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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设备监理工程咨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４２３）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杭州西子智能停车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金冠停车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起重运输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深圳怡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贵

州海悦科技立体停车设备有限公司、浙江镭蒙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首钢城运控股有限公司、中建钢构有

限公司、衡水奇佳停车设备有限公司、江苏浩昌立体车库制造有限公司、湖南爱泊客智能装备有限责任

公司、北京航天汇信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凯旋智能停车设备有限公司、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北京

邮电大学、北京科正平工程技术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设备监理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曙光、潘锋、唐超、赵梦临、张皓琨、张文燕、陶天华、赵春晖、钟光明、朱志慧、

詹凯纯、徐江、吴国法、肖树坤、蒋官业、陆兴华、杨波、朱旭红、马景山、李欣、张经天、董婷婷、张小锐、

毕文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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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式停车设备制造安装

监理技术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机械式停车设备制造安装监理有关的术语和定义、设备监理服务的基本要求、制造阶

段监理、安装阶段监理、监理资料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ＧＢ／Ｔ２６４７６中定义的各种机械式停车设备（以下简称“停车设备”）。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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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９０００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ＧＢ／Ｔ２６４２９　设备工程监理规范

ＧＢ／Ｔ２６４７６　机械式停车设备　术语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９０００、ＧＢ／Ｔ２６４２９和ＧＢ／Ｔ２６４７６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

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ＧＢ／Ｔ２６４２９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３．１　

设备工程　狆犾犪狀狋犲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

以设备为主要建设内容的工程，包括规划、设计、采购、制造、安装、调试等过程。

注１：设备工程也包括设备系统的大修、技术改造等。

注２：实际应用中，设备工程可能被称为设备工程项目。

［ＧＢ／Ｔ２６４２９—２０１０，定义３．１］

３．２　

见证　狑犻狋狀犲狊狊

设备监理工程师亲自对文件、记录、过程等实物、活动进行观察、审查、记录、确认等的作证活动。

［ＧＢ／Ｔ２６４２９—２０１０，定义３．１３］

３．３　

文件见证点　狉犲犮狅狉犱狆狅犻狀狋

Ｒ点

由设备监理工程师对设备工程的有关文件、记录或报告等进行见证而预先设定的监理控制点。

［ＧＢ／Ｔ２６４２９—２０１０，定义３．１４］

３．４　

现场见证点　狑犻狋狀犲狊狊狆狅犻狀狋

Ｗ 点

由设备监理工程师对设备工程的过程、工序、节点或结果进行现场见证而预先设定的监理控制点。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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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２６４２９—２０１０，定义３．１５］

３．５　

停止见证点　犺狅犾犱狆狅犻狀狋

Ｈ 点

由设备监理工程师见证并签认后才可转入下一个过程、工序或节点而预先设定的监理控制点。

［ＧＢ／Ｔ２６４２９—２０１０，定义３．１６］

４　设备监理服务的基本要求

４．１　设备监理服务实现的策划

４．１．１　明确监理服务所用方法、手段、记录要求及所需的资源等，并形成文件。分析合同，识别相关的

法律法规和标准，分析被监理单位的信息以及设备监理单位的技术、管理、资源状况，编制质量计划，适

时编制监理细则等作业指导文件。

４．１．２　应依据停车设备采购合同、监理合同和相关协议约定，考虑被监理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情况，确

