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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第 499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建筑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系统 

应用技术规程》的公告

现批准《建筑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系统应用技术规程》为行 

业标准，编号为JGJ 332-2014，自2015年 3月 1 日起实施。其 

中，第 3. 1.1、3.1.2、3.1 .3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程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4年 7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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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12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 （建 标 [2012] 5 号）的要求， 

规程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本 

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功能与性能; 

4安装与调试；5检验；6运行与维护。

本规程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规程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 

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丰乐路4 号，邮编： 

450053)0

本规程主编单位：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新乡克瑞重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规程参编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安邦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富友慧明监控设备有限公司

太原科技大学

河南省建设安全监督总站

军事交通学院

青岛一开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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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 1 为规范建筑塔式起重机（以下简称塔机）安全监控系统 

的安装、调试、检验及使用，加强塔机的安全管理，制定本 

规程。

1 . 0 . 2 本规程适用于塔机安全监控系统的安装与调试、检验、 

运行与维护。

1 . 0 . 3 塔机安全监控系统安装与调试、检验、运行与维护除应 

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塔机安全监控系统  safety monitoring system of 

tower cranes

对塔机重要运行参数进行监视与控制，具备显示、记录、存 

储、传输及控制功能的系统。

2. 0. 2 远程传输单元 remote data transfer unit 

信息传送到远程服务器的装置。

2. 0. 3 系统误差 precision of system

系统显示数据与被采集信息源的实际数据的最大相对误差。 

2. 0. 4 工作时刻 working moment

每条信息所对应的具体时间，即为记录一个工作信息时的时 

钟时间（年/月/ 日/时/分/秒)。

2. 0. 5 工作循环 working cycle

塔机从起吊一个物品起，到能开始起吊下一个物品止，包括 

塔机运行及正常的停歇在内的一个完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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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与性能

3.1 一 般 规 定

3 . 1 . 1 塔机安全监控系统应具有对塔机的起重量、起重力矩、 

起升高度、幅度、回转角度、运行行程信息进行实时监视和数据 

存储功能。当塔机有运行危险趋势时，塔机控制回路电源应能自 

动切断。

3 . 1 . 2 在既有塔机升级加装安全监控系统时，严禁损伤塔机受 

力结构。

3 . 1 . 3 在既有塔机升级加装安全监控系统时，不得改变塔机原 

有安全装置及电气控制系统的功能和性能。

3 . 1 . 4 塔机安全监控系统（以下简称系统）不得执行来自本系 

统外的塔机操作控制指令。

3.1. 5 系统应具有产品出厂合格证书。

3 . 2 功 能 要 求

3. 2 .1 系统显示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应能以图形、图表或文字的方式显示塔机当前主要 

工作参数及与塔机额定能力比对信息，工作参数应至少包括：起 

重量、起重力矩、起升高度、幅度、回转角度、运行行程、 

倍率；

2 系统显示的文字表达应采用简体中文；

3 显示信息应在各向光照等条件下清晰可辨，不耀眼刺目。

3 . 2 . 2 系统内置存储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存储能力至少应存储最近1. 6X104个工作循环信息及对 

应的起止工作时刻信息；

2 在电源关闭或供电中断之后，其内部的所有信息均应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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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且不能被破坏；

3 信息下载不应影响存储装置内信息的完整性。

3. 2 . 3 系统应具有控制吊钩避让固定障碍物的单机区域限制功 

能，可设定限制区域不少于5个，且应满足现场实际需求。

3. 2 . 4 系统应具有开机自检功能，在系统自身发生故障时，应 

能立即显示并记录故障信息。

3. 2 . 5 系统参数的录人和更改应由设备管理人员进行，并应有 

不少于5位的密码保护功能，系统应至少留存最近5次参数更改 

时刻信息。

3 . 2 . 6 系统应设有声光报警装置，在达到设定的塔机相应额定 

能力阈值时，应能向司机发出报警信号，报警信号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塔式起重机》GB/T 5031的规定。

3. 2. 7 系统应至少设有下列外设装置：

1 存储信息导出端口，该端口可与计算机或其他存储设备 

相连，应能实现塔机历史工作信息的导出。

2 群塔作业信息交换装置连接端口，该端口可与信息交换 

装置相连实现局域组网，信息交换装置间，或与群塔干涉运算装 

置间的通信频带宜采用2. 4GHz，通信协议应符合本规程附录A 

的要求。

3 报警与安全控制信号输出装置，在达到系统设定的安全 

阈值时通过信号输出装置输出相应的安全控制开关信号，信号输 

出装置的控制继电器触点容量不应低于3A，安全控制开关信号 

应包括：

—— 80%额定力矩、90%额定力矩、100%额定力矩；

—— 90%最大额定起重量、100%最大额定起重量及2 路档 

位起重量；

—— 幅度前后预减速及限位；

—— 高度上下预减速及限位；

—— 回转左右预减速及限位；

—— 位移前后预减速及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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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远程传输单元连接端口，该端口可与远程传输装置相连 

实现信息远程传输，信息远程传输应采用TCP/IP通信协议，信 

息格式应符合本规程附录B 的规定。

3 . 2 . 8 系统应能接收并执行远程时钟校准指令。

3 . 2 . 9 系统应能接收群塔干涉运算装置发出的报警、避让指令 

并给司机相应的提示。

3 . 3 性 能 要 求

3 . 3 . 1 系统抗扰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磁兼容电梯、自 

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产品系列标准抗扰度》GB/T 24808中 

安全电路的规定。

3 . 3 . 2 系统各组件的连接器应有防错接和防松措施。

3 . 3 . 3 系统对起重量、起重力矩、幅度参数监控的系统误差在 

装机状态检测均不应大于5% 。

3 . 3 . 4 系统的外接线缆应能在一 30°C低温下不硬脆。

3.3. 5 安装于室外器件的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GB 4208中规定的IP43，安装于司 

机室内器件的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41。当防水等级要求需 

通过附加装置或特定安装方式实现时，应在说明书中详细说明。

3 . 3 . 6 系统的性能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机械安全机械电器设备第 32部分：起重机械技术 

条件》GB 5226. 2相关的规定。



4 安装与调试

4. 0 .1 系统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安装之前应对所安装塔机的匹配性及参数进行确认； 

2 系统应有安装维护和使用说明书；

3 系统安装作业前，应根据装箱清单内容进行检查；

4 显示装置应安装在司机室便于观看，且不影响司机的视 

野和正常操作的位置；

5 线路敷设时应将控制线路与动力线路分开敷设，并应做 

好固定及防护工作；

6 系统接地点应与塔机结构可靠连接；

7 系统结构应安装牢固，装配件应按规定锁定，各连接部 

位进线孔应有防水措施。

4 . 0 . 2 系统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调试应按使用说明书要求对各参数进行设置、验证 

与调整；

2 主要参数的系统误差测试不应少于3 次，且均应符合 

要求；

3 系统调试应填写调试记录，并应由调试责任人签字确认; 

