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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况：



空调安装位置位于实验楼屋顶四号机房边，屋顶楼面高度为 20m, 女

儿墙高度 3.7m.总计高度 23.7m

空调外机尺寸为 785mm×949mm×1681mm,共计 1个;重量 0.25t。

二、施工部署 

设备吊装高度高，吊装难度较大。因此，设备吊装工艺、步骤的

确定，施工的总平面布置，现场道路的处理，吊具的加工制造，大型

吊机进场、拼装时间外伸支腿基础的处理和大件设备的运输等都必须

进行部署协调，确保吊装工作顺利进行，应在安全、质量、进度等各

方面都能达到理想状态，为此作如下部署：

1. 组织编制设备的吊装方案，并上报公司和业主审定批准。

2. 对审定后的吊装方案，在方案实施的施工准备和吊装过程中，

必须严格执行该吊装方案。

3. 吊装前必须完成35t吊机的4个支撑脚的基础处理工作。

4. 吊装前必须完成35t吊机进场到定机位置的道路铺设的工作。

5. 吊装前必须把空调机箱运至起吊位置。

6. 吊装前准备好各类吊索具，并确认符合方案规定的要求。

三、编制依据

1、 设备的相关图纸。

2、 现场实地勘察情况。

3、 现行相关的国家、行业、企业标准：



①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99》。

②起重机安全技术操作规程《ZZ-0.6(91)》。

4、 以往同类工程的施工和管理经验。

四、施工方法

A、空调的平移：卡车直接运至吊装点

B、空调吊装就位：用 35T吊车直接吊装就位

五、吊装方式、吊装施工程序

空调运送至本方案中最终吊装位置，然后用吊机直接吊装。

吊装时，采用吊机吊装，由吊机将设备吊装至指定位置。

1) 吊机挂钩

2) 将设备提空距地面 200mm

3) 检查钢丝绳、设备安全情况

4) 在各方检查确认安全前提下,进入正常吊装程序。

5) 吊机 35t钓钩慢慢提升、在钢构件慢慢稳定时,35t吊机回转半径

在 10m。

6) 由 35t单机吊装将设备就位，进行设备安装。

7) 由起重人员拆除主吊机钢丝绳.

六、施工工艺流程



吊机机械设备检查及试运转

吊机道路及停机位置地基检查

吊机进场并停放

施工技术准备

施工技术交底 

35t吊机定位

吊装人员到位 

运装车定位

试吊检查

正常吊装架设

工序衔接按吊装逐段校正

按质量标准自检自验

同以上步骤准备吊装,再行重复上述吊装工艺。

七、 吊装能力安全计算书



设备重量为 0.25 t；吊钩重量为 0.215t；吊装钢丝锁具 0.2t

总负载Ｑ＝0.25t+0.215t+0.2t＝0.665t

35t 起重机工况：主臂 L=39.6m,作业半径 R=10m，额定起重量

7.3t；

吊设备时的总负载 Q=0.665t﹤额定起重量 7.3t x 0.8=5.84t（符

合安全规范）

具体参数如下

35t 吊车主臂起重能力表



吊装位置示意图

吊装示意图

八、试吊要求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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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起吊物件应有专人负责，统一指挥。指挥时不准戴手套，手势

要清楚，信号要明确，不得远距离指挥吊物。

B、起吊物件时，必须先试吊，离地不高于 0.5 米，经检查确认稳

妥，并用围绳牵住吊物保持平稳，方可指挥起吊运行。要求试吊 1次

方可正常吊运。

C、吊运物上的零星物件必须清除，防止吊运中坠落伤人。

九、安全技术措施：

a) 吊车的安全进退扬:进退场要有人引导,前后有人监视,并提前做

好进退场线路上的清障工作;

进场路线为:从北门进场，道沿主楼与设备房间的车道行进到吊装

位 。该路段路面宽阔，承载能力强，通行方便。

退场路线为:从吊装点沿车道向西从西门出场。

b) 吊机支腿承力处路面平整坚实。

c) 在吊装前应对卷扬钢丝绳重新进行编排。

d) 设立施工区域；警示带隔离。

e) 操作人员持证上岗，施工前应向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f) 吊起的物件不得长时间在空中停留。