定如何检查、审查、核查、见证等通用要求，确定检查设备工程的方法和手段。按照第５章和第６章要

求，确定与质量有关的监理控制点、方式，制造阶段监理主要监理内容和见证方式见附录Ａ，安装阶段监

理主要监理内容和见证方式见附录Ｂ。

４．１．３　确定检查、审查、核查、见证等监理控制的依据，识别确定制造、安装、测试、检测依据的标准规

范、技术要求，并形成文件。

４．１．４　适用时，与委托人、被监理单位或其他相关方一起确认设备监理服务项目的质量计划。

４．２　设备监理服务的提供

４．２．１　应按照４．１的要求对与合同管理、质量、成本、进度、沟通等过程有关的监理服务提供主要过程及

采购等其他服务过程予以控制，应对监理服务提供的支持过程予以控制。具体监理项目的设备监理服

务范围和内容由监理合同确定。

４．２．２　应核查被监理单位的质量管理体系、相关资质，检查有关人员资格。

４．２．３　如发现不符合和质量隐患，应要求被监理单位及时处置并采取纠正措施，并对处置结果及纠正

措施进行验证，如发现严重不符合应及时报告委托人；若被监理单位拒绝整改或延误时，应及时向委托

人报告。

４．３　设备监理服务的控制

应依据设备监理单位的服务质量标准，对监理服务进行监视，应编制形成文件的程序，以规定职责、

程序以及监视和测量的内容、频次、记录等。

组织项目监理机构内部、设备监理单位其他部门或请委托人对质量计划执行的符合性进行监视，可

以采取抽样方式进行检查，适时调整资源提供、持续改进监理服务。

５　制造阶段监理

５．１　制造前

制造前监理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ａ）　审查制造相关人员资格；

ｂ）　审查相关标准和规范、设备设计文件、主要工艺方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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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审查被监理单位的供应商、分包方的控制制度与实施情况；

ｄ）　审查被监理单位检验制度，检查被监理单位相关表格；

ｅ）　审查检验计划、采购计划和生产计划；

ｆ）　向被监理单位进行监理交底。

５．２　原材料

原材料监理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ａ）　检查原材料与设计图纸或技术规格书的符合性，现场存储情况、标识及外观质量；

ｂ）　审查结构件主要原材料、焊材质量证明文件；

ｃ）　审查主要原材料、焊材的进厂检验记录。

５．３　主要外购件

主要外购件监理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ａ）　检查主要外购件的品牌、型号、规格、参数、数量、产地等与设计图纸及技术规格书的符合性；

ｂ）　检查主要外购件现场存储情况、标识及外观质量；

ｃ）　审查主要外购件质量证明文件、性能报告、复检报告。

注：主要外购件一般包括电动机、制动器、减速机、防坠落装置、主要控制元件、电气保护元件、链条、链轮、钢丝绳、

卷筒、滑轮、齿轮、齿条、轴承、高强螺栓等。

５．４　焊接

焊接监理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检查焊接作业人员资格、无损检测机构及人员资质；

ｂ）　审查焊条、焊丝、焊剂和钢材的牌号、规格；

ｃ）　检查焊接工艺、质量检验的执行情况；

ｄ）　检查焊缝外观质量；

ｅ）　审查焊缝无损检测报告。

５．５　表面涂装和防锈

表面涂装和防锈监理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检查表面处理及涂装与工艺文件的符合性；

ｂ）　检查涂装前材料表面处理情况与工艺文件的符合性；

ｃ）　核查构件涂层的厚度；

ｄ）　核查漆膜附着力；

ｅ）　检查涂层表面外观质量；

ｆ）　检查涂层颜色；

ｇ）　检查出厂前裸露加工面采用的防锈措施。

５．６　主要部件

主要部件监理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ａ）　审查主要部件检验记录或报告；

ｂ）　核查主要部件的关键尺寸；

ｃ）　检查主要部件的装配质量。

注１：主要部件包括搬运器、升降机、搬运台车、回转盘、载车板。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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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２：主要部件为外购时，按５．３的规定执行。

５．７　电气设备

电气设备监理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检查电线电缆的敷设及端部标志或编号；

ｂ）　检查仪表、按钮、操作开关的标识；

ｃ）　检查电动机的保护措施，包括短路、缺相、错相、过载保护；

ｄ）　检查电气设备的隔离开关、紧急停止开关；

ｅ）　审查电控柜等电气设备出厂测试报告。

６　安装阶段监理

６．１　安装前

安装前监理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审查安装单位、人员资质，检查现场特种设备及作业人员的资质；

ｂ）　审查安装计划、安装工艺和出厂试验大纲；

ｃ）　检查检测工具、仪器、仪表等的校准、检定状态；

ｄ）　核查停车设备安装条件；

ｅ）　审查停车设备部件出厂文件。

６．２　金属结构件

金属结构件安装监理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审查金属结构件立柱与横梁连接后的自检记录；

ｂ）　核查金属结构件安装质量，包括：垂直度公差、平行度公差、对角线长度公差、柱距偏差等；

ｃ）　检查停车位同层不同列的上表面高度的极限偏差；

ｄ）　检查地脚螺栓安装质量；

ｅ）　检查高强度螺栓的安装工艺与工艺文件的符合性，检查高强度螺栓的力矩。

６．３　部件

６．３．１　导轨

导轨监理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检查导轨及其附件在井道或金属结构上的安装牢固度；