4 调试所用计量器具应经法定计量检定合格，且应在有效 

期内。



5 检 验

5 . 0 . 1 安装调试、标定完毕，应进行检验。

5 . 0 . 2 现场检验环境应满足下列条件：

1 风速不大于13m/s;

2 环境温度一20°C〜+40°C;

3 相对湿度不大于90% (20°C时）；

4 电源电压波动为±5%;

5 无雨雪等影响检验安全的气候环境条件。

5. 0 . 3 检验仪器必须经计量检定合格，并应在有效期内。

5 . 0 . 4 系统的检验项目应符合表5. 0 .4的规定。

表 5 . 0 . 4 系统的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判定依据 检验方法 项目分类

1
系统安装是否损伤塔机 

受力结构
第 3. 1. 2条 目测 A

2

系统安装是否改变塔机 

原有安全保护装置及电气 

控制系统的功能和性能

第 3. 1 .3条 目测与线路连接检查 A

3 系统显示功能 第 3. 2. 1条 现场操作验证 A

4 系统存储功能 第 3. 2. 2条 现场操作验证 B

5
吊钩避让障碍物区域限 

制功能
第 3. 2. 3条 现场操作验证 B

6 开机自检功能 第 3. 2. 4条 现场操作验证 C

7 密码保护功能 第 3. 2. 5 条 现场操作验证 C

8
安全控制及声光报警  

功能

第 3. 2. 6 条， 

第 3. 2. 7条
现场操作验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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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5. 0. 4

序号 检验项目 判定依据 检验方法 项目分类

9 群塔作业信息交换功能 第 3. 2. 7条 现场操作验证 、C

10 存储信息导出功能 第 3. 2. 7条 现场操作验证 C

11 远程传输功能 第 3. 2. 7条 现场操作验证 C

12
连接器防错接和防松 

措施
第 3. 3. 2 条 目测及现场操作验证 C

13 系统误差 第 3. 3. 3 条

应符合《起重机械 

安全监控管理系统》 

GB/T 28264的规定

A

14 资料完整性及规范性

弟 3. 1. 5条， 

第 3. 3. 1条， 

第 4. 0 .1条， 

第 4. 0. 2 条

资料査阅 C

15 系统接地 第 4. 0. 1条 目测 C

16 显示装置安装 第 4. 0. 1条 目测 C

17 线路敷设 第 4. 0. 1条 目测 C

18
部件安装牢固性及防水 

措施
第 4. 0. 1条 目测与现场操作验证 C

注：序号 1和序号2为既有塔机加装系统。

5 . 0 . 5 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检验出现A 类项目不合格时，应判该系统为不合格。

2 当检验出现B类项目不合格时，应消除不合格因素再行 

检验；若再出现B类项目不合格，应判该系统为不合格。

3 当检验出现C 类项目不合格时，应消除不合格因素再行 

检验；当出现C 类项目不合格时，应消除不合格因素后进行第 

三次检验，若再出现检验项目不合格时，应判该系统为不合格。

4 当检验项目均合格时，应判该系统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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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行与维护

6. 0 . 1 系统运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开机后应进行下列检查：

1 ) 在系统开机自检过程中应无报警、无故障显示信息；

2 ) 显示内容应清晰、完整。

2 空载运行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操纵塔机应分别进行起升、变幅、回转、运行动作， 

起升高度、幅度、回转、运行行程显示值变化应与实 

际动作一致；

2 ) 监控装置显示的起重量、起重力矩数据应无异常。

3 检查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常运行。

6 . 0 . 2 系统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使用及维护人员应接受使用、维护培训和技术交底。 

2 使用单位不得擅自拆卸系统构配件。

3 凡有下列情况时应重新对系统进行调试、验证与调整， 

并按本规程第5. 0. 4条、第 5. 0. 5条检验合格：

1 ) 在系统维修、部件更换或重新安装后；

2 ) 当塔机倍率、起升高度、起 重 臂 长 度 变 硫

3 ) 系统使用过程中精度变化、性能稳定性不能达到本标 

准规定要求时；

4 ) 其他影响系统使用的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

5 ) 塔机设备转场安装后。

4 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应定期按本规程第5. 0 .4条进行系 

统误差、部件安装牢固性及防水措施等项目的检查，检查结果应 

符合要求。

5 系统中储存的信息宜按存储能力定期导出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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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信息交换装置间或与群塔干涉 

运算装置间的通信协议

A. 0 .1 信息交换装置上传信息格式描述宜符合表A. 0.1 的规定。

表 A .0 . 1 信息交换装置上传信息格式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描 述

0 DataO 0x02 固 定 （数据包包头）

1 Datal
ID号 通信地址，区分同一工地的不同塔机

2 Data2

3 Data3 命令字 ‘A ， 命令格式代表塔机数据

4 Data4
年

年在发送时仅使用十位及个位；

月日在发送时直接按ASCII发送，低位在前，高位 

在后

5 Data5

6 Data6
月

7 Data7

8 Data8
曰

9 Data9

10 DatalO
时

发送时直接按ASCII发送，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11 Datal 1

12 Datal 2
分

13 Datal 3

14 Datal 4
秒

15 Datal 5

16 Datal 6 高度值 

低 位 （m)

2位小数，单位m，先扩大100倍再转化成16进制

17 Datal 7

18 Datal8 高度值

高位19 Datal 9

0



续 表 A. 0. 1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描 述

20 Data20 幅度 

低 位 （m)
2位小数，单位m，先扩大100倍再转化成16进制

21 Data21

22 Data22 幅度

高位23 Data23

24 Data24 角度 

低 位 （°)
整数

25 Data25

26 Data26 角度

高位27 Data27

28 Data28 力矩比低位

(% )

1位小数，发送时先扩大10倍，再转换成16进制
29 Data29

30 Data30 力矩比

高位31 Data31

32 Data32 各机构

状态
判断各机构是否出现故障，故障如表A. 0.2

33 Data33

34 Data34
数据状态

0：代表空载； 1 : 刚刚吊起重物；

2：吊起重物中； 3: 刚刚吊起的重物已放下35 Data35

36 Data36 行走X 值 

低 位 （m)
2位小数，单位m，先扩大100倍再转化成16进制

37 Data37

38 Data38 行走X 值 

高位39 Data39

40 Data40 行走Y 值 

低 位 （m)
2位小数，单位m，先扩大100倍再转化成16进制

41 Data41

42 Data42 行走Y 值

高位43 Data43

44 Data44
校验和

Datal + ……+ Data43 ASCII相加，结果取低位， 

低位转化成16进制，按 ASCII发送45 Data45

46 Data46 0x03

0x04

结 束 符 固 定 值 3

47 Data47 固定值4

11



A. 0. 2 各机构状态故障数据格式描述宜符合表A. 0. 2 的规定。

表 A. 0 . 2 各机构状态故障数据格式

b4b3b2blb0 描 述

00000 正常工作

00001 风速传感器故障

00010 称重传感器故障

00100 回转传感器故障

01000 幅度传感器故障

10000 高度传感器故障

注：各机构状态故障数据以8位二进制数表示，数据低5位按位表示不同传感器状 

态，某位为1 表示对应传感器故障，为 0 表示对应传感器正常。

A. 0. 3 群塔干涉运算装置下传信息格式描述宜符合表A. 0. 3 的 

规定。

表 A. 0 . 3 群塔干涉运算装置下传信息格式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0 STX 起始位，固定值2 12 Data8
备用

