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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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21455:2020《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 操作人员控制装置 操作力、操作方向、

操作位置和操作方法》。
本文件与ISO21455:2020相比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25849—2024替换了ISO16368:2010,两个文件之间的一致性程度为

修改,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见5.1、5.3);
———将“对于在国家或其他 MEWP行业法规允许最低护栏高度为0.9m的国家作业的 MEWP”改

为“对于制造商和用户特殊规定的最低护栏高度为0.9m的 MEWP”(见5.2.4);
———更改了条款表述类型,将“宜与 MEWP响应的方向基本一致”改为“应与 MEWP响应的方向

基本一致”(见7.1.1);
———增加了控制装置的标志要求(见9.1.3);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33081替换了ISO20381,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见

9.3)。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用资料性引用的GB/T27548—2011替换了ISO18893:2014,两个文件之间的一致性程度为

等同;
———修改了3.4术语来源中的条编号,与GB/T27548—2011的术语条目编号保持一致;
———用资料性引用的GB/T30032.3—2017替换了ISO16653-3:2011,两个文件之间的一致性程

度为修改;
———删除了ISO21455:2020的参考文献,增加了GB/T27548—2011、GB/T30032.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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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升降工作平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3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建筑机械化研究院有限公司、杭州爱知工程车辆有限公司、浙江鼎力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徐工消防安全装备有限公司、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星邦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临工重机股份有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北京凯博擦窗机械科技

有限公司、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三一高空机械装备有限公司、湖南易高智能装备有

限公司、中际联合(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康柏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检验站有限公司、成都市特

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中国电建集团四川工程有限公司、中建三局科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双、刘璐、许树根、李前进、邓浩杰、刘国良、杨振宁、钟懿、李玉杰、查格菲、

文青山、苑登波、向未、刘志欣、康笃刚、王耀、陈建发、蒋燕、娄周见、陈永贤、魏小彤、王磊、李彬荻、刘川川、
靳翠军、李培启、孙丛丛、孙泽海、田春伟、郝子超、方雁衡、陆进添、刘亚锋、陈卓、邓志勇、兰荣标、徐宝龙、
刘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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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 操作人员控制装置
操作力、操作方向、操作位置和操作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以下简称“MEWP”)操作人员控制装置的性能要求、操作位

置、标志以及操作方法,并考虑了操作人员的安全及人体工效学。

本文件适用于操作人员使用的,由大拇指、其他手指、手和脚操作的所有控制装置的制造和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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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5849—2024 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 设计、计算、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GB/T25849—

202x,ISO16368:2010,MOD)

GB/T33081 移 动 式 升 降 工 作 平 台 操 作 者 控 制 符 号 和 其 他 标 记(GB/T33081—2016,

ISO20381:2009,IDT)

ISO7000 设备用图形符号 注册符号(Graphicalsymbolsforuseonequipment—Registered
symbols)

3 术语和定义

GB/T25849—202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控制装置 control
由操作人员操作引起 MEWP响应的装置。

3.1.1
主控制装置 primarycontrol
操作人员用于控制设备行走或者伸展结构运动的控制装置。

3.1.2
副控制装置 secondarycontrol
除主控制装置(3.1.1)之外的 MEWP的任何控制装置(3.1)。

3.1.3
多功能控制装置 multi-functionalcontrol
能同时提供两种或两种以上功能的控制装置(3.1)。

  注:多功能控制装置也可能是多用途控制装置(3.1.4)。

示例:转向与行走组合的控制装置,或回转与臂架升降组合的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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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多用途控制装置 multi-purposecontrol
根据所选择的模式,使用相同的操作就能提供独立和不同功能的控制装置。

  注:多用途控制装置也可能是多功能控制装置(3.1.3)。

3.1.5
模式选择控制装置 modeselectcontrol
用于选择多用途控制装置(3.1.4)的工作模式的控制装置(3.1)。
示例:行走模式、伸展结构模式。