g) 吊车司机、指挥人员和所吊物件三者之间应保持视线清晰。如有

障碍物，应增设指挥点或设专人传递信号, 或采用对讲机指挥。

h) 配合协调、分工内容。

a、 场地清理平整；设立施工临时隔离设施。



b、 吊装时，现场应有应急指挥人员监督指导。

C、  吊机、索具、指挥人员、根据甲方工作计划调度

十、设备吊装安全应急预案

  为保证公司、社会及职工生命财产安全，在事故、事件发生时，

能迅速做出响应，并能在事故发生后迅速有效控制、处理，最大限度

地减少对人身伤害的程度或降低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本着“预防为

主、自救为主、统一指挥、分工负责”的原则，特制订本预案。

1、应急组织机构

应急救援指挥中心，负责应急救援工作：

Emergency：XXXX XXXX

ESS：XXXX XXXX

2、应急预案的实施

1）施工现场设安全领导负责吊装过程中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事故的

控制。

2）发生事故时，安全领导要负责指挥立即救人。救人时应先排除危

险，防止抢救时事故的再发生。

3）遇到安全事故较大或人员受伤时，现场人员在组织自救的同时，

应及时拨打急救中心   “120”或公安指挥中心   “110”求的外部

支援；支援时必须讲明地点、基本情况、联系   等详细情况，并派

人到路上接警。



4）将受伤人员及时转送医院进行紧急救护。

5）将信息迅速传递给总公司；传递内容包括发生的时间、地点、部

位、简要经过、伤亡人数和已采取的应急措施等。

6）总公司接到应急信息后应立即核实现场的处置情况，组织有关人

员或应急队伍赶赴现场。

7）应急队伍到达现场后，应服从现场指挥人员统一指挥，按分工要

求进行疏散人员，抢救物质，尽可能减少生命财产损失，防止事故蔓

延；可能对区域内外人群安全构成威胁时，必须对与事故应急救援无

关的人员进行紧急疏散。

8）事故处理完毕后，施工现场应保护好现场，接受事故调查并如实

提供事故的情况。



屋顶光伏发电施工方案
安装屋顶光伏发电屋顶类型：

一般情况下分为水平屋顶和斜屋顶，水平屋顶即屋顶是平面的，主要以水泥

屋顶为主。斜屋顶包括彩钢斜屋顶和陶瓦屋顶。若以地区划分的话，南方一般以

角度大的斜屋顶资源为主;中部地区兼有，而东北地区则大部分是陶瓦屋顶资源。

 

日常用电单位为千瓦时，安装洛阳智凯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通常以功率单位

千瓦来计算。安装设备位置主要以向阳面为主，根据面积可测算安装的光伏发电

系统大小，详细参考如下表：

各类屋顶光伏发电施工方案：

1）水平屋顶：在水平屋顶上，光伏阵列可以按最佳角度安装，从而获得最

大发电量；并且可采用常规晶硅光伏组件，减少组件投资成本，往往经济性相对

较好。但是这种安装方式的美观性一般。

2）倾斜屋顶：在北半球，向正南、东南、西南、正东或正西倾斜的屋顶均

可以用于安装光伏阵列。在正南向的倾斜屋顶上，可以按照最佳角度或接近最佳

角度安装，从而获得较大发电量；可以采用常规的晶体硅光伏组件，性能好、成

本低，因此也有较好经济性。并且与建筑物功能不发生冲突，可与屋顶紧密结合，

美观性较 好。其它朝向（偏正南）屋顶的发电性能次之。

3）光伏采光顶：指以透明光伏电池作为采光顶的建筑构件，美观性很好，

并且满足透光的需要。但是光伏采光顶需要透明组 件，组件效率较低；除发电

和透明外，采光顶构件要满足一定的力学、美学、结构连接等建筑方面要求，组

件成本高；发电成本高；为建筑提升社会价值，带来绿色概念的效果。



立面安装、侧立面安装形式主要指在建筑物南墙、（针对北半球）东墙、西

墙上安装光伏组件的方式。对于多、高层建筑来说，墙体是与太阳光接触面积最

大的外表面，光伏幕墙垂直光伏幕墙是使用的较为普遍的一种应用形式。根据设

计需要，可以用透明、半透明和普通的透明玻璃结合使用，创造出不同的建筑立

面和室内光影效果。

双层光伏幕墙、点支式光伏幕墙和单元式光伏幕墙是目前光伏幕墙安装中比

较普遍的形式。目前用于幕墙安装的组件成本较高，光伏系统工程进度受建筑总

体进度制约，并且由于光伏阵列偏离最佳安装角度，输出功率偏低。除了光伏玻

璃幕墙以外，光伏外墙、光伏遮阳蓬等也可以进行建筑立面安装。

因每一个用户住宅都是不一样的结构，需要通过专业的场地分析、设备选择

和业主的需求设计一套符合业主的发电需求、资金预算、房屋结构的系统施工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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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工程概况

1.1 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项目一期工程

2、建设单位：**********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建设地点：**************

4、建筑规模：本工程空调建筑面积共 39820m2，建筑单体范围分为：*****综合楼（11
层）的 1~3 层，建筑面积 3732m2；*******1~4 层，建筑面积 3277m2；******综合楼（7
层）的 1~3 层，建筑面积 2574m2；*******综合楼（7 层）的 1~4 层，建筑面积 4096m2；
*******1~12 层，建筑面积 12306m2；******1~15 层，建筑面积 13835m2。