1 ID0 n 号从机的 ID 号 

(通信地址）

13 Data9

2 ID1 14 DatalO
备用

3 CDM 15 Datal 1

4 DataO n 号塔机指令0 

(幅度）

16 Datal 2
备用

5 Datal 17 Datal 3

6 Data2 n 号塔机指令1 

(高度）

18 Data 14
备用

7 Data3 19 Data 15

8 Data4 n 号塔机指令2 

(角度）

20 Data 16
备用

9 Data5 21 Datal 7

10 Data6 n 号塔机指令3 

(状态）

22 Data 18
备用

11 Data7 23 Datal 9

12



续 表 A. 0. 3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24 Data20
备用

28 SUM0 校验码 

(Bytel + ...... +Byte27)25 Data21 29 SUM1

26 Data22
备用

30 ETX 结束符，固定值3， 

固定值427 Data23 31 EOT

注：该命令是定时査询该区域内不同设备的实时运行信息，同时也是运行控制指

令，每台塔机接收到该命令后将运行数据上报传输。

1： n 号塔机指令0 (幅度）

“0”正常 “1”禁止前运行 “2”禁止后运行 “3”禁止高速前运行 

“4”禁止高速后运行 

2： n 号塔机指令1 (高度）

“0”正常 “1”禁止上升运行 “2”禁止下降运行 “3”禁止高速上 

运行 “4”禁止高速下运行 

3： n 号塔机指令2 (角度）

“0”正常 “1”禁止左运行 “2”禁止右运行 “3”禁止高速左运行 

“4”禁止高速右运行 

4： n 号塔机指令3 (状态）

“0”正常 “1”即将进入限制区域 “2”已进人限制区域

13



附录B 远程传输装置与管理 

服务器间的数据通信格式

B. 0 .1 数据应采用TCP/IP协议，ASCII码应按低位在前、高 

位在后的格式发送。

B. 0. 2 实时数据包格式描述宜符合表B. 0. 2 的规定。

表 B . 0 . 2 实时数据包格式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描 述

0 DataO 0x02 固 定 （数据包包头）

1 Datal
备用

备用数据预留 

现在可发送0x30，0x302 Data2

3 Data3 命令格式代表实时数据

4 Data4
年低位

时间在发送时直接按ASCII发送，低 

位在前，高位在后

5 Data5

6 Data6
年高位

7 Data7

8 Data8
月

9 Data9

10 DatalO
曰

11 Datal 1

12 Datal 2
时间小时

发送形式如同年月日

13 Data 13

14 Data 14
时间分

15 Datal 5

16 Datal6
时间秒

17 Data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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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B. 0. 2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描 述

18 Data 18
载重低位

重量为整数值，单位为kg

19 Datal 9

20 Data20
载重中1

21 Data21

22 Data22
载重中2

23 Data23

24 Data24
载重高位

25 Data25

26 Data26 载重比低位 

(%) 1位小数，发送时先扩大10倍，再转 

换成 16进制

27 Data27

28 Data28
载重比高位

29 Data29

30 Data30
力矩低位

2位小数，单位 t • m，先扩大 100倍 

再转化成16进制

31 Data31

32 Data32
力矩高位

33 Data33

34 Data34 力矩比低位

(%) 1位小数，发送时先扩大10倍，再转 

换成 16进制

35 Data35

36 Data36
力矩比高位

37 Data37

38 Data38 角度低位 

(°)

整数
39 Data39

40 Data40
角度高位

41 Data41

42 Data42 幅度低位 

(m) 2 位小数，单位m，先扩大 100倍再 

转化成16进制

43 Data43

44 Data44
幅度高位

45 Data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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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B. 0. 2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描 述

46 Data46 高度低位 

(m) 2 位小数，单 位 m，先扩大 100倍再 

转化成16进制

47 Data47

48 Data48
高度高位

49 Data49

50 Data50 风速低位 

(m/s) 1位小数，发送时先扩大10倍，再转 

换成 16进制

51 Data51

52 Data52
风速高位

53 Data53

54 Data54
倍率 整数 2倍 率 发 送 ‘ 0’ ，‘ 2’

55 Data55

56 Data56
工作环境 1：正 常 环 境 2 : 区 域 限 制 3: 群塔

57 Data57

58 Data58 各机构

状态

判断各机构是否出现故障，故障如表 

B. 0. 9-159 Data59

60 Data60 正常环境 

预警状态
表 B. 0. 9-2

61 Data61

62 Data62 正常环境 

报警状态
表 B. 0. 9-3

63 Data63

64 Data64 区域限制 

预警

终端设定了区域限制功能

表 B. 0. 9-465 Data65

66 Data66 区域限制 

报警

终端设定了区域限制功能 

表 B. 0. 9-567 Data67

68 Data68

群塔预警
终端设定了群塔防撞功能 

表 B. 0. 9-669 Data69

70 Data70

群塔报警
终端设定了群塔防撞功能 

表 B. 0. 9-771 Data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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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B. 0. 2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描 述

72 Data72 工作循环索 

引低位 标识该实时数据属于哪个工作循环，用 

于工作循环展开

73 Data73

74 Data74 工作循环 

索引高位75 Data75

76 Data76 帧流水号 

低位
当终端数据上报到服务器后，服务器根 

据该流水号返回接收成功信息，代表数据 

上传成功，范围 0—1024

77 Data77

78 Data78
帧流水号高位

79 Data79

80 DataSO Old/new 

标识

标识是从U 盘读出来的数据还是实时数据 

0： U 盘中数据，1: 实时数据81 Data81

82 Data82 塔机安装 

方式
0：固定，1: 轨道

83 Data83

84 Data84 轨道行走X 值 

低 位 （m) 2位小数，单 位 m，先扩大 100倍再转 

化成 16进制

85 Data85

86 Data86 轨道行走 

X 值高位87 Data87

88 Data88 轨道行走Y 值 

低 位 （m) 2位小数，单位 m，先扩大 100倍再转 

化成 16进制

89 Data89

90 Data90 轨道行走 

Y 值高位91 Data91

92 Data92
备用 —

93 Data93

94 SUMO

校验和

Datal + ...... + Data93 ASCII 值相加，

结 果 取 低 位 ，低 位 转 化 成 16进制，按 

ASCII发送95 SUM1

96 ETX 0x03 固 足 （结柬）

97 EOT 0x04 固 定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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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0 . 3 工作循环数据包格式描述宜符合表B. 0. 3 的规定。

