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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32800《手持式非电类动力工具 安全要求》的第6部分。GB/T32800已经发布

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非螺纹结构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
———第2部分:切断和扣压动力工具;
———第3部分:钻和攻丝机;
———第4部分:纯冲击式动力工具;
———第5部分:回转冲击式钻孔工具;
———第6部分: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
———第8部分:磨光机和抛光机;
———第9部分:模具用砂轮机;
———第10部分:挤压式动力工具;
———第11部分:冲剪机和剪刀。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11148-6:2012《手持式非电类动力工具 安全要求 第6部分:螺纹紧固件用

装配动力工具》。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凿岩机械与气动工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7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天水凿岩机械气动工具研究所、衢州市计量质量检验研究院、浙江荣鹏气动工具

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广东新比克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建祖、徐小捷、杨发正、陈时平、曾亦华、许中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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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规范手持式非电类动力工具的安全要求,以保护操作者人身健康以及设备和环境安全,国际标准

化组织发布了ISO11148共13部分的文件。我国拟等同采用ISO11148的13个部分文件,制定为与

之相对应的GB/T32800各部分文件。GB/T32800拟构成如下。
———第1部分:非螺纹结构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涵盖拉铆机、铆接或插头工具、断杆锁紧螺栓

工具、芯轴铆接工具、铆螺母固定器。
———第2部分:切断和扣压动力工具。涵盖非轭架式扣压器、切割器、切断工具、切割钳、扣压钳。
———第3部分:钻和攻丝机。涵盖钻、双手柄重型钻、攻丝机。
———第4部分:纯冲击式动力工具。涵盖破碎器、凿毛机、铲、雕刻笔、除锈锤、镐、便携式打桩机、打

印机、夯实机、石锤、锹、捣固机。
———第5部分:回转冲击式钻孔工具。涵盖小炮孔钻、凿岩机、回转锤。
———第6部分: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涵盖液压脉冲气扳机、冲击式扳手、紧固件安装工具、

螺母扳手、开口扳手、棘轮扳手、螺丝刀。
———第7部分:砂轮机。涵盖磨削砂轮机、切割砂轮机、使用钵形轮和页状轮的抛光机和磨光机。
———第8部分:磨光机和抛光机。涵盖带式磨光机、滑板式磨光机、抛光机、复式磨光机、回转式磨

光机、直线型磨光机。
———第9部分:模具用砂轮机。涵盖角式模具用砂轮机、往复式锉刀、回转式锉刀、直线式模具用砂

轮机。
———第10部分:挤压式动力工具。涵盖扣压工具、环状零件分离器、金属成型用工具、螺母劈裂机、

挤压器、打印器、挤压铆接器、具有平行刀刃的切割工具、颚式挤压钳。
———第11部分:冲剪机和剪刀。涵盖冲剪机、剪刀。
———第12部分:圆盘式、摆式和往复式锯。涵盖圆盘式锯、圆形刀具、使用半径50mm以下锯片或

半径100mm以下金刚石切割片的摆式锯、摆式刀具、包括细锯和弓形锯的往复式锯。
———第13部分:紧固件驱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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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非电类动力工具 安全要求
第6部分: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用于螺纹紧固件紧固或安装的手持式非电类动力工具(以下称为“螺纹紧固件用装配

动力工具”)的安全要求。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可以由压缩空气、液压油或内燃机驱动,在使用或

不使用悬挂装置(例如平衡装置)的情况下,供一名操作者在单手或双手扶持下使用。
本文件适用于以下产品:
———液压脉冲气扳机;
———冲击式扳手;
———紧固件安装工具;
———螺母扳手;
———开口扳手(开口爪型套筒或管道螺母扳手);
———棘轮扳手;
———螺丝刀。
注1: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实例见附录B。

本文件不适用于为了将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安装在夹持装置上而对其的特殊要求和改型。
本文件涉及除在潜在易爆环境中使用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之外,在预期使用和制造厂可合

理预见的误使用条件下使用工具时的所有值得注意的危险、危险情况或危险事件。
注2:EN13463-1给出了潜在易爆环境使用非电类设备的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5706—2012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ISO12100:2010,IDT)

ISO3857-3 压缩机、气动工具和机械 词汇 第3部分:气动工具和机械(Compressors,

pneumatictoolsandmachines—Vocabulary—Part3:Pneumatictoolsandmachines)
注:GB/T6247.4—2013 凿岩机械与便携式动力工具 术语 第4部分:性能试验(ISO3857-3:1989,MOD)

ISO5391 气动工具和机械 词汇(Pneumatictoolsandmachines—Vocabulary)
注:GB/T6247.1—2013 凿岩机械与便携式动力工具 术语 第1部分:凿岩机械、气动工具和气动机械

(ISO5391:2003,MOD)

ISO9158 路面车辆 无铅汽油用管嘴(Roadvehicles—Nozzlespoutsforunleadedgasoline)

ISO9159 路面车辆 含铅汽油和柴油用管嘴(Roadvehicles—Nozzlespoutsforleadedgasoline
anddieselfuel)

ISO13732-1 热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人体对接触表面反应的评价方法 第1部分:热表面(Ergo-
nomicsofthethermalenvironment—Methodsfortheassessmentofhumanresponsestocontactwith
surfaces—Part1:Hotsur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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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3732-3 热环境的人类工效学 人体对接触表面反应的评价方法 第3部分:冷表面(Ergo-
nomicsofthethermalenvironment—Methodsfortheassessmentofhumanresponsestocontactwith
surfaces—Part3:Coldsurfaces)

ISO15744 手持式非电类动力工具 噪声测量方法 工程法(2级)[Hand-heldnon-electric
powertools—Noisemeasurementcode—Engineeringmethod(grade2)]

注:GB/T5898—2008 手持式非电类动力工具 噪声测量方法 工程法(2级)(ISO15744:2002,IDT)