3.1.6
行走辅助控制装置 travelsupportcontrol
行走期间用于动作报警或者调整 MEWP行走配置的控制装置(3.1)。
示例:喇叭、转向模式、差速锁、扭矩。

3.1.7
双向脚踏式控制装置 bi-directionalfootcontrol
可双向操作的翘板式脚踏控制装置(3.1)。

3.2
控制装置操作力 controlactuatingforce
施加在制造商指定的控制装置(3.1)接触面中心的力,以激活控制装置功能。

3.3
意外起动 inadvertentactivation
除操作人员有意触发之外的任何控制装置(3.1)的起动。

3.4
操作 operation
依据制造商使用说明书、管理员工作准则和适用的政府法规,在规定范围内实现 MEWP的各项

功能。
[来源:GB/T27548—2011,3.8]

3.5
主工作配置 primaryworkingconfiguration
由制造商根据控制装置(3.1)操作方向确认 MEWP处于高位时的配置。

3.6
主行走配置 primarytravelconfiguration
由制造商根据控制装置(3.1)操作方向确认 MEWP处于行走状态时的配置。

4 控制装置操作力和操作扭矩

4.1 控制装置操作力和操作扭矩应符合表1所给数值的要求。

4.2 每一个控制装置的最低强度应能够承受至少5倍的最大操作力而不会造成永久性破坏(如:变形、
断裂),或妨碍其主要功能。

此外,手动控制杆应能承受最小350N的操作力而不会造成永久性破坏(如:变形、断裂),或妨碍其

主要功能。

  注:本条附加强度要求不适用于7.2.2.1所述的附加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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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控制装置的操作力和操作扭矩

控制装置型式 操作方式

操作力

N

操作扭矩

N·mm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示例

按钮
单指 2.8 11 N/A N/A

大拇指 2.8 23 N/A N/A

钮子开关 大拇指加其他手指 2 20 N/A N/A

曲柄

手腕加除大拇指外

的其他手指
9a 22a N/A N/A

手臂运动 22a 45a N/A N/A

手柄(前/后)

大拇指加其他手指 7 50 N/A N/A

单手 9 135 N/A N/A

双手 9 220 N/A N/A

手柄(左/右)

大拇指加其他手指 7 50 N/A N/A

单手 9 90 N/A N/A

双手 9 135 N/A N/A

控制杆

大拇指加其他手指 2 22 N/A N/A

大拇指 2 22 N/A N/A

单手 2 118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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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控制装置的操作力和操作扭矩 (续)

控制装置型式 操作方式

操作力

N

操作扭矩

N·mm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示例

滑动开关———小

(≤9mm×10mm×10mm)
(H×W×L)

其他手指加大拇指 2.8 4.5 N/A N/A

滑动开关———大

(>9mm×10mm×10mm)
(H×W×L)

其他手指加大拇指 2.8 11 N/A N/A

旋钮,直径≤25mm 其他手指加大拇指 N/A N/A 14 32

旋钮,直径>25mm 其他手指加大拇指 N/A N/A 14 42

旋转式选择器 多指合用、单手 N/A N/A 115 680

钥匙开关 大拇指加其他手指 N/A N/A 115 680

脚踏式控制装置

脚离开踏板 18 90 N/A N/A

脚不离踏板 45 90 N/A N/A

双向 45 135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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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控制装置的操作力和操作扭矩 (续)