表 B. 0 . 3 工作循环数据包格式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描 述

0 DataO 0x02 固 定 （包头）

1 Datal

备用
备用数据预留 

现在可发送0x30，0x302 Data2

3 Data3 命令格式代表工作循环数据

4 Data4
年低位

时间在发送时直接按ASCII发送， 

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5 Data5

6 Data6
年高位

7 Data7

8 Data8
月

9 Data9

10 DatalO
曰

11 Datal 1

12 Datal 2 开始时间 

小时13 Datal 3

14 Data 14
开始时间分

15 Datal 5

16 Datal 6
开始时间秒

17 Datal 7

18 Data 18
结束时间小时

19 Datal 9

20 Data20
结束时间分

21 Data21

22 Data22
结束时间秒

23 Dat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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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B. 0. 3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描 述

24 Data24 最大载重低位 

(kg)

重量为整数值，单位为kg

25 Data25

26 Data26
最大载重中1

27 Data27

28 Data28
最大载重中2

29 Data29

30 Data30
最大载重高位

31 Data31

32 Data32 最大载重比低位

(%) 1位小数，发送时先扩大 10倍， 

再转换成16进制

33 Data33

34 Data34 最大载 

重比高位35 Data35

36 Data36 最大力矩低位 

(t • m) 2 位小数，单 位 t • m，先扩大 

100倍再转化成16进制

37 Data37

38 Data38
最大力矩高位

39 Data39

40 Data40 最大力矩比低位 

(%) 1位小数，发送时先扩大 10倍， 

再转换成16进制

41 Data41

42 Data42
最大力矩比高位

43 Data43

44 Data44
开始角度低位（°)

整数
45 Data45

46 Data46
开始角度高位（°)

47 Data47

48 Data48
结束角度低位

整数
49 Data49

50 Data50
结束角度高位

51 Data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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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B. 0. 3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描 述

52 Data52 开始幅度低位

53 Data53 (m) 2 位小数，单 位 m，先 扩 大 100

54 Data54
开始幅度高位

倍再转化成16进制

55 Data55

56 Data56
结束幅度低位

57 Data57 2 位小数，单 位 m，先 扩 大 100

58 Data58
结束幅度高位

倍再转化成16进制

59 Data59

60 Data60
开始高度低位

61 Data61 2 位小数，单 位 m，先 扩 大 100

62 Data62
开始高度高位

倍再转化成16进制

63 Data63

64 Data64
结束高度低位

65 Data65 2 位小数，单 位 m，先 扩 大 100

66 Data66
结束高度高位

倍再转化成16进制

67 Data67

68 Data68
最大风速低位

69 Data69 1位小数，发送时先扩大 10倍，

70 Data70
最大风速高位

再转换成16进制

71 Data71

72 Data72

倍率 整数
73 Data7 3

74 Data74

各机构状态
判断各机构是否出现故障，见表

75 Data75 B. 0. 9-1

76 Data7 6 正常环境
见表 B. 0. 9-2

77 Data77 预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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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B. 0. 3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描 述

78 Data78

正常环境报警状态 见表 B. 0. 9-3

79 Data79

80 Data80

工作循环索引低位

工作循环编号

81 Data81

82 Data82

工作循环索引高位
83 Data83

84 Data84

帧流水号低位 当终端数据上报到服务器后，服 

务器根据该流水号返回接收成功信 

息，代表数据上传成功。

范围0—1024

85 Data85

86 Data86

帧流水号高位
87 Data87

88 Data88
Old/new 标识

是从U 盘读出来的数据还是实时 

数据

0： U 盘中数据，1: 实时数据89 Data89

90 Data90
备用

91 Data91

92 Data92
备用

93 Data93

94 SUMO

校验和

Datal + ...... + Data93 ASCII 相

力口，结果取低位，低位转化成16进 

制，按 ASCII发送95 SUM1

96 ETX 0x03 固 定 （结束）

97 EOT 0x04 固 定 （结束）

B. 0 . 4 系统开机时记录开机时间，系统关机时记录关机时间， 

并将数据存储，当下一次系统上电运行时，将该数据上传服务 

器。开关机时间数据包上传格式描述宜符合表B. 0. 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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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 0 . 4 开关机时间数据包上传格式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描 述

0 DataO 0x02 固 定 （包头）

1 Datal
备用

备用数据预留

2 Data2 现在可发送0x30，0x30

3 Data3 命令格式代表开关机数据

4 Data4
开机年低位

5 Data5

6 Data6
开机年高位

7 Data 7

8 Data8
开机月

9 Data9
时间在发送时直接按ASCII发送， 

低位在前，髙位在后
10 Data 10

开机日
11 Datal 1

12 Data 12
开机时

13 Datal3

14 Datal4
开机分

15 Data 15

16 Datal 6
关机年低位

17 Data 17

18 Data 18
关机年低位

19 Datal 9

20 Data20
关机月

21 Data21
时间在发送时直接按ASCII发送， 

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22 Data22

关机日
23 Data23

24 Data24
关机时

25 Data25

26 Data26
关机分

27 Data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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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B. 0. 4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描 述

28 Data28

帧流水号低位 当终端数据上报到服务器后，服 

务器根据该流水号返回接收成功信 

息，代表数据上传成功。

范围0—1024

29 Data29

30 Data30

帧流水号高位
31 Data31

32 SUMO

校验和

Datal + ...... + Data31 ASCII 值

相加，结果取低位，转化 成 16进 

制，按 ASCII发送33 SUM1

34 ETX 0x03 固 定 （结束）

35 EOT 0x04 固 定 （结束）

B. 0. 5 总运行时间数据包每10分钟上传一次，格式描述宜符 

合表B. 0 .5的规定。

表 B. 0 . 5 总运行时间数据包上传格式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描 述

0 DataO 0x02 固 定 （包头）

1 Datal
备用

备用数据预留 

现在可发送0x30，0x302 Data2

3 Data3 命令格式代表运行时间

4 Data4
当前年低位

时间在发送时直接按ASCII发送， 

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5 Data5

6 Data6
当前年高位

7 Data7

8 Data8
当前月

9 Data9

10 DatalO
当前日

11 Dat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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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B. 0. 5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描 述

12 Datal 2
当前时

时间在发送时直接按ASCII发送， 

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13 Datal 3

14 Datal 4
当前分

15 Datal 5

16 Datal 6
当前秒

17 Datal 7

18 Datal 8
运行时间低位

单位：分钟

上报塔机的运行总时间

19 Datal 9

20 Data20
运行时间中1

21 Data21

22 Data22
运行时间中2

23 Data23

24 Data24
运行时间高位

25 Data25

26 Data26

帧流水号低位 当终端数据上报到服务器后，服 

务器根据该流水号返回接收成功信 

息，代表数据上传成功。

范围0 —1024

27 Data27

28 Data28

帧流水号高位
29 Data29

30 SUMO

校验和

Datal + ......+ Data29 ASCII 值

相加，结果取 低位，转 化 成 16进 

制，按 ASCII发送31 SUM!