ISO17066 液压工具 词汇(Hydraulictools—Vocabulary)
注:GB/T6247.2—2013 凿岩机械与便携式动力工具 术语 第2部分:液压工具(ISO17066:2007,IDT)

ISO20643 机械振动 手持式和手导式机械 振动评价规则(Mechanicalvibration—Hand-held
andhand-guidedmachinery—Principlesforevaluationofvibrationemission)

注:GB/T25631—2010 机械振动 手持式和手导式机械 振动评价规则(ISO20643:2005,IDT)

ISO28927-2 手持便携式动力工具 振动试验方法 第2部分:气扳机、螺母扳手和螺丝刀

(Hand-heldportablepowertools—Test methodsforevaluationofvibrationemission—Part2:

Wrench,nutrunnersandscrewdrivers)
注:GB/T26548.2—2011 手 持 便 携 式 动 力 工 具 振 动 试 验 方 法 第2部 分:气 扳 机、螺 母 扳 手 和 螺 丝 刀

(ISO28927-2:2009,IDT)

EN12096 机 械 振 动  振 动 幅 值 的 标 示 和 验 证 (Mechanicalvibration—Declarationand
verificationofvibrationemissionvalues)

3 术语和定义

GB/T15706—2012、ISO3857-3、ISO5391和ISO17066(用于液压工具)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

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通用术语和定义

3.1.1
手持式动力工具 hand-heldpowertool
用单手或双手操作,以压缩空气、液压油、气体或液体燃料、电或贮能装置(如弹簧)等为动力,由回

转或直线式马达驱动进行机械作业的机器,且该机器的马达和机械装置被设计为一个总成,能较容易地

携带到工作场所。
注:由压缩空气或其他气体驱动的手持式动力工具称为气动工具,由液压油驱动的手持式动力工具称为液压工具。

3.1.2
插入工具 insertedtool
插入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来完成预定工作的作业工具。

3.1.3
辅助工具 servicetool
对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进行维护或保养的工具。

3.1.4
控制装置 controldevice
用于起动和停止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或改变旋转方向或控制诸如速度和功率等功能特性

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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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启停装置 start-and-stopdevice
开关 throttle
以打开和关闭动力源的方式对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进行手动控制的装置。

3.1.6
握持式启停装置 hold-to-runstart-and-stopdevice
常按式开关 constant-pressurethrottle
当解除作用在启停装置上的力时可自动返回到“关闭”位置的启停装置。

3.1.7
锁定式启停装置 lock-onstart-and-stopdevice
即时解锁式常按开关 constant-pressurethrottlewithinstantreleaselock
能被锁定在“起动”位置的握持式启停装置,设计上允许通过手指的简单动作拨动它来关闭螺纹紧

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
3.1.8

开锁式启停装置 lock-offstart-and-stopdevice
开锁式开关 lock-offthrottle
当解除操作时自动锁定在“关闭”位置的启停装置,此处要求用两个动作来开启螺纹紧固件用装配

动力工具。
3.1.9

强制开关式启停装置 positiveon-offstart-and-stopdevice
强制式开关 positiveon-offthrottle
手动改变前一直保持在“开启”状态的启停装置。

3.1.10
最大工作压力 maximumoperatingpressure
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可正常运行的最大压力。

3.1.11
柔性软管 whiphose
为了提供更大的便利而连接在主气管路与气动工具之间的进气软管。

3.1.12
额定气压 ratedairpressure
为确保工具的额定性能而要求的气动工具进气口处的气压,也视作工具可正常运行的最大压力。

3.1.13
额定转速 ratedspeed
<气动工具>在空载和进气口为额定气压下的气动工具转速。
<液压工具>在空载和进油口为额定流量下的液压工具转速。
注:额定转速用转每分(r/min)表示。

3.1.14
最高转速 maximumattainablespeed
当以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上标识的压力提供压缩空气时,在调速装置可能失调或失灵的最

不利条件下工具可达到的最大转速。
3.1.15

悬挂装置 suspensiondevice
为减少工具重量给操作者带来的负担而被连接到工具上的装置。
注:该装置还有传递反扭矩的辅助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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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专用术语和定义

3.2.1
螺丝刀 screwdriver
靠驱动装有螺丝刀头的主轴旋转作业的动力工具,可反转亦可不带反转。
注:螺丝刀可能是直柄式、枪柄式或角式,可带离合器或不带离合器。术语见ISO5391。

3.2.2
螺母扳手 nutrunner
装有套筒连接头,用于螺母和螺栓紧固的回转类动力工具,可反转亦可不带反转。
注:螺母扳手可能是枪柄式或角式,可带离合器或不带离合器。包括双速和爪型螺母扳手。术语见ISO5391。

3.2.3
冲击式扳手 impactwrench
装有多叶片或摆动马达,驱动一个摆锤周期性地撞击冲击块来紧固螺母和螺栓,对工具不产生很大

的反扭矩的冲击回转动力工具。
注:术语见ISO5391。

3.2.4
液压脉冲气扳机 air-hydraulicimpulsewrench
安装有驱动液压脉冲装置拧紧螺纹紧固件的马达,且通过液压脉冲装置间歇递增传递到紧固件的

扭矩会持续增大的动力装配工具。
注:液压脉冲气扳机具有与冲击式扳手同样的型式。术语见ISO5391。

3.2.5
紧固件安装工具 fastenerinstallationtool
装有螺纹传动轴,具备手动或自动翻转机构,用于拧入螺纹紧固件的气动螺丝刀。

3.2.6
开口扳手 open-endedspanner
开口爪型套筒 crow-footwithopen-endedsocket
管道螺母扳手 tubenutwrench
带有开口套筒的螺母扳手或棘轮扳手。

