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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叉车广泛应用于工业、商贸流通等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为规范和指导叉车使用单位开展经常性维

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本文件依据相关技术规范、标准等制定了日常维护保养和自行检查的内容和安

全技术要求，促进叉车规范使用，保障叉车安全，减少事故发生。 

本文件按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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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提出。 

本文件由青岛市特种设备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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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车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实施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为使用单位提供了叉车经常性维护保养、定期自行检查的内容和技术要求,以及使用管理和

安全规则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特种设备目录》范围内叉车的使用安全管理，房屋建筑工地、市政工程工地用叉车

使用安全管理，可以借鉴本文件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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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G 81-2022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规程 

TSG 08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TSG Z6001-2019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 

GB/T 6104-2005  机动工业车辆术语 

GB/T 16178-2011  场（厂）机动车辆安全检验技术要求 

GB/T 36507-2018  工业车辆 使用、操作与维护安全规范 

GB/T 18849-2011  机动工业车辆 制动器性能和零部件强度 

3 术语和定义 

GB/T 6104-2005《机动工业车辆术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叉车 forklift 

叉车，是指通过门架和货叉将载荷起升到一定高度进行堆垛作业的自行式车辆，包括平衡重式叉车、

前移式叉车、侧面式叉车、插腿式叉车、托盘堆垛车和三向堆垛车。 

注：本文件所指叉车不包括可拆卸式属具。 

3.2  

经常性维护保养 regular maintenance 

为确保叉车安全运行，由叉车使用单位或具有叉车修理资质的单位按照相关标准、安全技术规范的

规定和使用维护保养说明书的要求，对叉车开展清洁、润滑、检查、调整以及更换易损件和失效的零部

件等一系列维护保养活动。 

注：本文件经常性维护保养不包括叉车的改造、修理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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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定期自行检查 regular self-examination 

为确定叉车的安全可靠性，叉车使用单位应根据相关标准、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和使用维护说明书

的要求，对叉车进行的一系列检查活动。定期自行检查分为月度检查和年度检查。 

3.4  

日常检查 daily inspection 

叉车每日投入使用前，使用单位按照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要求进行的试运行检查活动，由叉车司机实

施。 

3.5  

使用维护保养说明书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instructions 

制造商提供的关于叉车主要结构、性能、规格、型号和正确使用、操作、维修、保养等方法以及保

护叉车司机和产品的安全措施的指导性文件。 

4 技术要求 

叉车通过维护保养和自行检查后，应达到以下要求，具体项目见附录 A： 

4.1 整车外观 

4.1.1 车身周正，车容整洁，车辆标识完整清晰； 

4.1.2 护顶架、挡货架、驾驶室（如有）等安装牢固、无明显变形、裂纹和锈蚀。各部件齐全、完好，

连接紧固，无缺损； 

4.1.3 灯具、后视镜、视频监控装置、声光报警设备等齐全有效； 

4.1.4 使用油气混合燃料的叉车，车用气瓶安装牢固，无腐蚀、变形现象；气瓶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内； 

4.1.5 车架易见部位应当有清晰的永久编号，且与出厂资料一致； 

4.1.6 仪表或者指示器应当指（显）示清晰醒目、灵敏有效； 

4.1.7 车牌固定在车辆明显部位、完整清晰、车牌编号与使用登记信息一致。 

4.2 动力系统 

4.2.1 发动机（电动机）安装牢固可靠，连接部分无松动、脱落、损坏； 

4.2.2 发动机正常启动、熄火，运转平稳，怠速稳定，无异响； 

4.2.3 发动机点火系、燃料系、润滑系和冷却系机件齐全，性能良好，安装牢固，线路无漏电现象，

管路无漏水、漏油、漏气现象； 

4.2.4 内燃叉车发动机排放和噪声符合标准要求； 

4.2.5 电动机运转应平稳无异响，工作温度正常，防护罩应齐全； 

4.2.6 电动叉车，蓄电池金属盖或者非金属盖的金属部件与蓄电池带电部分之间应当有 30mm 以上的

间隙；若盖板和带电部分被有效绝缘，则其间隙至少有 10mm； 

4.2.7 由于意外的关闭会造成伤害的，应当在罩壳处（如牵引蓄电池或者发动机罩）设置防止意外关

闭的装置，并且永久地固定在车辆上或者安装在车辆的安全处。 

4.3 传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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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离合器分离彻底，结合平稳，工作时不打滑、无异响、抖动等现象； 