32 ETX 0x03 固 定 （结束）

33 EOT 0x04 固 定 （结束）

B. 0 . 6 终端向服务器发送心跳包每1分钟一次，格式描述宜符 

合表B. 0.6-1的规定。终端和服务器建立连接，服务器下发心 

跳回传包数据格式描述宜符合表B. 0. 6-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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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0. 6 - 1 终端向服务器发送心跳包格式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描 述

0 DataO 0x02 固 定 （包头）

1 Datal
备用

备用数据预留 

现在可发送0x30，0x302 Data2

3 Data3 4EJ 命令格式代表心跳包

4 Data4
流水号低位

当终端数据上报到服务器后，服 

务器根据该流水号返回接收成功信 

息，代表数据上传成功。

范围0 —1024

5 Data5

6 Data6
流水号高位

7 Data7

8 SUMO

校验和

Datal + ……+ Data7 ASCII 值相 

力口，结果取低位，转化成 16进制， 

按 ASCII发送9 SUM1

10 ETX 0x03 固 定 （结束）

11 EOT 0x04 固 定 （结束）

表 B. 0. 6-2 服务器下发心跳回传包数据格式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描 述

0 DataO 0x02 固 定 （包头）

1 Datal ‘E ’ 命令格式代表实时数据

2 Data2
备用

备用数据预留 

现在可发送0x30，0x303 Data3

4 Data4
备用

备用数据预留 

现在可发送0x30，0x305 DataS

6 Data6
流水号低位

当终端数据上报到服务器后，服 

务器根据该流水号返回接收成功信 

息，代表数据上传成功。

范围0_1024

7 Data7

8 Data8
流水号高位

9 Data9

10 SUMO

校验和

Datal + ......+ Data29 ASCII 值

相加，结果取低位，转 化 成 16进 

制，按 ASCII发送11 SUM1

12 ETX 0x03 固 定 （结束）

13 EOT 0x04 固 定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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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0 . 7 终端每隔一个小时发送一次时钟校准包，数据格式描述 

宜符合表B. 0. 7-1的规定，服务器接收到时钟校准包读取系统 

的当前时间，按照时钟校准回传包格式回传给终端，终端接到时 

钟校准回传包完成时钟校准；服务器下发时钟校准回传包数据格 

式描述宜符合表B. 0. 7-2的规定。

表 B. 0 .7 - 1终端发送时钟校准包数据格式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描 述

0 . DataO 0x02 固 定 （包头）

1 Datal
备用

备用数据预留 

现在可发送0x30，0x302 Data2

3 Data3 *F’ 命令格式代表时钟校准

4 Data4
备用

备用数据预留 

现在可发送0x30，0x305 Data5

6 Data6
流水号低位

当终端数据上报到服务器后，服 

务器根据该流水号返回接收成功信 

息，代表数据上传成功。

范围0—1024

7 Data7

8 Data8
流水号高位

9 Data9

10 SUMO

校验和

Datal + ......+ Data9 ASCII 值相

加，结果取低位，转化成 16进制， 

按 ASCII发送11 SUM1

12 ETX 0x03 固 定 （结束）

13 EOT 0x04 固 定 （结束）

表 B. 0 .7 - 2服务器下发时钟校准回传包数据格式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描 述

0 DataO 0x02 固 定 （包头）

1 Datal *F’ 命令格式代表时钟校准

2 Data2
当前年低位

时间在发送时直接按ASCII发送， 

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3 Data3

4 Data4
当前年高位

5 Dat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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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0. 7-2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描 述

6 Data6
当前月

时间在发送时直接按ASCII发送， 

低位在前，髙位在后

7 Data7

8 Data8
当前星期

9 Data9

10 Data 10
当前日

11 Datal 1

12 Datal 2
当前时

13 Data 13

14 Datal 4
当前分

15 Datal 5

16 Datal 6
当前秒

17 Datal 7

18 Data 18

帧流水号低位 当终端数据上报到服务器后，服 

务器根据该流水号返回接收成功信 

息，代表数据上传成功。

范围 0_1024

19 Data 19

20 Data20

帧流水号高位
21 Data21

22 SUMO

校验和

Datal + ......+ Data21 ASCII 值

相加，结果取低位，转 化 成 16进 

制，按 ASCII发送23 SUM1

24 ETX 0x03 固 定 （结束）

25 EOT 0x04 固 定 （结束）

B. 0. 8 远程服务器宜符合表B. 0. 8-1的规定的数据格式读取塔 

机设置基本参数，终端收到该命令后将返回塔机设置的基本参 

数。终端接收到服务器发送过来的命令后，宜符合表B. 0.8-2 

的规定的数据格式上报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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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0 .8 - 1远程服务器读取塔机设置基本参数的数据格式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描 述

0 DataO 0x02 固 定 （包头）

1 Datal 命令格式代表远程读取设置

2 Data2 0x30

备用
3 Data3 0x30

4 SUMO

校验和

Datal + ...... + Data3ASCII 值相

加，结果取低位，转化成 16进制， 

按 ASCII发送5 SUM1

6 ETX 0x03 固 定 （结束）

7 EOT 0x04 固 定 （结束）

表 B. 0 .8 - 2终端上报数据信息的数据格式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描 述

0 DataO 0x02 固 定 （包头）

1 Datal 4G ? 命令格式代表远程读取回复

2 Data2 最大幅度低位 

(m) 1位小数，发送.时先扩大10倍， 

再转换成16进制

3 Data3

4 Data4
最大幅度高位

5 Data5

6 Data6 最小幅度低位 

(m) 1位小数，发送时先扩大 10倍， 

再转换成16进制

7 Data7

8 Data8
最小幅度高位

9 Data9

10 DatalO
幅度前减速低位

1位小数，发送时先扩大 10倍， 

再转换成16进制

11 Datal 1

12 Datal 2 幅度前减速高位 

(m)13 Data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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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0. 8-2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描 述

14 Datal 4 幅度后减速低位 

(m) 1位小数，发送时先扩大 10倍， 

再转换成16进制

15 Datal5

16 Datal 6
幅度后减速高位

17 Datal 7

18 Data 18 最大高度低位 

(m) 1位小数，发送时先扩大 10倍， 

再转换成16进制

19 Datal 9

20 Data20
最大高度高位

21 Data21

22 Data22 最小高度低位 

(m)

1位小数，发送时先扩大 10倍， 

再转换成16进制如：72. 3 乘 10后 

为 723，再 转换 成 16进 制 0x02D3 

发送：‘D，‘3’ ‘0’ ‘ 2’

23 Data23

24 Data24
最小高度高位

25 Data25

26 Data26 高度上减速低位 

(m) 1位小数，发送时先扩大 10倍， 

再转换成16进制

27 Data27

28 Data28
高度上减速高位

29 Data29

30 Data30 高度下减速低位 

(m) 1位小数，发送时先扩大 10倍， 

再转换成16进制

31 Data31

32 Data32
高度下减速高位

33 Data33

34 Data34 最大起重量低位 

(m)

重量为整数值，单位为kg

35 Data35

36 Data36
最大起重量中1

37 Data37

38 Data38
最大起重量中2

39 Data39

40 Data40

最大起重量高位
41 Data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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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0. 8-2

字节 标识 信息内容 描 述

42 Data42 最大幅度时额定起 

重量低位（m)