3.2.7
棘轮扳手 ratghetwrench
借助于棘轮和棘爪的配合渐进地旋转套筒,以一定的角度传动的气扳机。

3.2.8
反作用力杆 reactionbar
被安装在工具上或作为工具的构成部分、只用于传递反扭矩的机械零件。

3.2.9
套筒接头 sleevefitting
连接回转式动力工具输出轴上的插入工具或驱动适配器的装置,能减轻因对位不正引起的振动。

3.2.10
驱动适配器 driveadapter
被安装在手持式动力工具上驱动螺纹紧固件的装置。
示例:驱动头和套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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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要求和/或防护措施

4.1 通则

机器应符合下列安全要求和/或防护措施并按第5章的规定进行检验。此外,除本文件所涉及的危

险外,机器的设计还应按GB/T15706—2012的相关原则进行。
根据第4章的要求所采取的措施应顾及技术发展水平。
某些安全措施进行的优化设计可能导致产品性能的下降并与其他的安全要求相冲突。在这种情况

下,为了使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设计满足每一项要求,应权衡各种要求之间的利弊,最大限度

地使产品合理、可行、适用。

4.2 机械安全

4.2.1 表面和尖角

除插入工具外,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可触零件不应有锐边、尖角或粗糙、磨伤作用的表面。
见GB/T15706—2012的6.2.2.1。

4.2.2 支撑面及其稳定性

设计的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应能放置在平面上并保持稳定状态。

4.2.3 液压油喷射

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液压系统应密封可靠,目的是提供保护以防止高压油喷出。

4.2.4 防护罩

覆盖驱动适配器和插入工具的防护罩不作要求。

4.2.5 通道孔

装配动力工具用于螺纹紧固件调节的通道口的设计,应能保护操作者在操作工具时避免被夹伤手

指。见ISO13857。

4.2.6 套筒固定器

套筒固定器的设计和使用应能使得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在操作中将套筒固定在输出轴上。
松销固定器应能起到固定销子的作用。

4.2.7 动力工具结构

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设计和结构应防止在预期使用时零部件的松动或损耗,包括野蛮操

作和偶尔坠落可能对其安全功能的损害,并应按5.5的规定进行检验。

4.3 热安全性

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在使用过程中握持或可能无意触及的零件表面温度应符合ISO13732-1
和ISO13732-3的规定。

气动工具的设计应规避排气对手柄和其他握持区域的致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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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降噪

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设计和结构应将技术改进和降噪手段的有效性考虑在内,尤其应重

视声源噪声,将噪声降到最低水平。有关降噪的设计原理参见ISO/TR11688-1和ISO/TR11688-2。
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噪声辐射有如下三个主要来源:
———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本身;
———插入工具;
———工件。
注:通常,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制造厂不能直接掌控因工件特性引起的噪声辐射。

由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本身辐射的典型噪声源有:

a) 马达和传动机构噪声;

b) 排气噪声;

c) 振动或冲击产生的噪声。
排气是噪声的主要来源,所以设计应包括降噪措施的设计,例如安装消声器或采用与其等效的

措施。
另一种可行的方法:排气可用软管输送至远离操作者的地方。
振动产生的噪声常常可以用隔振和缓冲装置来降低。
上述措施并不详尽,如有更加有效的降噪措施,制造厂宜予以采用。

4.5 振动

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设计和结构应将技术改进和减振手段的有效性考虑在内,尤其应重

视振动源的振动,将手柄和操作者双手可触及工具的其他任何地方的振动降到最低水平。有关螺纹紧

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减振设计原理参见CR1030-1。
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典型振动源有:
———回转零件的不平衡;
———设计不良的马达和齿轮;
———机器构件尤其是手柄和手柄座的谐振。
下列设计结构经证实是有效的,所以,制造厂在设计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时宜予以考虑:

a) 自动平衡器;

b) 增加惯性;

c) 使机壳或手柄隔振;

d) 对于冲击式扳手,套筒的配合尺寸宜按ISO/TS21108的推荐。
上述措施并不详尽,如有更加有效的减振措施,制造厂宜予以采用。

4.6 被处理、废弃或排放掉的材料和物质

4.6.1 排气

使用压缩空气或内燃机驱动的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其设计应使排气方向不会对操作者和

其他任何财物造成危害。例如吹起的粉尘和从工件反射到操作者身上的气流要减小到最小程度。

4.6.2 润滑油

在确定润滑油时,制造厂应顾及环境和职业健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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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人类工效学

4.7.1 手柄的设计

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握持区域的设计应便于操作者方便、有效、自如地操控螺纹紧固件用装

配动力工具。
手柄和用于握持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其他部件的设计应确保操作者能正确地握持螺纹紧

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并完成预期工作。手柄应适合人手的功能构造和多数操作者的手部尺寸。
注:有关人类工效学设计原理的更多指导参见EN614-1。

质量大于2kg(含插入工具)的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应能够在双手支撑下进行提起或操作。
手柄应使正常推力和反扭矩能以人类工效学方式从操作者手臂传递到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

具上。
可更换的手柄强度及其固定方法应适于预期的主要用途。

4.7.2 悬挂装置

应采取适当措施,使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能够挂在悬挂装置上,以减少由螺纹紧固件用装配

动力工具的机重给操作者带来的体力负担。组装的悬挂装置不应造成附加危险。

4.7.3 反扭矩

螺丝刀和螺母扳手的设计应尽可能地减少反扭矩的影响。可通过安装辅助手柄、反作用力杆或悬

臂等机械装置来实现。
对预见到可能在操作者需要承受有害的反扭矩场合下使用螺丝刀和螺母扳手,应采取安装吸收反

扭矩装置(支撑手柄、反作用力杆)的措施。反作用力杆的设计应能承受所施加的应力。
对于操作者承受4N·m以上反扭矩的直柄式回转工具,应采取安装辅助手柄的措施。
对于操作者承受10N·m以上反扭矩的枪柄式工具,应采取安装辅助手柄的措施。
对于操作者承受60N·m以上反扭矩的角式螺母扳手,应采取安装反作用力杆的措施。
注1:当反扭矩低于上述值时,辅助手柄或其他合适措施的采取,依据机器操作的频繁程度、日常操作的持续时间、