控制装置型式 操作方式

操作力

N

操作扭矩

N·mm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示例

指轮———不连续调整 其他手指、大拇指 1.7a 5.6a N/A N/A

指轮———连续调整 其他手指、大拇指 1.7a 3.3a N/A N/A

翘板式开关 其他手指、大拇指 2.8 11 N/A N/A

推拉控制装置

双指 2 18 N/A N/A

单手 2 45 N/A N/A

薄膜开关———快动触点
除大拇指外的

其他手指
1.5 8 N/A N/A

薄膜开关———膜片触点
除大拇指外的

其他手指
2 8 N/A N/A

  N/A表示不适用

  a 表示切向力。

5 控制装置的位置

5.1 一般要求

控制装置的可操作性应符合GB/T25849—2024中4.7.3的要求。

5.2 工作平台控制装置

5.2.1 控制装置面板放置在制造商规定的法线位置和方向上。

5.2.2 由手、大拇指或其他手指操作的主控制装置、行走辅助控制装置和急停控制装置的高度应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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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mm~1250mm。应从工作平台底板到控制装置处于空挡位置时操作力的施加点进行测量(见
图1)。

5.2.3 手动式控制装置应离操作人员最近的控制装置面板边缘的距离不超过500mm。

5.2.4 对于制造商和用户特殊规定的最低护栏高度为0.9m的 MEWP,允许将5.2.1所述的控制装置

安装在护栏顶部向下155mm处。
单位为毫米

图1 典型站姿操作人员与操作区之间的尺寸

5.2.5 脚踏式控制装置应位于最大程度减少操作人员扭身和/或转身操作控制装置的位置。

5.3 基座或地面控制装置

基座或地面控制装置(包括应急系统控制装置)应根据GB/T25849—2024中4.7.3和4.7.8的规定

安装。

5.4 最小间距

5.4.1 当多个手动式控制装置需要同时操作时,其间距不应大于760mm。

5.4.2 控制装置(无隔板或防护罩)之间的最小间距应符合表2的要求。

  注:表2的数值考虑了操作人员戴手套的情况,并基于标准棉质阻燃防闪光手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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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控制台或类似表面上的控制装置之间的最小间距

单位为毫米

控制装置型式 操作方式 最小间距 示例

按钮 单指 25

钮子开关

单指 32

纵向排列———上排向下切换,

下排向上切换
38

曲柄

手腕加除大拇指外的其他手指 50

手臂运动 75

手柄(前/后)

大拇指加其他手指 20

单手 50

双手———同时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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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控制台或类似表面上的控制装置之间的最小间距 (续)

单位为毫米

控制装置型式 操作方式 最小间距 示例

手柄(左/右)

大拇指加其他手指 20

单手 50

双手———同时 75

控制杆

除大拇指外的其他手指 25

单手———一杆一手(两手为邻) 50

双手 7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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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控制台或类似表面上的控制装置之间的最小间距 (续)

单位为毫米

控制装置型式 操作方式 最小间距 示例

滑动开关 单指 19

滑动杆(倾斜式) 随意操作 25

旋钮(可转动的)

单手 25

双手———同时 90

旋转式选择器

单手 25

双手———同时 90

钥匙开关 单手 40

脚踏式控制装置

单脚 100

单脚(双向) 100

单脚(双向———同时操作)a 2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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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控制台或类似表面上的控制装置之间的最小间距 (续)

单位为毫米

控制装置型式 操作方式 最小间距 示例

指轮(旋转轴平行) 除大拇指外的其他手指 70

指轮(旋转轴为同一轴) 除大拇指外的其他手指 38

翘板式开关 单指 25

推拉控制装置

双指 38

单手 38

薄膜开关———快动触点 单指 3

薄膜开关———膜片触点 单指 3

  a 对于符合GB/T30032.3—2017要求的 ME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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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隔板或防护罩

5.5.1 如果使用隔板或防护罩,只要其高度不小于处于空挡位置的相邻控制装置的高度,则可减小最

小间距。

5.5.2 隔板的边缘应光滑无刺。

5.5.3 隔板的设计应能允许操作人员直观看到控制装置、标签或显示器。

6 控制装置的外形尺寸

控制装置的外形尺寸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3 常用控制装置的外形尺寸

单位为毫米

控制装置型式———型号规格 操作方式 最小值 最大值 示例

按扭开关———直径 除大拇指外的其他手指 6 32

按扭开关———直径 大拇指 19 60

钮子开关端部———直径 除大拇指外的其他手指 3 25

钮子开关端部———长度 除大拇指外的其他手指 10 50

旋转式选择器开关———长度 大拇指/其他手指 15 100

旋转式选择器开关———宽度 大拇指/其他手指 N/A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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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常用控制装置的外形尺寸 (续)