4.3.2 离合器踏板的自由行程应符合该车整车技术条件的规定，且能自动复位； 

4.3.3 变速箱不应当有自动脱挡、串挡现象，运行正常，倒挡可靠； 

4.3.4 传动系统及其零部件运转平稳，不应当有异常声响； 

4.3.5 静压传动叉车，只有处于制动状态时才能启动发动机； 

4.3.6 机械传动和液力传动的内燃叉车，应当配备在传动装置处于接合状态时，能防止发动机启动的

装置。 

4.4 行驶系统 

4.4.1 车架不应有变形、裂纹和锈蚀，螺栓和铆钉不应缺少和松动； 

4.4.2 前后桥不应有变形和裂纹，与车架连接应当紧固； 

4.4.3 同一轴上的轮胎规格和花纹应当相同。充气轮胎气压和承受的负荷应不大于该轮胎的规定值； 

4.4.4 充气轮胎的磨损不超标，其胎冠花纹深度不应小于 3.2mm 或者胎面和胎壁不应有长度超过

25mm 或者深度足以暴露出轮胎帘布层的破裂和割伤；实心轮胎（包括工业脚轮和车轮轮胎）应当无胶

层气泡和脱层、钢圈与胶层松脱等缺陷； 

4.4.5 轮辋应完整无损，螺栓、螺母应齐全紧固。 

4.5 转向系统 

4.5.1 转向应轻便灵活行驶中不应有轻飘、摆振、抖动、阻滞及跑偏现象； 

4.5.2 转向机构不应缺油、漏油，固定托架应牢固，转向垂臂、横直拉杆等转向零件不应有变形、裂

纹； 

4.5.3 球形节、转向主销与衬套配合松紧适度、润滑良好； 

4.5.4 向前运行时，顺时针转动方向盘或者对转向控制装置的等同操作，应当使叉车右转，并且乘驾

式叉车的控制装置应当被限制在叉车轮廓内。 

4.6 液压系统 

4.6.1 液压管路布置与其他运动机件应当无相互干涉； 

4.6.2 液压系统固定接口应当无渗油，运动接口应当无漏油，各部位应当无泄漏现象。 

4.7 制动系统 

4.7.1 车辆行车制动器和驻车的制动器应齐全、功能有效； 

4.7.2 叉车在试验条件下，行车制动器应使车辆完全停止，制动距离符合附录 B 要求； 

4.7.3 坐驾式叉车的行车制动与驻车制动系统应当由独立的装置进行操纵； 

4.7.4 驻车制动器应能使叉车即使在没有驾驶员的情况下，也能停在上、下坡道上； 

4.7.5 行车制动装置采用脚踏板式的，其自由行程应符合该车技术条件要求，且能自动复位； 

4.7.6 在规定车速下，点制动无跑偏现象； 

4.7.7 站驾式和步驾驶叉车应当带有一个制动装置，该装置应当自动闭合直到其被叉车司机释放； 

4.7.8 驻车制动系统应通过纯机械装置把工作部件锁止，手柄操纵的驻车制动控制装置应有防止意外

释放的功能。 

4.8 电气和控制系统 

4.8.1 各类灯安装牢靠，所有灯光开关应安装牢固，开启、关闭自如，光束照射位置应保持稳定； 

4.8.2 车辆设置的机油压力、水温、燃油量、电压等仪表应醒目、灵敏、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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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所有电器导线均应布置合理、固定卡紧、接头牢固，导线绝缘套管应保持完好； 