重量为整数值，单位为 kg

43 Data43

44 Data44 最大幅度时最大 

起重量中145 Data45

46 Data46 最大幅度时额定 

起重量中247 Data47

48 Data48 最大幅度时额定 

起重量高位49 Data49

50 Data50 最大起重量最大 

幅度低位（m) 1位小数，发送时先扩大 10倍， 

再转换成16进制

51 Data51

52 Data52 最大起重量最大 

幅度高位53 Data53

54 Data54
倍率 整数

55 Data55

56 SUMO

校验和

Datal + ...... + Data55ASCII 值相

加，结果取低位，转化成 16进制， 

按 ASCII发送57 SUM1

58 ETX 0x03 固 定 （结束）

59 EOT 0x04 固 定 （结束）

B. 0. 9 状态代码通信协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各机构状态故障数据格式描述宜符合表B. 0.9~1的规定。

表 B. 0 .9 - 1各机构状态故障数据格式

b4b3b2blb0 描 述

00000 正常工作

00001 风速传感器故障

00010 称重传感器故障

00100 回转传感器故障

01000 幅度传感器故障

10000 高度传感器故障



注：各机构状态故障数据以8 位二进制数表示，数据低 5 位按位表示 

不同传感器状态，某位为 1 表示对应传感器故障，为 0 表示对应传感器

正常。

2 ) 正常环境预警状态数据格式描述宜符合表B. 0. 9-2的 

规定，正常环境报警状态数据格式描述宜符合表

B. 0. 9-3的规定。

表 B. 0 .9 - 2正常环境预瞀状态数据格式

b7b6b5b4b3b2blb0 描 述

00000000 正常工作

00000001 回转左限位预警

00000010 回转右限位预警

00000100 高度上限位预警

00001000 高度下限位预聱

00010000 幅度前限位预警

00100000 幅度后限位预警

01000000 力矩预警

10000000 风速预警

表 B. 0 .9 - 3正常环境报瞥状态数据格式

b7b6b5b4b3b2blb0 描 述

00000000 正常工作

00000001 左回转报警

00000010 右回转报警

00000100 高度上限位报警

00001000 高度下限位报警

00010000 幅度前限位报警

00100000 幅度后限位报警

01000000 超力矩报警

10000000 超风速报警

注：正常环境预警、报警状态数据以8 位二进制数表示，数据按位表 

示不同的正常环境预警或报警状态，某位为 1 表示对应的正常环境预警或 

报警状态出现，为 0 表示工作状态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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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区域限制预警数据格式描述宜符合表B. 0. 9-4的规 

定，区域限制报警状态数据格式描述宜符合表B. 0. 9- 

5 的规定。

表 B. 0.9-4 区域限制预瞀数据格式

b4b3b2blb0 描 述

00000 正常工作

00001 右转环境预警

00010 左转环境预警

00100 小车进环境预警

01000 小车出环境预警

10000 吊钩下降预警

表 B. 0 .9 - 5区域限制报瞀状态数据格式

b4b3b2blb0 描 述

00000 正常工作

00001 右转环境报警

00010 左转环境报警

00100 小车进环境报警

01000 小车出环境报警

10000 吊钩下降报警

注：区域限制预警、报警状态数据以8 位二进制数表示，数据低 5 位 

数据按位表示不同的区域限制预警或报警状态，某位为 1 表示对应的区域 

限制预警或报警状态出现，为 0 表示工作状态正常。

4 ) 群塔预警状态数据格式描述宜符合表B. 0.9-6的规定， 

群塔报警状态数据格式描述宜符合表B. 0. 9-7的规定。

表 B. 0 .9 - 6群塔预瞀状态数据格式

b4b3b2blb0 描 述

00000 正常工作

00001 右转预警

00010 左转预警

00100 小车前进预警

01000 小车后退预警

10000 吊钩下降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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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0 .9 - 7群塔报瞀状态数据格式

b4b3b2blb0 描 述

00000 正常工作

00001 右转报警

00010 左转报警

00100 小车前进报警

01000 小车后退报警

10000 吊钩下降报警

注：群塔预警、报警状态数据以8 位二进制数表示，数据低 5 位数据 

按位表示不同的群塔预警或报警状态，某位为 1 表示对应的群塔预警或报 

警状态出现，为 0 表示工作状态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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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 或 “不得”；

3 )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 

合……的规定” 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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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 GB 4208 

2 《机械安全机械电器设备第 32部分：起重机械技术 

条件》 GB5226.2

3 《塔式起重机》 GB/T 5031

4 《起重机械安全监控管理系统》 GB/T 28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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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建筑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系统 

应用技术规程

JGJ 332 - 2014

条 文 说 明



制 订 说 明

《建筑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系统应用技术规程》JGJ 332 - 

2014，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4年 7月 29日以第499号公告批 

准、发布。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我国建筑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系统的实际应用情况，参考了相关 

标准，并开展了系列建筑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系统现场功能及性 

能的测试试验。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规程时能够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建筑塔式起重机安全 

监控系统应用技术规程》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 

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 

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 

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 

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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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 0 . 1 本条规定了本规程的制定目的、方针和原则，明确了规 

程是对塔机安全管理的进一步加强。

1 . 0 . 2 本条是对安全监控系统在塔机实际应用时，在功能、性 

能、安装与调试、检验、运行与维护方面提出规范性要求。

1 . 0 . 3 本条规定了塔机安全监控系统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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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本章给出了本规程有关章节中引用的5个术语。在编写本章 

术语时，主要参考了《塔式起重机》GB/T 5031 - 2008和 《起 

重机械安全监控管理系统》GB/T 28264-2012的相关术语，且 

从我国建筑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系统实际应用的角度赋予其含 

义，同时，还给出了相应的推荐性英文术语，该英文术语不一定 

是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术语，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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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与性能

3.1 一 般 规 定

3 . 1 . 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规定了安全监控系统最基本的 

功能要求。起重量、起重力矩、起升高度、幅度、回转角度和运 

行行程（对有大车运行功能的塔机）是塔机最核心的工作参数， 

显示方式在本规程第3. 2 .1条中有明确要求；在超出塔机额定能 

力范围时，应能切断继续往危险方向运行的控制回路电源，限制 

司机危险操作；各工作参数的存储在本规程第3. 2. 2条有明确要 

求，为塔机的维护保养提供数据支撑或在发生事故后进行回溯。 

3 . 1 . 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在既有塔机升级加装安全监控系统 

时，要求不得有对塔机结构进行焊接或切割作业的行为，以防止 

可能改变塔机结构力的传递或内力的分配而影响结构承载安全。 

3 . 1 . 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在既有塔机升级加装安全监控系统 

时，在将安全控制信号接人塔机电气控制系统后，不得拆除原有 

的各安全保护襄置并应保证其有效，同时不得改变或调整原调速 

和操作、控制方式，以防止可能给塔机带来附加的安全隐患。

3 . 1 . 4 系统不得受到远程控制操作。

3 . 2 功 能 要 求

3 . 2 . 1 本条对安全监控系统显示装置的显示信息、固定安装等 

进行了规定。安全监控系统核心功能之一是实时向司机显示塔机 

当前的实际起重力矩、起重量、幅度、起升高度、回转角度、运 

行行程、倍率等工作参数，以及与塔机在当前幅度、倍率条件下 

允许的最大起重力矩、起重量的比对信息，达到辅助司机安全操 

作的目的。信息可以为图形加文字，图表加文字或图形、图表加 

文字三种方式进行显示，为方便司机识别，要求显示的文字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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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中文，在塔机全角度回转、阳光照射下、司机处于正常操作 