操作者的体能和姿势,以及附件的连接和使用情况等因素来决定。

注2:操作机器推荐力量的限值参见EN1005-3。

吸收反扭矩方法的示例见图1~图3。

图1 反作用力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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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辅助手柄

图3 悬臂

4.8 操纵装置

4.8.1 启停装置

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应装有一套用于起动和/或停止该工具的独立的控制装置。该装置应

适配于手柄,或者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握持部分,以便操作者在工具运转时能舒适地握持,而
且在不松开握持手柄的情况下也能起动该装置。

启停装置应设计成在松开该装置时插入工具停止动作。在没有手动操作力和完全松开时,该装置

应移动到停止的位置,即应为握持型启停装置。
当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被连接到动力源上时,启停装置应处于停止位置或立刻移动到停止

位置。
启停装置不应有被锁定在运转位置的可能性。
有例外情况:用于拧紧8mm或以下螺纹尺寸的紧固件的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可能具有锁

定在起动位置的启停装置。
启停装置的布置和防护应能使其在释放时不会被无意识或意外阻止。图4为角式螺母扳手控制装

置适宜布置的示例。

图4 位于手柄上部控制装置的合理布置

4.8.2 意外起动

启停装置的设计、布置和防护应将意外起动的风险降至最低程度,并应按5.4的规定进行检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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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扳手应具有开锁式开关。

4.8.3 操纵力

对于频繁起动或使用冲击功能的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其操纵启停装置的力应是轻微的。
对于长时间运转的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保持起动装置于运转位置的力宜是轻微的。
注:有关控制装置起动力的更多信息参见EN894-3。

4.8.4 方向控制装置

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在非预期的方向起动是危险的,因为动力工具会在意想不到的方向旋

转。如果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有可能反方向起动,则应在用来控制正反转的控制装置位置上采

用箭头清楚地标识出主轴的旋转方向。
插入工具拧紧右旋螺纹紧固件的回转方向被定义为正转。
标示操作状态的示例见附录C。

5 检验

5.1 试验通用条件

按本文件进行的试验是型式试验。

5.2 噪声

噪声辐射值应按ISO15744的规定进行测量和标示。
与4.4的符合性可通过与其他同类机器或类似规格和性能特性的机器噪声辐射值的比较进行

检验。

5.3 振动

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总振动值应按ISO28927-2的规定进行测量和报告。
振动幅值及其不确定度应按EN12096的规定进行标示。
与4.5的符合性可通过与其他同类机器或类似规格和性能特性的机器振动幅值的比较进行检验。

5.4 意外起动

与4.8.2的符合性应按下述方法进行检验。
目测检查开口扳手需要两种独立且不同的动作进行起动。
应将开口扳手连接到动力源上,并放置在任意可能放置的位置,然后用连接它的进气软管将其拽过

水平面,工具不应起动。

5.5 动力工具结构

与4.2.7符合性的检验方法:将1台不带插入工具或附件的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样机从

1m的高度向混凝土地面跌落3次,应不致影响该样机的运行和安全性能。该样机在跌落时应以不同

的撞击点着地。

5.6 安全要求的检验项目

安全要求的检验项目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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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检验项目

安全要求 外观检验 功能性检验 测量
参考标准

(本文件条款或其他标准)

4.2.1 表面和尖角 √ — — —

4.2.2 支撑面及其稳定性 √ √ — —

4.2.3 液压油喷射 √ — — —

4.2.5 通道孔 √ — — —

4.2.6 套筒固定器 √ — — —

4.2.7 动力工具结构 — √ — 5.5

4.3 热安全性 — √ √
ISO13732-1
ISO13732-3

4.4 降噪 — — √
ISO15744
5.2

4.5 振动 — — √
ISO20643
6.3

4.6.1 排气 — √ — —

4.7.1 手柄的设计 √ — — —

4.7.2 悬挂装置 √ √ — —

4.7.3 反扭矩 √ √ — —

4.8.1 启停装置 — √ — —

4.8.2 意外起动 √ √ — 5.4

4.8.3 操纵力 √ √ — —

4.8.4 方向控制装置 √ √ — —

6 使用信息

6.1 标识、标志和警示语

在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上应明显、清楚和永久性地标识下列信息:
———制造厂的名称、详细地址和适当的委托代理人姓名、地址;
注1:在小型机器上实在没有足够的位置时,简化地址可能会是一种解决方式,只要能识别出制造厂(和适当的委托

代理人)以便邮件能够送达即可。

———产品系列代号或型号;
注2:工具代号可能会由字母和数字组成。

———出厂编号或批号;
———生产日期(年),该日期指完成制造的日期;
———螺纹紧固件用装配气动工具的额定气压,用最大值标示(max);
———螺纹紧固件用装配液压工具的额定压力、流量和减压阀的最大容许设定压力。
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应采用附录C列出的图形符号永久性地标明“在工作开始前应阅读使

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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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要求的回转方向应按附录C进行永久性标识。
开口扳手应在头部有符合附录C的警示符,以警示挤伤危险。
安装扭矩反作用力杆的工具应有附录C所示的标签,以标示反作用力装置的正确位置。
其他可能用到的图形符号见附录C。

6.2 用户手册

6.2.1 通则

提供给用户的信息包括第6章以及GB/T15706—2012中6.4.5.2和6.4.5.3的内容。
由制造厂提供的信息是重要的,但并不排除安全使用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基本信息。制