单位为毫米

控制装置型式———型号规格 操作方式 最小值 最大值 示例

旋转式选择器开关———高度 大拇指/其他手指 16 75

控制杆手柄———宽度 单手 25 54

控制杆轴身———长度 单手 40 180

控制杆手柄———厚度 大拇指/其他手指 6.5 40

控制杆———长度 大拇指/其他手指 40 150

控制杆———宽度 大拇指 15 22

旋钮———直径 除大拇指外的其他手指 6 76

旋钮———高度 除大拇指外的其他手指 1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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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常用控制装置的外形尺寸 (续)

单位为毫米

控制装置型式———型号规格 操作方式 最小值 最大值 示例

手柄———直径 大拇指/其他手指 6.5 38

手柄———直径 单手 38 75

脚踏式控制装置———宽度 脚 50 N/A

脚踏式控制装置———高度 脚 25 65

脚踏式控制装置———长度 脚 90 N/A

脚踏式控制装置———直径 脚 13 N/A

脚踏式控制装置———持续

激活———宽度
脚 110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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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常用控制装置的外形尺寸 (续)

单位为毫米

控制装置型式———型号规格 操作方式 最小值 最大值 示例

脚踏式控制装置———持续

激活———高度
脚 N/A 60

脚踏式控制装置———双向———

宽度
脚 110 N/A

脚踏式控制装置———双向———

高度
脚 N/A 60

薄膜开关(全部) 除大拇指外的其他手指 6 32

  N/A表示不适用

7 控制装置的操作

7.1 一般要求

7.1.1 当处于主工作配置或主行走配置时,控制装置的操作方向应与 MEWP响应的方向基本一致。

7.1.2 除非本文件另有规定,否则:
———向前、顺时针、向右、向上操作控制装置,或按压控制装置,宜能起动设备或使受控参数数值

增大;
———向后、逆时针、向左、向下操作控制装置,或释放控制装置,宜能停止设备或使受控参数数值

减小。

7.2 多功能控制杆式控制装置

7.2.1 组合操作

操作功能的组合操作,例如,左前方或者右前方的斜角操作,左后方或者右后方的斜角操作(见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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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a ———前向操作;

b ———右向操作;

c ———后向操作;

d ———左向操作;

ab———a和b的组合操作;

ad———a和d的组合操作;

cb———c和b的组合操作;

cd———c和d的组合操作。

  注:上述操作只涉及多功能控制杆式控制装置的操作,不涉及 MEWP的组合操作。

图2 多功能控制装置的组合操作

7.2.2 安装在多功能控制装置上的附加控制装置

7.2.2.1 附加控制装置的控件,如旋钮或开关,可安装在多功能控制装置上。

7.2.2.2 附加控制装置的控件及其响应,应标明控件标签或在可视指示器上显示。

7.3 多用途控制装置

7.3.1 多用途控制装置的选择模式应直观可视。

7.3.2 多用途控制装置所选定的模式应在其功能停止运行后10s内失效。

7.4 多用途控制装置的模式选择

对于伸展结构和行走的多用途控制装置来说,选择伸展结构模式时应向左或向上操作;选择行走模

式时则应向右或向下操作。

7.5 起动与操作

7.5.1 一般要求

7.5.1.1 控制装置的设计应确保,除了任何结构运动中的受控减速,MEWP仅在控制装置被触发时才

能运动。任何与运动有关的控制装置被释放后均应自动回到空挡位置,车载式 MEWP的行走控制无

需满足此要求。

7.5.1.2 所有影响运动的控制装置都应设计成可防止意外起动。独立的使能控制装置需满足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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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3 对使能控制装置的要求(见7.6)不适用于根据GB/T30032.3—2017中4.5.1制造的果园专用