ｂ）　检查防止导轨附件松动或旋转而使导轨松脱的措施；

ｃ）　检查各平行导轨接头和错开距离；

ｄ）　检查固定导轨支架的预埋件安装质量；

ｅ）　当缓冲器被平衡重完全压缩时，检查另一侧导轨的安全距离；

ｆ）　检查每列导轨工作面（包括侧面与顶面）的垂直度偏差；

ｇ）　检查两导轨顶面间的距离偏差；

ｈ）　检查导轨接头部位高低差、侧面错位、过渡平滑程度。

６．３．２　轨道

轨道监理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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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检查两运行轨道同一垂直截面上高度差；

ｂ）　检查运行轨道接头部位高低差、侧面错位、过渡平滑程度；

ｃ）　检查轨道水平方向安装偏差；

ｄ）　检查运行轨道垂直方向安装偏差。

６．３．３　平衡重装置

平衡重装置监理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检查平衡重的重量与设计文件符合性；

ｂ）　检查平衡重固定；

ｃ）　检查防脱装置。

６．３．４　回转盘

回转盘监理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检查回转盘水平度；

ｂ）　检查回转盘停车面高度差以及回转盘边缘与地坑边缘水平间隙；

ｃ）　检查回转盘转换区或工作区回转盘的设置，回转盘的运转，回转盘上停放的汽车回转轨迹与周

围障碍物之间的间隙。

６．３．５　通道

通道监理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检查出入口的尺寸；

ｂ）　检查人行通道的设置及尺寸；

ｃ）　检查门安装质量。

６．３．６　钢丝绳

钢丝绳监理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检查设备升降用钢丝绳规格：

ｂ）　检查钢丝绳绳端固定连接情况；

ｃ）　当搬运器或载车板处于最低工作位置时，检查钢丝绳在卷筒上的缠绕（除固定绳尾的圈数外）

圈数。

６．３．７　链轮与链条

链轮与链条监理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检查链轮链条的规格；

ｂ）　检查链条拉杆的螺纹表面质量；

ｃ）　检查防脱链装置或张紧装置的安装牢固度；

ｄ）　检查链轮与链条啮合处安全防护壳。

６．３．８　液压系统

液压系统监理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检查液压系统安装情况；

ｂ）　检查液压系统运行情况；

ｃ）　检查液压系统失压安全保护装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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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检查液压系统切断装置；

ｅ）　装有额定起重量的搬运器停靠在最高层站时，检查搬运器下降量。

６．４　安全防护装置

安全防护装置监理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检查阻车装置高度；

ｂ）　检查防止载车板坠落装置的安装质量；

ｃ）　检查轨道端部止挡装置安装质量；

ｄ）　检查松绳（链）检测装置或载车板倾斜检测装置安装质量；

ｅ）　检查安全钳安装质量；

ｆ）　检测限速器动作点；

ｇ）　检查紧急联络装置；

ｈ）　检查缓冲器的设置。

６．５　电气设备

电气设备安装监理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检查露天装设的电气设备的防潮湿、积水、雨雪、砂浆、灰尘等杂物侵入措施；

ｂ）　检查动力线及控制线的安装质量；

ｃ）　检查接地装置的安装、接地电阻；

ｄ）　在机房或地坑内，检查供检修用的电源插座、紧急停止开关；

ｅ）　检查用于人车共乘方式的升降搬运器内照明和应急照明的设置；

ｆ）　检查绝缘电阻。

６．６　功能试验

功能试验监理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见证各运动机构运转情况；

ｂ）　见证各运动机构联动情况；

ｃ）　检查运行停准误差和平层误差；

ｄ）　见证以下安全防护装置试验：

１）　紧急停止开关；

２）　防止超限运行装置；

３）　汽车长、宽、高限制装置；

４）　检查载车板锁定装置；

５）　警示装置；

６）　人车误入检出装置；

７）　载车板上汽车位置检测装置；

８）　出入口门、围栏联锁安全检查装置；

９）　自动门防夹；

１０）　防重叠检测装置；

１１）　运转限制装置；

１２）　控制联锁功能；

１３）　超载限制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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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监理资料

