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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设备防脱钩装置的改进
任鹏

宁夏天地西北煤机有限公司， 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753000

摘要：随着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起重设备在各类生产活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起重设备在运行过

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可能会出现索具脱钩的危险情况，这将对操作人员和设备本身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因

此，对起重设备的防脱钩装置进行改进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结合起重设备防脱钩装置原理等，对宁夏天地西

北煤机有限公司铆焊分厂防脱钩装置进行了研究，旨在提高起重设备的安全性能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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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的吊钩防脱钩装置是确保起重机安全运行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的作用是在使用索具进行吊运

物体的过程中，防止吊钩上的索具意外从吊钩的钩口滑

脱，从而避免发生危险事故。然而，传统的防脱钩装置

往往容易出现损坏的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起重

机的正常运行和操作安全。特别是在取出索具的过程中，

操作人员必须通过人工操作来克服卡簧的扭转力，以确

保索具能够顺利取出。对于大吨位的吊钩来说，这一操

作的难度更高，因为大吨位的吊钩通常需要更大的力量

来克服卡簧的扭转。这种情况下，操作人员不仅需要具

备一定的体力，还需要具备丰富的操作经验，以确保在

取出索具的过程中不会出现任何意外。因此，为了提高

起重机的安全性能和操作便捷性，加强对防脱钩装置的

改进尤为重要，不仅能减少因防脱钩损坏带来的维修成

本，还能提高作业效率，确保操作人员的安全。

1.起重设备防脱钩装置原理

在当前的工业应用中，防脱钩装置的使用原理主要

是通过将防脱板的轴铰接在吊钩的钩劲部位，利用弹簧

的扭力将防脱板紧密地贴合在吊钩的表面，从而实现防

止吊钩意外脱钩的效果。这种装置的核心在于其简单而

有效的机械结构，通过弹簧的持续压力，确保防脱板始

终紧靠在吊钩上，从而在吊装过程中提供稳定的安全保

障。

具体来说，防脱板与吊钩之间的紧密贴合是通过弹

簧的扭力来实现的。弹簧的扭力使得防脱板始终处于一

个预紧状态，这样即使在吊装过程中出现轻微的晃动或

冲击，防脱板也能迅速反应，保持与吊钩的紧密接触，

从而有效防止吊钩意外脱钩。这种设计不仅提高了吊装

作业的安全性，还大大减少了因脱钩事故导致的设备损

坏和人员伤害的风险。

图 1 普通的防脱钩装置

普通的防脱钩装置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些固有的

缺陷和不足之处：

（1）使用起来不便捷，在实际应用中，常常被人

为地移除；

（2）强度不足，容易导致变形；

（3）安装结构存在不合理之处，容易导致损坏或

脱落。

其缺陷产生的原因，从原理上进行深入分析，可以

发现普通防脱钩装置虽然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廉的优

点，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具体来说，这些缺陷

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在进行索具的取出操作时，人们必须克服弹

簧所产生的扭力。特别是对于那些吨位较大的吊钩，这

一过程尤为费力，导致操作起来非常不便。这种不便不

仅影响了生产效率，还使得操作者对使用这种设备产生

了抵触情绪。

（2）在起重机行业中，防脱钩装置是确保安全作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许多传统的防脱钩装置通常

采用厚度仅为 0.5 到 0.6 毫米的铁板进行冲压成型，这

种设计在强度上存在明显的不足。由于铁板厚度较薄，

其抗拉伸和抗冲击的能力相对较弱。而且，起重机在日

常作业中经常会遇到各种突发情况，如吊钩在吊装过程

中可能会与其他物体发生碰撞，或者在狭窄空间内受到

挤压
[1]
。

（3）从安装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可以发现吊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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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定吊耳宽度过于狭窄。这种设计上的缺陷导致了防