脚踏式控制的 MEWP。

7.5.2 控制装置的方向与操作———工作平台控制装置

7.5.2.1 分别控制伸展结构升降和整机行走的控制装置,当处于空挡位置时,其中心线应指向工作平台

底板,如图3~图5所示。

7.5.2.1.1 升降和行走功能相结合的多用途控制装置应满足图4和图5的要求。

7.5.2.1.2 升降和行走功能相结合的多功能控制装置应满足图4和图5的要求。

  标引说明:

1———工作平台控制装置在空挡位置时的中心线;

2———工作平台底板;

α———工作平台控制装置在空挡位置时的中心线与工作平台底板之间的夹角。

图3 工作平台控制装置与工作平台底板的相对方向

7.5.2.2 安装在工作平台的控制装置操作特性应符合表4的规定,表4中列出的无明显运动方向的控

制模式(如按钮和薄膜开关),无需满足此要求。

7.5.3 安装在工作平台上的折叠式或倾斜式手柄控制装置的操作特性

除回转或旋转伸展结构控制装置外,安装在工作平台上的一组折叠式或倾斜式手柄控制装置应符

合表4中的操作特性。若要使伸展结构回转到或旋转到操作人员右侧,控制装置应向上操作。若要将

伸展结构回转到或旋转到操作人员的左侧,控制装置应向下操作。

7.5.4 工作平台上用于控制伸展结构升降的定向区间

在工作平台上用于控制伸展结构升降的机电式控制装置,应根据其中心线与工作平台底板的相对

关系进行定向,如图4的A区或B区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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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说明:

2———工作平台底板;

A———工作平台控制装置定向角范围,A区;

B———工作平台控制装置定向角范围,B区;

X———工作平台控制装置定向角的禁区;

α———工作平台控制装置在空挡位置时的中心线与工作平台底板之间的夹角。

图4 用于控制伸展结构升降的工作平台定向区间

7.5.5 工作平台上用于控制行走的定向区间

在工作平台上用于控制行走的机电式控制装置,应根据其中心线与工作平台底板的相对关系进行

定向,如图5的C区或D区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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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说明:

2———工作平台底板;

C———工作平台控制装置定向角范围,C区;

D———工作平台控制装置定向角范围,D区;

X———工作平台控制装置定向角的禁区;

α———工作平台控制装置在空挡位置的中心线与工作平台底板之间的夹角。

图5 用于控制行走的工作平台定向区间

表4 位于工作平台上的控制装置的操作特性

操作 参考
控制装置在空挡位置时

的中心线定向区
示例 运动方向

伸展结构升高 图4

A区

B区

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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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位于工作平台上的控制装置的操作特性 (续)

操作 参考
控制装置在空挡位置时

的中心线定向区
示例 运动方向

伸展结构下降 图4

A区

B区

下推

前进(行走) 图5

C区

D区

前推

后退(行走) 图5

C区

D区

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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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位于工作平台上的控制装置的操作特性 (续)

操作 参考
控制装置在空挡位置时

的中心线定向区
示例 运动方向

左转 N/A N/A 推向身体左侧

右转 N/A N/A 推向身体右侧

伸出 N/A N/A
顺着伸展结构

伸出方向推

回缩 N/A N/A
顺着伸展结构

回缩方向推

伸展结构左

回转/旋转
N/A N/A 推向身体左侧a

伸展结构右

回转/旋转
N/A N/A 推向身体右侧a

  N/A表示不适用

  a 安装在工作平台上的折叠式或倾斜式手柄控制装置,其操作特性见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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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使能控制装置