造厂应向最终用户提供足够的信息来完成最初的风险评估。
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在通常使用中,被认定可预知的危险见6.2.2.4~6.2.2.12。随螺纹紧

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一同提供的信息应陈述“用户或用户雇主宜估计每次使用中可能出现的特殊风

险”。
用户手册应至少包括下列有关信息:
———在市场上负责销售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制造厂或供应商或其他代理商的名称和

地址;
———系列代号或型号;
———操作说明,见6.3;
———噪声辐射信息,见6.4.2;
———操作者手传振动信息,见6.4.3;
———保养说明,见6.5;
———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上标识符号的解释,见附录C;
———其他风险及其控制方法的信息。

6.2.2 操作指南

6.2.2.1 通则

除了与特定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无关的危险评估,6.2.2~6.2.4的说明和警告声明应在所有

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操作指南中给出。表述可使用相同意思的语句。

6.2.2.2 使用声明

操作指南应包括正确使用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描述和选择适当插入工具的说明,应有“禁
止用于其他用途”的声明和经验表明已存在的可预见性误使用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情况的警告。

6.2.2.3 对用户的考虑

操作指南应主要面对专业用户。如果有非专业用户使用工具,应提供附加使用信息。

6.2.2.4 一般安全规则

下列安全规则在操作指南中给出。
———对于多重性危险,在安装、操作、检修、保养、更换附件或在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附近工

作前要阅读和理解安全性说明,否则可能导致严重的身体伤害。
———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宜仅由有资格的和经培训合格的操作者进行安装、调试或使用。
———不应随意改动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改动可能降低安全措施的有效性,增加操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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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不应丢弃安全说明,应将其交给操作者。
———不应使用已损坏的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
———定期检查工具,验证工具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本文件所要求的标志是否清晰地标识在工具

上。必要时业主或使用者应与制造厂联系以获取更新的标识标签。

6.2.2.5 弹射危险

下列危险在操作指南中给出。
———注意到工件或附件乃至插入工具本身的失效会产生高速弹射。
———操作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时,始终佩戴抗冲击护眼用具。每次使用宜评估所需要的防

护等级。
———确保工件牢靠固定。

6.2.2.6 缠结危险

下列危险应在操作指南中给出:
———如果松散的衣服、个人佩戴的珠宝饰品、领带围巾、头发或手套等未远离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

力工具及其附件,则可能发生使人窒息、头发被卷入机器和/或撕裂伤等危险;
———手套可能会跟回转驱动装置缠结,引起手指受伤或骨折;
———回转驱动套筒或驱动加长部件容易跟橡胶涂层或金属加固手套缠结;
———不应戴过于宽松或破损磨损的手套;
———不应握持驱动轴、套筒或驱动加长部件;
———手部远离回转驱动部件。

6.2.2.7 运行危险

下列危险应在操作指南中给出。
———操作者使用工具,手部可能面临撞击、割伤、擦伤和烫伤等危险,戴上适合的手套,保护双手。
———操作者和维修人员的体力应能操控工具的大小、重量和能量。
———正确握持工具;用双手操作,随时防备工具异常或突然移动。
———站稳保持身体平衡。
———在需要采取措施吸收反扭矩的情况下,在可能的情况下推荐使用悬臂来吸收反扭矩。如无可

能,对于直柄式工具和枪柄式工具推荐使用侧柄。对于角式螺母扳手推荐使用反作用力杆。
无论何种情况,对承受4N·m以上反扭矩的直柄式工具、承受10N·m以上反扭矩的枪柄

式工具、承受60N·m以上反扭矩的角式螺母扳手,推荐采取措施吸收反扭矩。
———在切断动力源的情况下松开启停装置。
———只使用制造厂推荐的润滑油。
———开口爪型螺母扳手有挤伤手指的危险。
———不应在空间受限和工具与工件之间会造成手部挤伤的场合使用,尤其是在松开螺纹时。

6.2.2.8 重复动作危险

下列危险在操作指南中给出。
———当使用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进行同类动作的工作时,操作者的手、手臂、肩膀、脖子或身

体的其他部位可能会感觉不适。
———在使用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时,操作者宜采用舒适的姿势站稳,避免别扭或不平衡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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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持续性任务中,操作者宜变换姿势,以避免不适和疲劳。
———如果操作者感觉到持续的或反复的诸如疼痛、颤动、酸痛、刺痛、麻木、灼热感或僵硬等不适症

状,不宜忽视这些警告征兆,而宜告诉业主并咨询合格的专业保健医生。

6.2.2.9 附件危险

下列危险应在操作指南中给出:
———在更换插入工具或配件之前断开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动力源;
———在冲击时不应触摸套筒或附件,因为这会增加割伤、烫伤或振伤危险;
———只使用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制造厂推荐规格和型号的配件和消耗品;不使用其他规格

和型号的配件和消耗品;
———只使用状态良好的冲击扳手套筒,因为不良的冲击扳手套筒和附件会破碎并形成弹射。

6.2.2.10 工作场所危险

下列危险应在操作指南中给出:
———打滑、绊倒和跌倒是工作场所受伤的主要原因,所以,使用工具时注意地面打滑并当心被气管

或液压胶管绊倒而造成的伤害;
———在生疏环境中格外注意,可能存在诸如电线或其他公用管线之类的隐患;
———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不适用在潜在易爆环境中使用,而且该工具不绝缘,要防止接触

电源;
———确认工作现场没有被使用工具损坏后会引起危险的电缆和燃气管道。

6.2.2.11 粉尘和烟尘危险

下列危险在操作指南中给出:
———使用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时产生的粉尘和烟尘会损害人体健康(例如引发恶性肿瘤、出