4.8.4 蓄电池各极柱及连接线的接头应牢固可靠，无锈蚀现象，并涂油脂防锈； 

4.8.5 蓄电池的电解液面符合要求，应高出极板上端 10mm~15mm，加液孔盖应齐全且气孔畅通，壳

体密封完整； 

4.8.6 电动叉车的紧急断电装置、换向开关、制动联锁保护、零位保护和过电流保护装置应完好有效； 

4.8.7 启动开关装置，需要由钥匙、密码或者磁卡等； 

4.8.8 电动叉车的电气系统采用双线制； 

4.8.9 动力源为蓄电池的叉车充电时，应当保证电源与车辆控制电路分离，车辆不能通过自身的驱动

系统行驶；插接器应当有定向保护，防止插接器接反； 

4.9 工作装置 

4.9.1 内外门架、货叉架等结构件完整，无裂纹、  开焊、异常变形和腐蚀； 

4.9.2 控制装置应当操作灵活，被释放时，自动回到中位，并且停止相应的载荷移动； 

4.9.3 各运动机构配合良好，无异响，运动无阻滞现象； 

4.9.4 货叉不应有裂纹，货叉两叉尖高度差不应超过水平段长度的 3%； 

4.9.5 货叉定位销应齐全有效； 

4.9.6 货叉自然下滑量和门架倾角的自然变化量符合要求； 

4.9.7 货叉水平段和垂直段的厚度磨损量不应超过原值的 10%； 

4.9.8 起升链条固定牢固，完整无裂纹，无变形，无腐蚀，连接配合良好，工作灵敏可靠，磨损量不

应超过原值的 5%。 

4.10 安全保护和防护装置 

4.10.1 叉车喇叭、行车或倒车警示装置声响清晰，有效，其中设计为司机侧站或者侧坐驾驶的叉车可

不设置倒车蜂鸣器； 

4.10.2 座驾式叉车配备的安全带等防护约束装置有效，站驾式设置的侧面围护装置无缺失； 

4.10.3 护顶架与车辆连接牢固，无裂纹，无明显变形。如采用驾驶室代替护顶架，应符合国家标准要

求； 

4.10.4 叉车门架设置的防止越程装置可靠有效，货叉下降限速装置、门架前倾自锁装置有效，如果下

降限速阀与升降油缸采用软管连接的，防止爆管装置有效； 

4.10.5 防止货叉意外侧向滑移和脱落装置有效； 

4.10.6 挡货架安装牢固、无开焊、无变形、无缺失； 

4.10.7 后视镜安装牢固，位置合理，侧面式叉车货叉侧和额定起重量大于 10000kg 的坐驾式平衡重式

叉车后方视频监控装置有效。 

4.11 安全监控装置 

4.11.1 乘驾式电动叉车、电液换向的乘驾式内燃平衡重式叉车、电液换向的乘驾式内燃侧面式叉车设

置叉车司机坐（站）姿状态感知系统有效，当叉车司机不在正常操作位置时，车辆不能进行动力运行，

即使操纵载荷装卸控制装置，也不应当出现门架的倾斜和货叉架的移动；当叉车司机回到正常操作位置，

但没有进行额外操作时，动力运行、门架的倾斜和货叉架的移动均不应当自动发生； 

4.11.2 设置的验证叉车司机权限的信息采集器应当有效，当该采集器失效、拆除或者叉车司机信息不

正确时，车辆不能启动。 

4.12 防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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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 电气部件及发动机均应当采用防爆型，且其防爆级别不低于整机的防爆要求； 