脱钩装置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只能依靠两侧板来进行固

定。然而，这种固定方式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固定

后的防脱钩装置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左右窜动的现

象。这种窜动不仅会导致联接螺栓发生弯曲变形，还会

进一步引发回位弹簧的损坏。此外，防脱钩装置在联接

过程中使用的是普通螺栓，而这种螺栓的螺母无法实现

预紧，这使得螺母在使用过程中容易松动，甚至脱落。

因此，应加强对起重设备防脱钩装置的改进，有效

地防止索具在起吊过程中的意外脱落，从而提高作业的

安全性。

2.起重设备防脱钩装置改进项目案例分析

2.1 项目分析

原有的吊钩采用弹簧式防脱钩设计，但频繁使用导

致弹簧力量减弱，进而出现闭合不严的问题，这增加了

吊索具脱钩的安全风险。由于隐患排查不够彻底，此类

问题未能得到及时解决。在取钩操作时，操作人员需手

动按压防脱钩装置以取出吊索具，若操作不当，容易导

致手指被夹伤
[2]
。此外，这种防脱钩装置的更换频率较

高，增加了维护成本。为了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和检查效

率，确保起重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可应用新型防脱钩

技术。

2.2 项目内容

（1）新型防脱钩装置加工制作及安装

2023 年 6 月份铆焊分厂安全领导小组网上查阅相

关技术资料，按照吊钩起吊吨位和吊钩尺寸的不同，分

类设计制作对应的新型防脱钩装置，随后安排钳工对铆

焊分厂全部天车和电葫芦的防脱钩进行更换并进入现

场工况试验验证阶段。

验证过程中，公司领导下车间生产安全例行检查，

现场查看新型防脱钩的使用过程，同时提出了许多宝贵

的改进建议，对新型防脱钩装置的使用给予了高度认可。

（2）特检院审验

2023 年 11 月 6 日，安环部联合宁夏特检院专家团

队年检铆焊分厂天车和电葫芦，对新型防脱钩装置现场

检查，高度认可和赞赏新型防脱钩的使用，也提出可以

全厂推广的中肯建议，结论为新型防脱钩装置安全、操

作便捷、结实耐用，得到特检院专家团队一致认可，符

合特种设备安全附件安全性能及相关技术要求。

（3）新型防脱钩型谱

单梁电葫芦 双梁起重机

序号 吨位 A B C D E A B C D E

1 1T 35 49 139 51 4

无2 2T 35 50 139 51 4

3 3T 65 70 180 87 5

4 5T 65 85 215 87 5 75 100 255 95 5

5 10T 80 120 265 93 6 95 150 360 125 6

6 16T 95 150 360 125 6 120 185 445 14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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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防脱钩装置和新型防脱钩装置优缺点对比

序号
对 比 内
容

现有防脱钩 新型防脱钩

1 应 用 照
片

2 防 脱 原
理

弹簧复位 杠杆自重复位

3 材质
冲压薄铁皮
材质较为单薄，易变形

45# φ12钢筋
不变形、抗压能力强、坚固耐用

4 安 全 性
能

安装完成后，弹簧多次频繁使用，弹簧力下降，

出现合口不严现象，隐患排查不到位，存在吊
索具脱钩的安全事故隐患

新型防脱钩利用杠杆自重原理，减少事故隐患点，
降低和减少出现合口不严的现象，安全性能增强

5 操作
挂钩时不存在问题，取钩时需要用手按压防脱
钩装置，然后取出吊索具，操作有误时经常出
现挤手指的现象

挂钩时不存再问题，取钩只需要轻抬吊钩外的防脱
钩钢筋边框，利用杠杆原理，防脱钩开口，取出吊
索具，操作简单、快捷，不存在挤手现象

6 使 用 寿

命
约一个半月需要更换新的

铆焊分厂今年 6 月份全部更换为新型防脱钩装置
以来，没有出现一例损坏更换事宜，预计寿命 3 年，
具体使用年限还需后期跟踪记录

7
隐 患 排
查 与 治

理

经常检查，发现防脱钩安全隐患需要钳工及时
处理，费时费力

经常检查即可，防脱钩安全隐患出现频率不高，减
轻钳工隐患整改工作量

8 性价比

1.3T、5T单个防脱钩结算价格为 8.85元；
2.10T单个防脱钩结算价格为 32.74元；

3. 16T单个防脱钩结算价格为 60 元；
4.铆焊分厂按照 1 年单台天车使用 8个（12个
月÷1.5=8）防脱钩计算：

3T 电葫芦及天车副钩共计 3 台： 8×3×
8.85=212.4元；
5T天车和电葫芦共计 9台：

8×9×8.85=637.2元；
10T天车和电葫芦共计 4台：
8×4×32.74=1047.68元；

16T天车一台：8×1×60=480元
铆焊分厂一年防脱钩更换费用合计为：2377.28
元。

铆焊分厂钳工、铆工自制，45# φ12 钢筋及螺杆

标准件，成本较低。

（5）改进效果

推广使用新型防脱钩装置，已成为铆焊分厂全体成

员参与安全生产工作的关键举措和主要体现，同时也是

分厂安全文化建设的绝佳机遇。铆焊分厂的安全领导小

组将激励全体员工积极参与到安全生产中，唤醒大家的

安全意识。通过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意见和执行方案，

成功营造了一个“人人关注安全、全员共同参与”的积

极环境，为公司的安全生产经营和成本效益提升贡献了

力量。改进后的防脱钩装置具有如下优点：

（1）材料强度增加，可靠性增强。现有的防脱钩

装置通常由1毫米甚至更薄的铁板冲压制成，其强度不

足，容易在反复冲击下损坏
[3]
。相比之下，自制的防脱

钩装置采用了高强度材料，具备更强的抗冲击性能，整

体的耐用性显著优于原有装置。

（2）便于吊装工人上下索具，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提取索具的过程中，原先的防脱钩装置必须克服卡簧