７．１　管理资料

在制造和安装监理过程中，应按照ＧＢ／Ｔ２６４２９相关要求对监理资料进行管理。

７．２　资料内容

监理资料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ａ）　监理资料包括以文字、图形、照片等为主要内容纸质形式的资料，以及电子文件形式的资料；

ｂ）　根据项目管理的特点，监理资料可根据工程阶段、设备类别、服务内容、专业类别、资料的内容

等进行分类。

７．３　资料分类

按监理资料的内容可将其分为如下几类：

ａ）　依据类合同文件，包括监理合同等。一般包括项目合同、图纸、方案、变更文件、有关的会议纪

要等。

ｂ）　监理工作文件类，包括质量计划、监理细则等。

ｃ）　监督管理类，指检查、审核、确认、见证等监理记录，包括见证记录、审核记录、监理日记等，以及

被监理单位提交的方案、计划、报告、质量记录等文件和记录。

ｄ）　指令文件类，包括监理工程师通知单、支付证书、暂停令、开工／复工指令等。

ｅ）　沟通协调类，包括会议纪要、工作联系单、相关的往来文件、相关的电话、传真记录等。

ｆ）　监理报告类，包括监理总结报告、监理阶段报告等。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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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机械式停车设备制造阶段监理内容和见证方式

表Ａ．１规定了机械式停车设备制造阶段监理内容和见证方式。

表犃．１　制造阶段监理内容和见证方式

序号 名称 监理内容 见证方式 章条编号

１ 制造前

１．人员资格

２．相关标准和规范、设备设计文件、主要工艺方案

３．被监理单位的供应商、分包方的控制制度与实施情况

４．被监理单位检验制度，检查被监理单位相关表格

５．检验计划、采购计划和生产计划

Ｒ

Ｒ

Ｒ

Ｒ

Ｒ

５．１

２ 原材料

１．设计图纸或技术规格书

２．现场存储情况、标识及外观质量

３．主要原材料及焊材质量证明文件

４．主要原材料及焊材进厂检验记录

Ｒ

Ｗ

Ｒ

Ｒ

５．２

３ 主要外购件

１．外购件品牌、型号、规格、参数、数量

２．现场存储情况、标识及外观质量

３．质量证明文件、性能报告、复检报告

Ｒ

Ｗ

Ｒ

５．３

４ 焊接

１．焊接作业人员资格、无损检测机构及人员资质

２．焊条、焊丝、焊剂和钢材的牌号、规格

３．焊接工艺、质量检验的执行情况

４．焊缝外观质量

５．焊缝无损检测报告

Ｗ

Ｒ

Ｗ

Ｗ

Ｒ

５．４

５
表面涂装和

防锈

１．表面处理及涂装

２．涂装前材料表面处理情况

３．构件涂层的厚度

４．漆膜附着力

５．涂层颜色和表面外观质量

６．出厂前裸露加工面采用的防锈措施

Ｈ

Ｗ

Ｗ

Ｗ

Ｗ

Ｗ

５．５

６ 主要部件

１．检验记录或报告

２．尺寸（包括主要外形尺寸和接口尺寸）

３．装配质量

Ｒ

Ｗ

Ｗ

５．６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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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序号 名称 监理内容 见证方式 章条编号

７ 电气设备

１．电线电缆的敷设及端部标志或编号

２．仪表、按钮、操作开关的标识

３．电动机的保护措施，包括短路、缺相、错相、过载保护

４．电气设备的隔离开关、紧急停止开关

５．电控柜等电气设备出厂测试报告

Ｗ

Ｗ

Ｗ

Ｗ

Ｒ

５．７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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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机械式停车设备安装阶段监理内容和见证方式