4.12.2 防爆电气部件外壳应当无损伤，透明件无裂纹，结合面应当紧固严密，紧固件应当无锈蚀、缺

损； 

4.12.3 车辆上所有大于100cm2的金属部件应当等电位地连接到车架上，并且最终通过非火花导电带、

导电轮胎等方式与大地良好导通； 

4.12.4 蓄电池箱体上应当设置清晰的永久性“Ex”标志和“危险场所严禁打开”字样的警告牌，箱体

和箱盖应当设置用专用工具才能打开的锁紧机构； 

4.12.5 蓄电池及电源装置安装牢固可靠，连接符合要求；电缆引入装置及固定装置有效，且密封性符

合要求；外壳多余孔的封堵及金属部件与整车的等电位符合要求； 

4.12.6 发动机的进气管应当设置阻火器，排气管应当设置阻火器和火星熄灭器，进气管道、排气管道

不应当有裂纹；进气系统还应当设置进气截止阀，进气截止阀应当能手动操作，手动操作时，发动机应

当能可靠停机； 

4.12.7 载荷装卸装置接触或者可能接触地面或者载荷的所有表面，应当用铜、铜锌合金、不锈钢或者

非金属材料（如橡胶、塑料）包覆。 

4.13 制动试验 

4.13.1 坡道驻车制动试验，应沿车辆的前进和后退方向进行停车制动性能试验，按照 GB/T 18849‐2011

中 6.1.2 条规定的工况、试验方法和要求进行试验； 

4.13.2 制动距离测定，按照 GB/T 18849‐2011中 5.2 及附录 B 规定的工况、试验方法和要求进行试验，

检查结果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5 使用管理 

5.1 使用单位的基本要求 

5.1.1 使用单位应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场（厂）

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规程》等特种设备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安全技术规范、标准及使用维护保

养说明书的要求，对叉车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或者委托有叉车修理资质的单位进行； 

5.1.2 叉车的维护保养、日常检查、月度检查由使用单位的叉车司机实施，年度检查由使用单位的安

全管理人员负责组织实施； 

5.1.3 叉车使用单位如果委托有叉车修理资质的单位对本单位叉车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

查，应签订合同或协议，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5.1.4 叉车的维护保养、日常检查、月度检查和年度检查应当按照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和使用维护保养

说明书要求进行。使用单位可以根据叉车的使用繁重程度、环境条件状况，确定高于本文件规定的维护

保养、月度检查和年度检查的周期和内容； 

叉车的维护保养按使用维护保养说明书规定进行，日常检查每天一次，月度检查至少每月一次，年

度检查至少每年一次； 

叉车的维护保养、日常检查、月度检查和年度检查的项目及其内容，不应低于附录 A 的规定； 

5.1.5 对维护保养、日常检查和定期自行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应消除隐患之后使用； 

5.1.6 对停用半年以上的叉车，投入使用前，使用单位应按照年度检查的项目及其内容进行一次全面

检查，并按使用维护保养说明书规定的项目及其内容进行维护保养； 

5.1.7 叉车发生事故后，使用单位应根据事故具体情况确定检査和维护保养项目，项目内容不应少于

使用维护保养说明书规定的年度维护保养规定的项目及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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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维护保养和检查记录 

5.2.1 叉车使用单位或具有叉车修理资质的单位应对叉车的维护保养和检查过程进行记录，优先采用

无纸化电子记录，如采用纸质记录要及时存入叉车安全技术档案； 

5.2.2 叉车维护保养、日常检查和月度检查记录应由维护保养或检查人员签字； 

5.2.3 叉车年度检查记录应由检查人员签字，安全管理人员确认。年度检查记录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a) 叉车的基本情况和技术参数，包括： 

1) 制造单位； 

2) 叉车名称； 

3) 产品编号； 

4) 设备型号规格； 

5) 使用登记证编号及车牌号； 

6) 内部编号。 

b) 使用单位名称、设备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c) 维护保养单位、维护保养日期、维护保养人员（签字）； 

d) 维护保养的项目与内容，设备故障及更换易损件的简要记录。 

5.2.4 无纸化电子记录，其数据在保存过程中不应随意修改，确需修改的，需要使用单位授权后修改，

且有修改记录、修改人员和修改日期，确保储存数据的公正、客观和安全，并可实时进行查询； 

5.2.5 使用单位或具有叉车修理资质的单位应优先使用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推行的叉车维护保

养和检查记录格式； 

5.2.6 经常性维护保养、定期自行检查记录至少保存 5 年，日常检查记录至少保存一个检验周期。 

6 安全规则 

6.1 叉车维护保养和检查人员应掌握叉车安全使用、操作、检修的基本知识,按照《场（厂）内专用

机动车辆安全技术规程》和使用维护保养说明书的要求进行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活动。 