生缺陷、哮喘病或皮炎等);评估和适当控制这些风险是不可或缺的;
———风险评估宜包括使用工具时产生的粉尘和扰动已有潜在的粉尘;
———在充满粉尘的环境中,定向排气为的是将粉尘的扰动量减小至最小程度;
———在产生粉尘或烟尘的场所,应优先在靠近排放的位置对其进行控制;
———用于收集、分离或消除浮尘或烟尘的所有零部件或附件宜按制造厂说明正确使用和维护;
———按用户手册和职业卫生与安全规则的要求使用呼吸保护装置。

6.2.2.12 噪声危险

下列危险应在操作指南中给出:
———暴露于高噪声级环境中可能导致永久性听力损伤和诸如耳鸣(耳中有铃声、嗡嗡声、哨声或嘶

嘶声)等其他问题;
———降低风险可包括诸如采用减振材料以阻止工件产生“鸣响”的适当措施;
———按用户手册和职业卫生与安全规则的要求使用听力保护装置;
———按本指南推荐的方法操作和维护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以防止增加不必要的噪声;
———如果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带有消声器,操作时应始终确认消声器就位和功效,并在该工

具运转时消声器的工作处于良好状态;
———按本指南推荐的方法选择、维修和更换消耗品/插入工具,以防止增加不必要的噪声。

6.2.2.13 振动危险

使用信息应提醒注意在设计和结构上未被消除的振动危险以及残余的振动风险。该信息应使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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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鉴别操作者可能暴露于振动风险之中的情形。如果利用ISO28927-2获得的振动值没有充分体现

机器预期使用(和可预见的误使用)中的振动辐射,则应提供附加信息和/或警告,以评估和管理由振动

引起的风险。
推荐使用减轻振动的输出轴和适配器接口尺寸,见ISO/TS21108。
下列警告(或等效警告)应在操作指南中给出。
———暴露于振动可能引起手和手臂的神经和血液循环的破坏性损伤。
———保持手部远离螺母扳手套筒。
———在寒冷条件下工作时穿戴暖和,并使手部保持温暖和干燥。
———如果感觉手指或手部麻木、刺痛、疼痛或皮肤变白,停止使用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要告

诉业主并及时就医。
———按本指南推荐的方法操作和维护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以防止增加不必要的振动。
———不要使用磨损或配合不良的套筒或延长部件,以防止增加不必要的振动。
———按本指南推荐的方法选择、维修和更换消耗品/插入工具,以防止增加不必要的振动。
———如有可能,宜使用套筒接头。
———尽可能采用机架、张紧轮或配重来承载工具的机重。
———考虑到手部的反作用力,要以轻且安全的握持力握持工具。因为握持力越大源自振动的风险

通常越高。

6.2.3 对气动工具的附加安全说明

下列附加警告(或等效警告)在用户手册中给出。
———压缩空气可能引起严重伤害:

● 当暂不使用、更换附件或在修理动力工具时,始终关闭气源、排空胶管里的压缩气体,并将

动力工具与气源分开;
● 切勿将气流对准自己或其他人。

———甩动的胶管可能引起严重伤害,经常检查胶管和连接件的损坏或松动情况。
———冷的压缩空气应吹向偏离手部的方向。
———在工具的进气口不应使用快换接头,而使用淬火钢(或具有类似抗冲击强度的材料)制成的螺

纹管接头。
———一旦装上万向旋转接头(爪形连接接头)应马上安装上锁紧销,并应采用缠绕安全钢丝的方法

来防止胶管与动力工具、胶管与胶管之间的连接失效。
———不应超过动力工具上规定的最大工作气压。
———对于定扭和连续回转工具,气压对性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应规定管路的长度和通径的

要求。
———不应以拖拽胶管的方式搬运气动工具。

6.2.4 对液压工具的附加安全说明

下列附加警告(或等效警告)在用户手册中给出:
———不应超过动力工具上规定的最大的安全阀设定压力;
———对液压胶管和接头每天进行一次检查,如有破损或磨损的则需要更换;
———仅使用清洁的油液和加油装置;
———用于冷却动力单元的空气要通畅,所以,动力单元宜置于远离有害烟尘、通风良好的区域;
———在运行之前确保管接头是干净的,并已正确拧入;
———在连接上液压动力源时,不应检修或清洗动力工具,因为动力工具与液压动力源的偶然连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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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引起严重的伤害;
———在连接上液压动力源时,不应装配或拆卸动力工具,因为动力工具与液压动力源的偶然连通可

能引起严重的伤害;
———保证所有胶管接头都已拧紧;
———在连接之前擦净所有管接头,否则可能导致快速联结装置的损坏并引起过热现象。
用户手册中应给出“只使用制造厂推荐的液压油”的说明。
注:与制造厂商量能否使用不易燃液体。

6.2.5 特殊安全说明

伴随着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使用而产生的有关任何特殊的或异常的危险警告应在用户手

册中给出。这些警告应说明危险特征、伤害性风险以及所采取的预防措施。

6.3 操作说明

在使用说明书的适当章节应包括下列内容:
———对于能被安装在支架上的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以适当方式将其安装或固定在某一稳

定位置的说明;
———装配说明、附件和插入工具说明;
———功能的图解描述;
———工具因环境条件而造成的使用局限性;
———调整和试验说明;
———一般性使用说明,包括更换插入工具以及对工件规格和型号的限定。

6.4 性能参数

6.4.1 通则

使用说明书应包括参数标牌上的信息以及下列信息。
———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机重。
———液压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

● 接头技术要求;
● 针对压力和流量,对胶管的技术要求;
● 进油口油液的最高温度。

6.4.2 噪声

6.4.2.1 噪声辐射声明

使用说明书应包括按ISO15744测得的噪声辐射值声明。

6.4.2.2 附加信息

如果采用5.2规定的试验方法获得的噪声辐射值没有充分反映出机器预期使用中的辐射情况,则
应提供附加信息和/或警告,以评估和管理潜在的噪声风险。

在销售用的印刷品中也宜提供噪声辐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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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振动