1.2 工程内容

本次吊装楼栋为******（57.6 米高）、*******（21.1 米高）、******（42.9 米高）、

******（47.15 米高）。

吊装物体为空调机组，参数如下表：

图表  设备参数表

机组品牌 麦克维尔空调

机组尺寸（长×宽×高） 2100*1100*2300mm

机组重量 940KG-960KG

图表 1.2.2 设备外型图片

根据上述设备参数及外型可知，设备重量最大质量为 0.96 吨，设备本身有

外型钢框架，整体刚度足够，且底部设置 4 个吊装环，4 个吊装位置均衡对称布

置，方便吊装。

中行楼层最高，女儿墙高为 2.2 米。此方案以中行为例说明。

1.3 施工平面布置

图表 2.4.1 中行屋面布置图



1.4 施工要求及技术保证措施

1、施工场地清理及平整；

2、施工人员严格按照本方案指导施工，管理人员做好安全及技术交底；

3、对吊车、钢丝绳、吊具、卡环、桅杆等机具进场时进行全面验收，所有

安全装置必须齐全、可靠；

1.5 编制目的

为指导空调机组吊装现场作业，保证现场安全，特编制此方案。



B、 编制依据

1.6 依据

（1）甲方提供的建筑施工图纸；

（2）设备参数表；

（3）本工程现场实际情况及周边环境。

C、 施工准备

1.7 施工工序

为保证施工安装，所有吊装作业均安排在白天作业，主要施工工序包括：构件的运输、

卸车、吊至桅杆吊装范围内、试吊、正式起吊、吊至屋面、内拉至屋面内侧、平移至设备基

础，然后就固定设备等后续设备相关的机电安装工作。

1.8 机械设备计划

图表 主要机械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1 工地运输车 辆 1

2 叉车 辆 1

3 卷扬机 台 3

4 吊具 套 1

5 对讲机 台 3

1.9 材料计划

图表 主要材料一览表

序号 材料名称 单位 数量 规格

1 麻绳 根 4 φ15mm，10米一根

2 钢管 米 40 DN125

3 钢管 米 40 DN65

4 钢管 米 6 DN150

5 钢撬棍 根 4 ——

6 葫芦 个 2 5T

7 索道钢丝绳 根 4
φ14mm，,80米一根，10米

三根



8 滑轮 个 2 3T

9 吊带 根 2 2T、7米长

10 钢板 平米 5 14mm厚钢板



D、 施工工艺技术

1.10 施工准备

（1）编制、报审吊装施工方案。

（2）组织参加吊装运输施工的人员进行技术安全交底，使所有参加施工的人员明确施

工内容及施工方法，使其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思想，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3）组织卸货、运输施工所需要的机具进场并对其规格、型号及完好性、安全性等进

行必要的复核，使其能够满足施工的需要，杜绝有安全隐患的机索具在现场使用。

1.11 施工力量部署

本工程中设备吊装施工中的施工安全工作，也是整个工程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所有

参加设备吊装施工作业的人员，必须明确施工内容及方法，树立牢固的安全意识，杜绝在施

工中任何安全事故的发生。

1.12 施工方法及施工程序

1.12.1 流程图

图表 设备吊装流程图

1.12.2 具体施工方案

根据现场勘察，现提供具体的施工方案：

1、在平顶层架设人字扒杆。人字扒杆是用 DN125 加厚无缝钢管制作。扒杆垂直高度 8
米：

图表  吊装布局示意图

设备进场

设备卸载

桅杆安装及固定

卷扬机就位

设备垂直运输至顶层高度

变幅桅杆使设备设备进入平顶层

水平运输



2、在顶层设置卷扬机及揽风绳。

（1）缆风绳固定在屋面梁上；

（2）卷扬机固定在人字扒杆的连接杆上。

3、人字扒杆固定。

在人字扒杆两侧各安装一个回转桅杆两腿的位置上还要各安装一套旋转铰接装置，旋

转铰接装置采用DN150加厚无缝钢管套DN125钢管（人字扒杆水平连接管）。见下图

桅杆固定详图



4、将设备分别吊在已设置好的扒杆上，起动卷扬机，使设备离开地面 200 mm 停机，

检查所有的力点，缆风绳，索具及机具；20 分钟后，再落下设备到地面，再起吊设备，确

认安全无误后，再慢慢将空调吊离地面直到设备垂直运输到平顶层平面后，停机，将已设置

好的变幅人字扒杆收回。使设备慢慢进入屋面层。见下图所示。

扒杆固定提升设备详图

收葫芦缩短缆风绳将设备移动到屋面内详图

启动卷扬机将设备降下到屋面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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