6.2 叉车使用过程中不应进行维护保养、定期自行检查等活动。 

6.3 大风、雷雨、冰雪严寒、大雾等恶劣天气下，不应在室外进行维护保养、日常检查、定期自行检

查等活动。 

6.4 叉车在维护保养时，至少采取如下安全预防措施： 

6.4.1 确保叉车不会发生意外运动或运行（如拔下叉车蓄电池插头）； 

6.4.2 如一定要在货叉下方作业，应对载荷支架（例如货叉架）或内门架采取防坠落保护（如采用链

条固定）； 

6.4.3 驻车制动器起作用以及在车轮下垫放楔块来防止叉车意外运动； 

6.4.4 应防止门架意外倾斜；应使液压管道无压力； 

6.4.5 对于前移式叉车应确保无人被夹在门架和车架之间或货叉架和门架之间； 

6.4.6 从对开式轮辋上拆卸轮辋螺栓之前，应预先释放轮胎内的气体； 

6.4.7 对叉车的维护保养和自行检查应在指定的区域内进行，推荐使用地坑对叉车开展维护保养和自

行检查活动；维护保养和检查叉车期间设置“正在维护保养”或类似安全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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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 除维护保养或检查人员给出指令外，严禁操作叉车； 

6.4.9 对叉车电气装置维护保养应在无电压状态下进行； 

6.4.10 内燃叉车维护保养应在通风良好的地方进行； 

6.4.11 对叉车进行动火作业（电焊、气割）时，应将易损坏的电子元件、气瓶等从车上拆除。 

6.5 维护保养人员应正确穿戴个人防护用品，包括但不限于： 

a) 安全帽； 

b) 劳保鞋； 

c) 护目镜； 

d) 防护服； 

e) 防尘口罩； 

f) 绝缘手套。 

6.6 维护保养作业完成后，维护保养人员应及时恢复安全保护和防护装置，并拆除作业过程中的临时

设施，清理现场。并妥善处理在维护时产生的废料（例如蓄电池）和油污,且不应造成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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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叉车维护保养和检查内容及要求 