表Ｂ．１规定了机械式停车设备安装阶段监理内容和见证方式。

表犅．１　安装阶段监理内容和见证方式

序号 名称 监理内容 见证方式 章条编号

１ 安装前

１．安装单位、人员资质

２．检查现场特种设备及作业人员的资质

３．安装计划、安装工艺和出厂试验大纲

４．检测工具、仪器、仪表和设备的能力范围、校准、检定状态

５．停车设备定位基准的面、线或点对安装基准线的平面位

置和标高的偏差

６．停车设备部件出厂文件

Ｒ

Ｗ

Ｒ

Ｒ

Ｒ

Ｒ

６．１

２
金属结

构件安装

１．金属结构件立柱与梁连接后的自检记录

２．金属结构件安装质量，包括：垂直度公差、平行度公差、对

角线长度公差、柱距偏差等

３．停车位同层不同列的上表面高度极限偏差

４．地脚螺栓装设质量

５．高强度螺栓的安装工艺与工艺文件

６．高强度螺栓的力矩

Ｒ

Ｗ

Ｗ

Ｗ

Ｒ

Ｗ

６．２

３

部
件
安
装

导轨

轨道

１．导轨及其附件在井道或金属结构上的安装牢固度

２．防止导轨附件松动或旋转而使导轨松脱的措施

３．平行导轨接头和错开距离

４．固定导轨支架的预埋件安装质量

５．当缓冲器被平衡重完全压缩时，检查另一侧导轨的安全

距离

６．每列导轨工作面（包括侧面与顶面）的垂直度偏差

７．搬运器两导轨顶面间的距离偏差和平衡重两导轨顶面间

的距离偏差

８．导轨接头部位高低差及侧面错位

１．两运行轨道同一垂直截面上高度差

２．运行轨道接头部位高低差、侧面错位、过渡平滑程度

３．轨道水平方向安装偏差

４．运行轨道垂直方向安装偏差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６．３．１

６．３．２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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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序号 名称 监理内容 见证方式 章条编号

３

部
件
安
装

平衡

重装置

回转盘

通道

钢丝绳

链轮

与链条

液压

系统

１．平衡重的重量与设计文件符合性

２．平衡重固定

３．防脱装置

１．回转盘水平度

２．回转盘停车面高度差以及回转盘边缘与地坑边缘水平

间隙

３．回转盘转换区或工作区的设置，回转盘的运转，回转盘上

停放的汽车回转轨迹与周围障碍物之间的间隙

１．出入口的尺寸

２．人行通道的设置及尺寸

３．门安装质量

１．钢丝绳规格

２．钢丝绳绳端固定连接情况

３．搬运器或载车板处于最低工作位置时，检查钢丝绳在卷

筒上的缠绕圈数

１．链轮链条的规格

２．链条拉杆的螺纹表面质量

３．防脱链装置或张紧装置的安装牢固度

４．链轮与链条啮合处安全防护壳

１．系统安装情况，如油路清洗、接头安装质量、有无渗漏

２．系统运行情况

３．失压安全保护装置

４．切断装置

５．额定起重量的搬运器停靠在最高层站时沉降

Ｒ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Ｒ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６．３．３

６．３．４

６．３．５

６．３．６

６．３．７

６．３．８

４
安全防护

装置

１．阻车器

２．防止载车板坠落装置

３．轨道端部止挡装置

４．松绳（链）检测装置或载车板倾斜检测装置安装质量

５．安全钳安装质量

６．限速器动作点

７．紧急联络装置

８．缓冲器装置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６．４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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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序号 名称 监理内容 见证方式 章条编号

５ 电气安装

１．露天装设的电气设备的防潮湿、积水、雨雪、砂浆、灰尘等

杂物侵入措施

２．动力线及控制线的安装质量，包括电缆防护装置、电缆敷

设方式、电缆的终端的电缆标识牌、电缆防护装置接地、电

气线路布置的符合性、电缆的敷设弯曲半径等

３．接地装置的安装、接地电阻

４．在机房或地坑内，检查供检修用的电源插座、紧急停止

开关

５．用于人车共乘方式的升降搬运器内照明和应急照明的

设置

６．绝缘电阻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６．５

６ 功能试验

１．各运动机构运转情况

２．各运动机构联动情况

３．运行停准误差和平层误差

４．至少要见证安全防护装置试验包括紧急停止开关；防止

超限运行装置；汽车长、宽、高限制装置；检查载车板锁定

装置；警示装置；人车误入检出装置；载车板上汽车位置检

测装置；出入口门、围栏联锁安全检查装置；自动门防夹；

防重叠检测装置；运转限制装置；控制联锁功能；超载限

制器

Ｈ

Ｈ

Ｗ

Ｈ

６．６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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