7.6.1 在进行动作操作时,使能控制装置应与该动作的控制装置共同处于持续激活状态。

7.6.2 脚踏式使能控制装置应设有防护罩,以防止意外起动。

7.6.3 与控制装置集成在一起的使能控制装置,应设有防止被外力意外起动的保护措施。

7.6.4 受使能控制的控制装置,应设计成只有当控制装置处于空挡时操作使能控制装置,方可被激活。

7.6.5 使能控制装置应在其停止运行后10s内失效。

7.6.6 7.6.4和7.6.5的要求不适用于触发机构以机械方式连接到滑阀并可视化或机械反馈滑阀位置

的手动操作滑阀的控制器。

8 控制装置的布置

8.1 一般要求

控制装置应根据本章的规定进行布置,以减少操作人员从一台 MEWP换到另一台相似型号的

MEWP作业时发生错误的可能性。

8.2 控制装置面板的结构

8.2.1 控制装置的布置取决于控制装置面板的结构。可选择的面板配置,例如,在不同平面上配置多

个面板,以提供符合人体工效学的布局。

8.2.2 所有控制装置的相对方向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

8.3 控制装置的分组

8.3.1 控制装置按功能或特性分组布置时应在视觉上有所对应。不应在已分组的控制装置中放置其

他控制装置。

8.3.2 如果从操作人员的角度看,控制装置在同一视觉轴上(例如,控制装置按钮位于控制杆的正上

方),则不同平面上的布置是可接受的。

8.3.3 如果设置了单独的伸展结构速度选择器,那么在操作伸展结构控制装置时,应由另一只手操作

速度选择器。

8.4 A组 MEWP控制装置的分组

A组 MEWP控制装置的分组应按表5的规定进行布置。

表5 A组 MEWP的工作平台控制装置的布置

控制装置 布置要求

急停装置 不仅触手可及,还要目力可及

声音警告装置(例如,喇叭) 中心偏左

行走与转向 正中或中心偏右

伸展结构 正中或中心偏左

多用途的行走、转向以及伸展结构 正中或中心偏右

模式选择控制装置 毗邻对应的多用途控制装置

副控制装置 放置在不妨碍主控制装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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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B组 MEWP控制装置的分组

8.5.1 B组 MEWP控制装置的分组应按表6的规定进行布置。

表6 B组 MEWP的工作平台控制装置的布置

控制装置 布置要求

急停装置 不仅触手可及,还要目力可及

行走辅助控制装置 在行走控制装置的左侧或上面

行走与转向 正中或中心偏右

模式选择控制装置 毗邻对应的多用途控制装置

伸展结构 在行走与转向控制装置的左侧

副控制装置 放置在不妨碍主控制装置的位置

8.5.2 如果控制伸展结构运动需要多个独立的控制装置,则这些控制装置应集中布置,并且放置顺序

从左到右或由近及远为:旋转、升降和伸缩。

8.5.3 平台调平控制装置应与其他伸展结构控制装置分开布置。

8.5.4 行走方向确认控制装置应与行走控制装置布置在一起。

8.6 左右侧单独驱动的行走控制装置的 MEWP

8.6.1 对于有单独的行走控制装置的 MEWP,例如履带式 MEWP,其行走控制装置应一起分组或与位

于中心的伸展结构控制装置分开分组。

8.6.2 左侧控制装置应激活左侧驱动,右侧控制装置则应激活右侧驱动。

9 控制装置的标志

9.1 一般要求

9.1.1 控制装置的标志应清晰可见、持久耐用,其位置离控制装置足够近,以免混淆。

9.1.2 标志不应设置在可能导致其图文颠倒的控制装置上。

9.1.3 控制装置标志应始终在操作者视线范围内,不应出现可能被遮挡的情况。

9.2 控制装置的文字标志

9.2.1 控制装置的标志宜符合 MEWP使用地的文化或语境,便于理解。

9.2.2 文字标志应与控制装置对齐,以避免控制装置选择错误。

9.3 控制装置的符号标志

控制装置应使用GB/T33081和ISO7000中规定的其他符号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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