姿态即可清晰浏览到显示的信息，但屏幕亮度应柔和以防止干扰 

司机对吊钩运动的观察和视觉疲劳。同时，显示装置的固定位置 

不能阻碍司机对吊钩的观察和操作时的肢体动作。

3. 2. 2 本条依据国家标准《塔式起重机》GB/T 5031 - 2008和 

《起重机械安全监控管理系统》GB/T 28264- 2012的要求编写。 

3. 2. 3 本条对吊钩避让固定障碍物的单机限制区域最小数量提 

出了要求。根据国家标准《塔式起重机》GB/T 5031 - 2008的 

“用户需要时，塔机可装设工作空间限制器” 的规定，以及可设 

定限制区域数量的能力与系统内存性能有关，在考虑绝大部分施 

工需求和系统成本协调后，规定了 “可设定限制区域不少于5 

个” 的要求。条文中 “且应满足现场实际需求”是当个别特殊现 

场需限制区域超出5个时提出的，用户应与供应商协商调整系统 

性能，确保满足现场实际需求。

3 . 2 . 4 本条是为防止系统自身故障后，司机不知情而继续操作 

引发安全事故。要求系统具有开机自检功能，且在系统自身发生 

故障时，能立即提醒司机系统已出现故障，不能继续使用，并记 

录故障信息方便沟通与故障查找。

3 . 2 . 5 本条是为防止非设备管理人员随意更改系统参数，而提 

出密码保护要求。系统中有关塔机额定能力的参数需根据现场塔 

机的实际配置进行录入和更改，专业性强。同时，额定能力的参 

数是系统进行操作安全判定与控制的基础。为此，要求系统参数 

的录入和更改应由授权人员进行，并有不少于5 位的密码保护 

功能。

3. 2. 6 本条依据国家标准《塔式起重机》GB/T 5031 - 2008的 

要求编写。现行国家标准《塔式起重机》GB/T 5031 — 2008规 

定：塔机应装有报警装置。在塔机达到额定起重力矩和/或额定 

起重量的90%以上时，装置应能向司机发出断续的声光报警。 

在塔机达到额定起重力矩和/或额定起重量的100%以上时，装 

置应能发出连续清晰的声光报警，且只有在降低到额定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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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以内时报警才能停止。

3 . 2 . 7 本条旨在规定系统配置基本外设装置的要求。为满足安 

全管理及安全控制的要求，同时使各系统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能进 

行相互信息交换或接入统一监管平台，要求系统有存储信息导出 

端口、群塔作业信息交换装置连接端口、报警与安全控制信号输 

出装置、远程传输单元连接端口外设装置，本条规定了各外设装 

置的基本功能以及通信中必须提供的信息和数据传输格式。

3 . 2 . 8 本条旨在保证系统时钟参数的准确性，这是实施塔机监 

督管理的必要条件。实现网络化管理的塔机，其安全监控系统必 

须能接收并执行管理服务器定时下发的时钟校准指令，使系统时 

钟时间与服务器时钟时间一致。

3 . 2 . 9 本条规定了群塔作业情况下系统应具备的功能要求。在 

群塔作业时，为防止塔机结构间的碰撞，国家标准《塔式起重机 

安全规程》GB 5144 - 2006中对塔机间的相对安装位置和高差已 

有要求，必须严格遵守，为防止群塔作业时高位塔机的起升绳或 

吊重与低位塔机结构发生相互碰撞，应将群塔作业中的各安全监 

控系统组成区域网，并建立干涉运算装置，该装置可由授权人员 

录入并修改网内各塔机的位置和结构几何参数、实时接收网内各 

塔机的吊钩位置信息进行干涉运算，有碰撞趋势时，根据预先设 

定的防碰撞运行规则，向可能发生碰撞的塔机发出预警或停止往 

碰撞方向继续运行的控制指令，监控系统必须能接收并执行该预 

警、避让指令以防止碰撞发生。

3 . 3 性 能 要 求

3 . 3 . 1 本条旨在规定系统在塔机使用的各种环境条件下运行稳 

定可靠的要求。由于塔机为露天使用、转场频繁的设备，温度、 

湿度、风、雨、雪、电压波动、机械振动、电磁干扰等环境条件 

千差万别，但系统运行不能被影响。

3 . 3 . 2 本条是为防止系统各组件因接错或松动而造成故障。 

3 . 3 . 3 本条依据国家标准《起重机械安全监控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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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8264- 2012的要求编写。《起重机械安全监控管理系统》 

GB/T 28264-2012规定：系统综合误差特指起重量、幅度和起 

重力矩的误差。在起重机械实际使用工况下，系统的综合误差分 

别不应大于5% 。

3 .3 .4、3 . 3 . 5 条文对系统使用线缆和壳体防护等级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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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装与调试

4 . 0 . 1 本条提出对系统参数与塔机相符性核对作为安装的前提 

要求。实现力矩、起重量、起升高度、幅度、回转角度和运行行 

程等信息的获取，系统将根据塔机型号的不同，对应配套组成部 

件，因而系统安装之前要对所安装塔机型号、参数进行确认，以 

避免带来错误的系统参数与塔机配套安装。系统生产厂家应提供 

必需的技术资料，安装前进行资料检查和符合装箱清单的系统组 

成部件的核对检查。针对3. 2 .1条所提出的功能要求，规定系统 

显示装置的安装要求。为防止信号干扰，回避强电影响弱电而造 

成系统运行的不稳定现象，提出线路敷设弱电线路与强电线路分 

开敷设，并为防止电线断路接触不良，做好固定防护措施。提出 

塔机防雷击等实施有效的保护接地措施。提出系统结构部件牢固 

性及防水性安装要求，以避免因塔机运行震动和雨水、潮气带来 

的系统故障。

4 . 0 . 2 本条提出系统安装完毕，需整机功能调试，并针对

3. 3. 3条性能要求，实施标定，标定依据国家标准《起重机械 

安全监控管理系统》GB/T 28264 - 2012中 7. 1〜7. 3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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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 验