序

号 
项目 内容与要求 

维护检查类别 

经常性 

维护保养

日常

检查 

月度

检查 

年度

检查 

1 

技术 

资料 

审查 

叉车安全技术档案应齐全、完整，一车一档。 - - ○ ○ 

2 
整车 

外观 

车身周正，车容整洁，车辆标识（包含铭牌、载荷曲线、安全标

志（含防爆功能叉车的 EX 标志等））完整清晰； 
○ - ○ ○ 

护顶架、挡货架、驾驶室（如有）等安装牢固、无明显变形、裂

纹和锈蚀；各部件齐全、完好，连接紧固，无缺损； 
○ - ○ ○ 

灯具、后视镜、视频监控装置、声光报警设备等齐全有效； ○ ○ ○ ○ 

使用油气混合燃料的叉车，车用气瓶安装牢固，无腐蚀、变形现

象；气瓶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内； 
○ - ○ ○ 

车架易见部位应当有清晰的永久编号，且与出厂资料一致； - - - ○ 

仪表或者指示器应当指（显）示清晰醒目、灵敏有效； ○ ○ ○ ○ 

车牌固定在车辆明显部位、完整清晰、车牌编号与使用登记信息

一致。 
- - ○ ○ 

3 
动力 

系统 

发动机（电动机）安装牢固可靠，连接部分无松动、脱落、损坏； ○ - ○ ○ 

发动机正常启动、熄火，运转平稳，怠速稳定； ○ ○ ○ ○ 

点火系、燃料系、润滑系和冷却系机件齐全，性能良好，安装牢

固，线路无漏电现象，管路无漏水、漏油、漏气现象； 
○ - ○ ○ 

内燃叉车发动机排放和噪声符合标准要求； ○ - - ○ 

电动机运转应平稳无异响，工作温度正常，防护罩应齐全； ○ ○ ○ ○ 

电动叉车，蓄电池金属盖或者非金属盖的金属部件与蓄电池带

电部分之间应当有 30mm 以上的间隙；若盖板和带电部分被有效

绝缘，则其间隙至少有 10mm； 

○ - ○ ○ 

由于意外的关闭会造成伤害的，应当在罩壳处（如牵引蓄电池或

者发动机罩）设置防止意外关闭的装置，并且永久地固定在车辆

上或者安装在车辆的安全处。 

○ - ○ ○ 

4 
传动 

系统 

离合器分离彻底，结合平稳，工作时不打滑、无异响、抖动等现

象； 
○ ○ ○ ○ 

离合器踏板的自由行程应符合该车整车技术条件的规定，且能

自动复位； 
○ - - ○ 

变速箱不应当有自动脱挡、串挡现象，运行正常，倒挡可靠； ○ ○ ○ ○ 

传动系统及其零部件运转平稳，不应当有异常声响； ○ ○ ○ ○ 

静压传动叉车，只有处于制动状态时才能启动发动机； ○ ○ ○  

机械传动和液力传动的内燃叉车，应当配备在传动装置处于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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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内容与要求 

维护检查类别 

经常性 

维护保养

日常

检查 

月度

检查 

年度

检查 

合状态时，能防止发动机启动的装置。 

5 
行驶 

系统 

车架不应有变形、裂纹和锈蚀，螺栓和铆钉不应缺少和松动； ○ - ○ ○ 

前后桥不应有变形和裂纹，与车架连接应当紧固； ○ - ○ ○ 

同一轴上的轮胎规格和花纹应当相同。充气轮胎气压和承受的

负荷应不大于该轮胎的规定值； 
○ ○ ○ ○ 

充气轮胎的磨损不超标，其胎冠花纹深度不应小于 3.2mm 或者

胎面和胎壁不应有长度超过25mm或者深度足以暴露出轮胎帘布

层的破裂和割伤；实心轮胎（包括工业脚轮和车轮轮胎）应当无

胶层气泡和脱层、钢圈与胶层松脱等缺陷； 

○ ○ ○ ○ 

轮辋应完整无损，螺栓、螺母应齐全紧固。 ○ ○ ○ ○ 

6 
转向 

系统 

转向应轻便灵活行驶中不应有轻飘、摆振、抖动、阻滞及跑偏现

象； 
○ ○ ○ ○ 

转向机构不应缺油、漏油，固定托架应牢固，转向垂臂、横直拉

杆等转向零件不应有变形、裂纹； 
○ - ○ ○ 

球形节、转向主销与衬套配合松紧适度、润滑良好； ○ - ○ ○ 

向前运行时，向前运行时，顺时针转动方向盘或者对转向控制装

置的等同操作，应当使叉车右转，并且乘驾式叉车的控制装置应

当被限制在叉车轮廓内。 

○ ○ ○ ○ 

7 
液压 

系统 

液压管路布置与其他运动机件应当无相互干涉。 ○ ○ ○ ○ 

液压系统应有良好的密封性能，固定接口不渗油，运动接口不漏

油，各部位不应有泄漏现象。 
○ - ○ ○ 

8 
制动 

系统 

行车制动器和驻车制动器应齐全、功能有效； ○ ○ ○ ○ 

叉车在试验条件下，行车制动器应使车辆完全停止，制动距离符

合要求 
○ ○ ○ ○ 

坐驾式叉车的行车制动与驻车制动系统应当由独立的装置进行

操纵； 
○ ○ ○ ○ 

驻车制动器应能使叉车即使在没有驾驶员的情况下，也能停在

上、下坡道上； 
○ ○ ○ ○ 

行车制动装置采用脚踏板式的，其自由行程应符合该车技术条

件要求，且能自动复位； 
○ ○ ○ ○ 

在规定车速下，点制动无跑偏现象； - ○ ○ ○ 

站驾式和步驾式叉车设置的制动装置能自动闭合直到其被操作

者释放； 
○ ○ ○ ○ 

驻车制动系统应通过纯机械装置把工作部件锁止，手柄操纵的

驻车制动控制装置应有防止意外释放的功能。 
○ ○ ○ ○ 

9 

电气 

和控 

制系 

各类灯安装牢靠，所有灯光开关应安装牢固，开启、关闭自如，

光束照射位置应保持稳定； 
○ ○ - ○ 

车辆设置的机油压力、水温、燃油量、电压等仪表应醒目、灵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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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内容与要求 