的扭力，而新型防脱钩装置仅需破坏自重平衡，从而节

省了劳动力。

（3）成本降低。原有的防脱钩装置由于其脆弱性，

频繁损坏，导致需要定期更换。相比之下，自制的防脱

钩装置则更为坚固耐用，减少了更换的频率。这为起重

7 20T 120 185 445 145 8 120 220 515 170 8

8 25T 120 220 515 170 8

9 32T 130 245 600 19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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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吊装作业提供了更为可靠的正常安全运行保障。

3.起重设备防脱钩装置的改进及防范措施

无防脱钩装置在起重作业中的使用是非常危险的，

严重影响起重作业安全。无防脱钩装置会导致钢丝绳脱

开导绳和起重物体的连接，从而导致起重物品失控和坠

落。如果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很有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

设备损坏等严重后果。因此，应加强对其的改进。

3.1 安装防脱装置

为了避免钢丝绳因为摩擦、磨损、疲劳以及其他各

种因素导致的损坏，必须安装专门的防脱装置
[4]
。这种

防脱装置是一种能够有效固定钢丝绳并防止其发生不

期望的移动的装置，从而可以有效避免起重物体在作业

过程中发生坠落的危险。通过这种装置的使用，可以显

著提高起重作业的安全性，确保作业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3.2 更换合适的钢丝绳

如果钢丝绳在使用过程中已经经历了过度的磨损，

或者由于其他各种因素导致其出现了损坏，那么及时更

换是非常必要的。选择合适的钢丝绳对于起重作业的安

全至关重要，必须仔细挑选与所要起重的物体重量相匹

配的钢丝绳。这样可以确保在进行起重作业时，钢丝绳

能够承受相应的负荷，避免发生意外事故，保障作业人

员和设备的安全。在选择钢丝绳时，应考虑其承载能力、

长度、直径以及材质等因素，确保其符合起重作业的具

体要求
[5]
。同时，还应定期对钢丝绳进行检查和维护，

以确保其在使用过程中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3.3 维护和保养

为了确保整个起重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必须对

相关设备进行定期的维护和保养工作。这包括对钢丝绳

进行仔细的检查，以评估其磨损程度和是否存在任何裂

纹或其他潜在的损伤。此外，还需要对整个起重设备进

行全面的保养，确保所有部件都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从而避免任何可能的故障或事故。通过这些定期的维护

和保养措施，可以确保起重系统的高效运行和操作人员

的安全。

3.4 开展定期检查，使用合格配件

为了确保起重机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可靠性，必须

对防脱钩装置进行定期的检查和维护。这包括对吊钩、

链条以及其他吊装配件进行全面的检查，以确保它们处

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同时，还需要对防脱钩装置的功能

进行详细的检查，以确保其在实际操作中能够正常发挥

作用
[6]
。

在进行这些检查时，必须确保起重机的防脱钩装置

和吊装配件都是合格的产品。绝对不能使用劣质或伪劣

的产品，因为这些产品的可靠性无法得到保证，可能会

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从而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只

有使用经过严格检验的合格产品，才能确保起重机在各

种工作环境下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3.5 严格按照操作规范

在进行起重作业时，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范，确保

作业的安全性。在启用起重机之前，操作人员应当仔细

检查起重机的防脱钩装置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这一

装置是确保起重作业安全的关键部件，必须确保其功能

完好，以防止在作业过程中发生重物脱落的危险情况。

操作人员在进行起重作业时，必须全神贯注，集中

注意力，确保每一个操作步骤都准确无误
[7]
。在操作过

程中，严禁将重物离开地面，以避免任何可能导致的意

外事故。只有通过细致的检查和谨慎的操作，才能最大

限度地减少安全风险，确保起重作业的顺利进行。通过

这种严格的操作规范和细致的检查，才可以有效地保障

起重作业的安全性，避免因操作不当而引发的事故。

结语

综上所述，起重机防脱钩装置是确保起重作业安全

的关键设备。为了确保该装置的正常运作，必须严格执

行防脱钩装置的管理与控制措施。各使用单位应承担起

相应的责任，严格遵循相关规章制度，并加强日常的维

护保养以及培训教育工作，以保障起重机的安全高效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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