6.4.3.1 振动辐射标示

使用说明书应包括按ISO28927-2中6.3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得的振动幅值和不确定度标示。

6.4.3.2 附加信息

如果采用ISO28927-2中6.3规定的试验方法获得的振动幅值没有充分反映出机器预期使用中的

辐射情况,则应提供附加信息和/或警告,以评估和管理潜在的振动风险。
在销售用的印刷品中也宜提供振动辐射信息。

6.5 保养说明

保养说明包括:
———通过定期的预防性维护,使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保持安全可靠的说明信息;
———有关应进行定期预防性维护的时间信息,例如在规定的运行时间之后、在规定的循环/运行次

数之后或每年的规定次数之后等;
———不使人员和环境遭受危害的处置方法信息;
———用户应进行的保养工作事项清单;
———润滑说明(如有要求);
———在每次保养后进行速度检查和简单的振动级检查的说明;
———进行定期速度检查的说明;
———影响操作者健康和安全的备件技术要求。
保养说明应包括所采取的避免暴露于附着在动力工具上(由工作过程造成的)危险物质的预防

措施。
注:皮肤暴露于有害灰尘可能引起严重的皮炎。如果在维修保养过程中产生或扰动了灰尘,会被维修人员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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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值得注意的危险清单

  本附录包括本文件涉及的、通过风险评估而被鉴别为对此类机器有影响的和要求采取措施以消除

或减少风险的全部值得注意的危险、危险情况和危险事件。表A.1中值得注意的危险是伴随着螺纹紧

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使用而产生的。由内燃机驱动的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使用而可能存在

的附加危险见附录D。

表 A.1 值得注意的危险一览表

危险类型
参照的安全要求

设计要求或预防性要求 使用信息

1 机械危险:
———挤压;
———切割;
———带入或卷入(因头发、衣服等随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

具的回转而引起缠结);
———摩擦或擦伤危险;
———稳定性下降;
———甩动胶管;
———高压液压系统喷射;
———零件弹射;
———胶管和胶管接头的技术要求

4.2.5,4.8.1,4.8.2,4.8.4
4.2.1,4.8.1,4.8.2,4.8.3
4.8.1,4.8.2,4.8.3

4.2.1,4.8.1,4.8.2
4.2.2

4.2.3
4.2.4,4.2.6,4.2.7

6.2.2.5,6.2.2.6
6.2.2.5,6.2.2.6,6.2.2.8
6.2.2.5,6.2.2.8

6.2.2.6,6.2.2.8

6.2.3,6.2.4

6.2.2.4,6.2.2.8
6.2.3,6.2.4

2 电气危险 — 6.2.2.9

3 热危险:
———热爆炸;
———由热或冷表面引起的健康伤害

4.3

4.3
6.2.2.9
6.2.2.8

4 由噪声引起的危险 4.4 6.2.2.11

5 由振动产生的危险

———由操作者将手放到拧螺母的套筒上引起的伤害

4.5 6.2.2.12
6.2.2.5,6.2.2.8

6 由材料和物质的处理、使用和排放而引起的危险:
———排出的空气和气体;
———润滑油;
———液压油

4.6.1
4.6.2
4.6.3

6.2.3,6.2.2.10
6.2.2.6
6.2.4

7 由于忽视了人类工效学原理而引起的危险:
———重复性的劳损;
———不适的站姿;
———手柄设计不当和工具平衡不足;
———反作用力施加于操作者的影响;
———忽视了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

4.7.1,4.7.2,4.7.3,4.8.3

4.7.3

6.2.2.6,6.2.2.7
6.2.2.6,6.2.2.7
6.2.2.6
6.2.2.6
6.2.2.4,6.2.2.5,6.2.2.6,

6.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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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值得注意的危险一览表 (续)

危险类型
参照的安全要求

设计要求或预防性要求 使用信息

8 由动力源引起的危险:
———动力源发生故障后的意外恢复;
———高压气体或液压油的排放;
———不恰当的液压流量和输出口压力

— 6.2.4,6.2.2.6
6.2.4
6.2.4

9 由遗漏和/或错误配置了有关装置而引起的危险:
———启停装置;
———意外起动

4.8.1
4.8.2

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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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本文件涵盖的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实例

  本文件涵盖的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实例见图B.1~图B.9。

图B.1 紧固件安装工具(直柄式)

图B.2 螺丝刀(直柄式)

图B.3 螺母扳手(角式)

图B.4 棘轮扳手

图B.5 开口扳手

图B.6 紧固件安装工具(枪柄式)

图B.7 螺丝刀(枪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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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8 螺母扳手(枪柄式)

图B.9 冲击式或液压脉冲气扳机(枪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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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标牌和标志用符号

C.1 标牌和标志规范用符号

标牌和标志规范用符号见表C.1。

表 C.1 标牌和标志规范用符号

序号 符号 含义 颜色
符号注册号码

或出处

C.1.1

最低要求的警告。

本符号是规范性符号,附加的

符号和/或文字是资料性的

圆内背景:蓝色;

符号:白色;

警告背景:橙色

ISO3864-2
ISO7010-M002

C.1.2
挤伤危险警告。
(适用于开口扳手)

背景:黄色;

三角带:黑色;

符号:黑色

—

C.1.3
挤伤危险警告。
(反作用力杆和工件之间)

背景:黄色;

三角带:黑色;

符号:黑色

—

C.1.4 回转方向
背景:任选;

符号:黑色

应用

ISO700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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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标牌和标志规范用符号 (续)

序号 符号 含义 颜色
符号注册号码

或出处

C.1.5 回转方向
背景:任选;

符号:黑色

应用

ISO7000-0004

C.1.6

有固定扭矩反作用力装置的

工件,用标签指明反作用力装

置的正确位置

— ANSIB186.1

C.1.7 机油
背景:任选;