维护检查类别 

经常性 

维护保养

日常

检查 

月度

检查 

年度

检查 

统 有效； 

所有电器导线均应布置合理、固定卡紧、接头牢固，导线绝缘套

管应保持完好； 
○ - - ○ 

蓄电池各极柱及连接线的接头应牢固可靠，无锈蚀现象，并涂油

脂防锈； 
○ - - ○ 

蓄电池的电解液面符合要求，应高出极板上端 10mm~15mm，加液

孔盖应齐全且气孔畅通，壳体密封完整； 
○ - - ○ 

电动叉车的紧急断电装置、换向开关、制动联锁保护、零位保护

和过电流保护装置应完好有效； 
○ ○ - ○ 

启动开关装置，需要由钥匙、密码或者磁卡等； - ○ ○ ○ 

电动叉车的电气系统采用双线制； ○ - - ○ 

动力源为蓄电池的叉车充电时，应当保证电源与车辆控制电路

分离，车辆不能通过自身的驱动系统行驶；插接器应当有定向保

护，防止插接器接反； 

○ - - ○ 

10 
工作 

装置 

内外门架、货叉架等结构件完整，无裂纹、 开焊、异常变形和

腐蚀； 
○ ○ ○ ○ 

控制装置应当操作灵活，被释放时，自动回到中位，并且停止相

应的载荷移动； 
○ ○ ○ ○ 

各运动机构配合良好，无异响，运动无阻滞现象； ○ ○ ○ ○ 

货叉不应有裂纹，货叉两叉尖高度差不应超过水平段长度的 3%； ○ - - ○ 

货叉定位销应齐全有效； ○ ○ ○ ○ 

货叉自然下滑量和门架倾角的自然变化量符合要求； ○ - - ○ 

货叉水平段和垂直段的厚度磨损量不应超过原值的 10%； ○ - - ○ 

起升链条固定牢固，完整无裂纹，无变形，无腐蚀，连接配合良

好，工作灵敏可靠，磨损量不应超过原值的 5%。 
○ ○ ○ ○ 

11 

安全 

防护 

与防 

护装 

置 

叉车喇叭、行车或倒车警示装置声响清晰，有效，其中设计为司

机侧站或者侧坐驾驶的叉车可不设置倒车蜂鸣器； 
○ ○ ○ ○ 

座驾式叉车配备的安全带等防护约束装置有效，站驾式设置的

侧面围护装置无缺失； 
○ ○ ○ ○ 

护顶架与车辆连接牢固，无裂纹，无明显变形。如采用驾驶室代

替护顶架，应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 - - ○ 

叉车门架设置的防止越程装置可靠有效，货叉下降限速装置、门

架前倾自锁装置有效，如果下降限速阀与升降油缸采用软管连

接的，防止爆管装置有效； 

○ ○ ○ ○ 

防止货叉意外侧向滑移和脱落装置有效； ○ ○ ○ ○ 

挡货架安装牢固、无开焊、无变形、无缺失； ○ - ○ ○ 

后视镜安装牢固，位置合理。侧面式叉车侧和额定起重量大于

10000kg 的坐驾式平衡重式叉车后方视频监控装置有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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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内容与要求 