5. 0 . 1 本条明确系统在投入运行之前应实施检验工作，而检验 

的基础条件是系统应已完成了在塔机上的整体安装，且通过系统 

的调试以及标定。

5 . 0 . 2 本条是对检验环境条件的规定，依据国家标准《塔式起 

重机》GB/T 503-2008中试验条件内容确定。另外，除符合塔 

机可运行基本条件，需考虑到塔机作业的环境复杂性，检验时不 

应该涉及易燃易爆等环境危险因素，而对设备和检验、作业人员 

构成威胁。

5 . 0 . 3 本条文是对检验用计量仪器提出要求。

5 . 0 . 4 本条列表中1、2项是对既有塔机加装系统而实施的检 

验，15、16、17、18项是对系统的现场安装情况提出检验，其 

他项目是对系统的功能和性能的检验。对于在既有塔机加装系统 

的检验中，需要查阅系统连接电器原理图和接线图，目测塔机原 

有安全保护装置不被改动，电气线路连接符合图纸，在必要时， 

应使用仪器测量判定。在继续其他检验工作中，如发现系统运行 

时，有联动干扰塔机原有电器控制系统的正常动作情况，视为对 

塔机原有安全保护装置及电器控制系统性能有影响。系统误差的 

检验方法依据国家标准《起重机械安全监控管理系统》GB/T 

28264 - 2012中 7. 1〜7. 3 条的规定。检验过程的操作应遵照系 

统操作使用说明书，并配合检验项目相应的测试条件。

5 . 0 . 5 本条规定系统合格性判定规则。检验项目划分了 A、B、 

C 三类，A 类是对本规程中的强制条文要求内容的检验，如发现 

不合格，即可判定系统不合格；对于发现B 类检测项目出现不 

合格，可给1次排除故障或调试的机会，如再发生不合格，即判 

定系统不合格；对于发现C 类检测项目出现不合格，可给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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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故障或调试的机会，如再发生不合格，即判定系统不合格。 

由于系统并非单一的一个设备部件，在检验时，根据功能与性能 

要求的重要性，若发生不合格情况，给予排除故障和再次调试的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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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行与维护

6 . 0 . 1 本条规定了系统进行开机检查及检查的基本项目。规定 

要求司机对系统开机过程和开机后进行自行检查工作，目测观察 

系统的开机自检功能、显示装置的显示状态，空载状态下显示数 

据情况，并通过操纵塔机观察运行动作及相关参数显示。自检无 

异常方可正常使用，以防止因系统自身故障或系统运行不正常导 

致司机操作失误引发安全事故。

6.0.2 1 本款规定在系统使用前操作人员、维护人员均需接受 

培训与技术交底，熟悉系统使用及维护要求等。专业培训人员可 

由系统生产单位技术人员或经生产单位培训，确认合格的人员 

担任。

2 系统的构配件由生产厂家设计制造，专业性较强。为保 

证系统运行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不允许无关人员在使用过程中擅 

自拆卸系统构配件，或贪图使用方便、躲避监管而擅自使系统功 

能失效。

3 规定了系统重新调试和标定的几种情况，且重新验证是 

否合格的要求。当系统维修、部件更换或重新安装后，原设置参 

数可能丢失或变化，需要重新调整；当塔机的倍率、起升高度、 

起重臂长度等参数发生变化后，原设置参数已与实际运行情况不 

符；当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系统显示或动作情况明显与实际有误差 

如系统运行精度、显示错乱等情况时；当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诸如 

新增防碰要求等外部使用条件发生变化时；塔机设备转场安装后 

等，均需重新调试与验证，使其能够符合使用要求。

4 提出需定期对系统的精度和连接情况进行检查，为保证 

系统在使用过程中的精度，也为保障系统各组成部分在使用中连 

接牢固，确保安全与系统工作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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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款提出信息存档要求。系统的存储能力有限，数据记 

录采用覆盖式方法。定期存档资料可作为塔机技术档案的内容， 

为今后对设备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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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信息交换装置间或与群塔干涉 

运算装置间的通信协议

表A. 0 . 1部分信息示例说明：

1 .年、月、日数据格式示例：

2012 年 07 月 26 日发送：0x31，0x32，0x30，0x37， 

0x32， 0x36

2 .时、分、秒数据格式示例：

08 时 10 分 30 秒发送：0x30，0x38，0x31, 0x30，0x33, 0x30

3 .高度值、幅度值、行走X 值、行走Y 值数据格式示例： 

10.11m乘 100后 为 1011转 化 为 16进 制 0x03F3，按

ASCII 发送 ‘F，‘ 3，‘0’ ‘ 3’

4 .角度值数据格式示例：

角度为357°，357转化为16进制0x0165低位在前，高位在 

后： ‘ 6， ‘ 5， ‘ 0， ‘ 1，；角度为_357°，357转化为16进制 

0x0165,负角度将最高位变成8，转换成0x8165; ‘ 6’ ‘ 5’ ‘8’

5 .力矩比数据格式示例：

72. 3 乘 10后为723，再转换成16进制0x02D3发送： ‘D ’ 
‘ 3 , ‘ 0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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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远程传输装置与管理 

服务器间的数据通信格式

部分数据格式示例：

1 .年、月、日数据格式，开机年、月、日数据格式，关机 

年、月、日数据格式示例：

2012 年 07 月 26 日发送：0x31，0x32，0x32，x0x30, 0x30， 

0x37， 0x32， 0x36

2 .时、分、秒数据格式示例：

08 时 10 分 30 秒发送：0x30，0x38, 0x31, 0x30, 0x33, 0x30

3 .开机时、分数据格式，关机时、分数据格式示例：

08 时 10 分 0x30，0x38，0x31，0x30

4 .工作循环索引数据格式示例：

120 转化成 16 进制 0x0078 发送：0x37，0x38，0x30，0x30

5 .力矩、最大力矩数据格式示例：

10. l l t .m 乘 100后 为 1011转化为 16进制 0x03F3，按 

ASCII 发送 ‘F，‘ 3’ ‘0，‘ 3’

6 .角度、开始角度、结束角度、数据格式示例：

角度为357°，357转化为16进制0x0165低位再前，高位再 

后： ‘ 6， ‘ 5， ‘ 0， ‘ 1，；角度为_357°，357转化为 16进制 

0x0165，负角度将最高位变成8，转换成0x8165; ‘ 6’ ‘ 5’ ‘ 8’



7 .轨道行走X 值、轨道行走Y 值、幅度、开始幅度、结束 

幅度、高度、开始高度、结束高度数据格式示例：

10.11m乘 100后 为 1011转 化 为 16进 制 0x03F3，按 

ASCII 发送 ‘F，‘ 3’ ‘0，‘ 3’

8 .载重比、最大载重比、力矩比、最大力矩比、风速、最 

大风速、最大幅度、最小幅度、幅度前减速、幅度后减速、最大 

高度、最小高度、高度上减速、高度下减速、最大起重量最大幅 

度数据格式示例：

72. 3 乘 10后为723，再转换成16进制0x02D3发送： ‘D ’ 

‘ 3， ‘0， 42，

9 .载重、最大载重、最大起重量、最大幅度时额定起重量 

数据格式示例：

重量为120kg，120转化成16进制 0x00000078发送的时候

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 7’ ‘ 8， ‘ 

(0x37， 0x38， 0x30， 0x30， 0x30，

) ， ‘ 0 ， ‘ 0 ， ‘ 0 ， ‘ 0 ， ‘ 0 ， 

0x30，0x30，0x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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