符号:黑色
ISO7000-0248

C.1.8 燃油
背景:任选;

符号:黑色
ISO7000-0245

C.2 标牌和标志参考用符号

标牌和标志参考用符号见表C.2。

表 C.2 标牌和标志参考用符号

序号 符号 含义 颜色 符号注册号码或出处

C.2.9 旋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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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内燃动力工具的附加安全要求

D.1 概述

本附录包括有关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所配用的、由液体燃料或气体燃料驱动的回转式和直

线式内燃机的附加安全要求。

D.2 危险清单

表D.1列出了动力源为内燃机的特殊情形下的危险。

表 D.1 以内燃机为动力源的工具危险一览表

危险类型
参照的安全要求

设计要求或预防性要求 使用信息

D.2.1 机械危险:
———化油器调整不当

D.3.1 —

D.2.2 电气危险 D.3.2 —

D.2.3 热危险:
———热辐射

D.3.3 —

D.2.4 由材料和物质的处理、使用和排放而引起的危险:
———由接触或吸入有害液体、有害气体、油雾和烟尘导致的危险;
———着火或爆炸危险;
———使用了不正确的燃油

D.3.4 6.2

D.2.5 由功能异常引起的危险:
———由燃油的意外喷射而导致的危险;
———压力容器破裂

D.3.6 —

D.2.6 由遗漏和/或错误配置了有关装置和措施的安全性而引起的危险 D.3.5 —

D.3 安全要求和措施

D.3.1 机械安全

如果化油器或其他燃油控制装置可调,则应对其尽可能在不拆除外壳的情况下从外部进行调节。
该控制装置应能被容易并安全地使用。

D.3.2 电气安全

内燃机上的电气装置应绝缘并被蒙住,以消除电击或电火花风险。

D.3.3 热安全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发热表面的热辐射和排出的废气不应对操作者造成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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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4 被处理、废弃或排出的材料和物质

燃油箱和润滑油箱满足下列要求:
———应配置燃油和润滑油的加油口,以便能无障碍地加注燃油和润滑油并避免溅出;
———加油口的设置不应使油液溅落到热表面上;
———油箱盖应装有保持器以防丢失;
———燃油箱加油口应足够大,使喷嘴符合ISO9158或ISO9159的标准油桶能够加注燃料。
在正常运转条件下,燃油箱的不明显渗漏是允许的,油箱盖通气口上的渗油是可接受的。

D.3.5 遗漏或错误配置有关装置和措施的安全性

当开通启停装置时,只要不引起任何危险,允许插入工具以怠速连续运行。

D.3.6 压力容器

盛装液化石油气(LPG)的容器应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

D.4 使用信息

D.4.1 标识、标志和警示

对燃油和润滑油的加油口应进行清晰和持久性的标识。燃料箱和润滑油箱加油口上的标志应采用

附录C的符号。
内燃机驱动的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上应对化油器或其他燃料调节装置进行清晰和持久性标

识并做出简要说明。
采用的符号应清晰明了,并应在使用手册中加以解释。

D.4.2 使用手册

D.4.2.1 对内燃机动力工具的附加安全说明

对于所有以内燃机为动力的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使用手册除应符合第6章的规定外还应

给出以下警告(或等效警告)。

D.4.2.1.1 燃油危险

下列危险为燃油危险。
———燃油是极易燃物质,所以:

● 切勿在机器旁吸烟;
● 在加油时切勿吸烟。

———燃油溢出可能引起火灾,所以:
● 操作机器时盖紧油箱盖;
● 打开油箱盖时通常慢慢地松开,以释放油箱内的压力;
● 当机器发烫时切勿拆下油箱盖或加油;加油前关掉机器并使其冷却;
● 加油不应过满;
● 不应使用正在漏油的机器;
● 搬运期间要确保机器处于直立状态。

———使用手册中包括运输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方法说明,目的是将燃油泄漏的风险降至

最低。
42

GB/T32800.6—2023/ISO11148-6:2012



———使用手册中要包括调节化油器或其他燃料调节装置的方法说明。
———规定空的液化石油气(LPG)容器应妥善处理并将其退还零售商。

D.4.2.1.2 吸入危险

吸入废气能引起窒息而导致死亡,所以,在通风不良的环境中或在周围环境妨碍或阻止空气流通的

封闭坑洞内不应使用机器。

D.4.2.1.3 高温危险

下列危险为高温危险。
———运行期间的排气管和其他部件可能会发烫,而且在机器关闭后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仍然保持热

的状态,所以:
● 在机器被冷却下来以前切勿接触排气管或机器的其他任何部件;
● 对机器的检修要等到插入工具完全冷却后才能进行。

———发烫的零部件和废气可能引起附近或接触到的材料燃烧或爆炸,不应在易燃的材料、废气或粉

尘附近使用或留下机器。

D.4.2.1.4 消耗品危险

下列危险与消耗品有关,燃油和润滑油能渗入皮肤并引起持久的伤害,所以:
———佩戴安全防油手套;
———不应用手指去检查油液泄漏;
———如果燃油或润滑油已渗入皮肤,则及时就医。

D.4.2.2 操作指南

对于内燃机驱动的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在使用手册的操作指南中除第6章列出的信息外

还应有:
———搬运螺纹紧固件用装配动力工具的方法说明,目的是将燃油泄漏的风险降至最低;
———调节化油器或其他燃料调节装置的方法说明;
———规定空的液化石油气(LPG)容器应妥善处理并将其退还零售商。

D.4.2.3 性能参数

在使用手册中,除6.4规定的信息外还应包括燃料品质(即汽油的含铅量和辛烷值、液化石油气的

规定等级)。

D.4.2.4 保养说明

使用手册中的保养说明应包括检查电缆和电气绝缘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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