维护检查类别 

经常性 

维护保养

日常

检查 

月度

检查 

年度

检查 

12 

安全 

监控 

装置 

乘驾式电动叉车、电液换向的乘驾式内燃平衡重式叉车、电液换

向的乘驾式内燃侧面式叉车设置叉车司机坐（站）姿状态感知系

统有效，当叉车司机不在正常操作位置时，车辆不能进行动力运

行，即使操纵载荷装卸控制装置，也不应当出现门架的倾斜和货

叉架的移动；当叉车司机回到正常操作位置，但没有进行额外操

作时，动力运行、门架的倾斜和货叉架的移动均不应当自动发

生；； 

○ ○ ○ ○ 

设置的验证叉车司机权限的信息采集器应当有效，当该采集器

失效、拆除或者叉车司机信息不正确时，车辆不能启动。 
○ ○ ○ ○ 

13 
防爆 

性能 

电气部件及发动机均应当采用防爆型，且其防爆级别不低于整

机的防爆要求； 
○ - - ○ 

防爆电气部件外壳应当无损伤，透明件无裂纹，结合面应当紧固

严密，紧固件应当无锈蚀、缺损； 
○ - ○ ○ 

车辆上所有大于 100cm
2
的金属部件应当等电位地连接到车架

上，并且最终通过非火花导电带、导电轮胎等方式与大地良好导

通； 

○ - ○ ○ 

蓄电池箱体上应当设置清晰的永久性“Ex”标志和“危险场所严

禁打开”字样的警告牌，箱体和箱盖应当设置用专用工具才能打

开的锁紧机构； 

- - - ○ 

蓄电池及电源装置安装牢固可靠，连接符合要求；电缆引入装置

及固定装置有效，且密封性符合要求；外壳多余孔的封堵及金属

部件与整车的等电位符合要求； 

○ - ○ ○ 

发动机的进气管应当设置阻火器，排气管应当设置阻火器和火

星熄灭器，进气管道、排气管道不应当有裂纹；进气系统还应当

设置进气截止阀，进气截止阀应当能手动操作，手动操作时，发

动机应当能可靠停机； 

○ ○ ○ ○ 

载荷装卸装置接触或者可能接触地面或者载荷的所有表面，应

当用铜、铜锌合金、不锈钢或者非金属材料（如橡胶、塑料）包

覆。 

○ - ○ ○ 

14 
制动 

试验 

坡道驻车制动试验，应沿车辆的前进和后退方向进行停车制动

性能试验，按照 GB/T18849-2011 中 6.1.2 条规定的工况、试验

方法和要求进行试验； 

- - - ○ 

制动距离测定，按照 GB/T18849-2011 中 5.2 及附录 B 规定的工

况、试验方法和要求进行试验，检查结果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 - - ○ 

注： 

1、维护保养方式包括清洁、润滑、检查、调整、更换易损件和失效的零部件； 

2、在“经常性维护保养”“日常检查”“月度检查”“年度检查”列表中，标识“○”表示涉及该项目；标

识“-”表示不涉及； 

3、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项目还应符合使用维护保养说明书的特殊要求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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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叉车制动距离要求 

组别 车辆形式 制动距离𝑠/m 

车辆速度𝑣/（km/h） 𝑣≤5 5＜𝑣≤13.4 𝑣＞13.4 

A1 

额 定 起 重 量 ＜

16000kg 或满载质量

＜3500kg，两者取较

大值 

𝑠 ൏ 0.15𝑣  𝑣ଶ 23.6⁄  𝑠 ൏ 0.15𝑣  𝑣 23.6⁄  𝑠 ൏ 0.15𝑣  𝑣ଶ 63.6⁄  

A2 

额 定 起 重 量 ≥

16000kg 或满载质量

≥3500kg 

𝑠 ൏ 0.15𝑣  𝑣ଶ 19.1⁄  𝑠 ൏ 0.15𝑣  𝑣 4.7⁄  𝑠 ൏ 0.15𝑣  𝑣ଶ 50.9⁄  

 

注： 

B.1 在 GB/T18849-2011 中第 5 章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行车制动器应使车辆在制动距离内完全停止，所

测的制动距离应符合此表的规定； 

B.2 启动制动操纵装置时，开始测量制动距离； 

B.3进行制动系统的制动距离试验时，应在车辆前进行驶时测2次，即沿场地前后两个方向各行使1次。

每次试验前制动器应为冷态； 

B.4 前进行驶时的制动距离和车辆速度应是沿场地前后两个方向试验所得测量值的平均值； 

B.5 空载工况进行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