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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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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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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长隆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中国特种设备检测

研究院、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际主题乐园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甘兵鹏、林伟明、蒋敏灵、王为国、梁朝虎、张勇、宋伟科、郭俊杰、陈奕、

喻国梁、黄日高、于凯。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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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GB/T 35770—2022《合规管理体系  要求及

使用指南》和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安全主体责任相关监督管理规定的精神制

定，旨在规范和推广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的合规性管理，提高大型游乐设施运行使用的安全水平。 

本文件规定了大型游乐设施在运营使用过程中所涉及的人员、设备、外部环境、风险分级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应急管理等方面的合规管理内容及要求。本文件的使用有助于大型游乐设施运营

使用合规性管理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本文件由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以下简称“中特促进会”）负责解释，对于未经中

特促进会书面授权或认可的其他机构对标准的宣贯或解释所产生的理解歧义和由此产生的任何后

果，以及本文件使用方对于因本文件使用不当所产生的任何纠纷和损失，中特促进会将不承担任何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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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合规管理基本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型游乐设施监督检验、运行环境及相关建（构）筑物、操作与服务、自行检查

与维护保养、定期检验、重大修理、改造、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等方面的合规管理的基本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特种设备目录》范围内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的合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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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8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 

GB/T 20306  游乐设施术语 

GB/T 33942  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41106.2—2021  大型游乐设施  检查、维护保养与修理  第 2 部分：轨道类 

GB/T 41106.3—2021  大型游乐设施  检查、维护保养与修理  第 3 部分：旋转类 

GB/T 41106.4—2021  大型游乐设施  检查、维护保养与修理  第 4 部分：升降类 

GB/T 41106.5—2021  大型游乐设施  检查、维护保养与修理  第 5 部分：水上类 

GB/T 41106.6—2021  大型游乐设施  检查、维护保养与修理  第 6 部分：虚拟体验类 

GB/T 42100  游乐园安全  应急管理 

GB/T 42102  游乐园安全  现场安全检查 

GB/T 42103  游乐园安全  风险识别与评估 

TSG 08—2017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20306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运营使用单位  operational using units 

从事大型游乐设施日常经营管理，向监管部门办理使用登记的事业单位、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等。 

注：运营使用单位包括公司、子公司、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和具有营业执照的分公司、

个体工商户等。一般是大型游乐设施的产权单位或个人，也可以是产权单位或个人通过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关系确

立的大型游乐设施实际使用管理者。 

3.2 

合规管理  compliance management 

运营使用单位以有效管控合规风险为目的，按照必须执行的法律、法规、标准、政策文件，以

及自我承诺遵守的标准、安全管理制度（含企业标准），在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过程中所开展的

制度（体系）建设、流程管理、风险识别管控、合规管理评价等有组织、有计划的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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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标准对规范、指导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单位安全管理工作有着

重要的作用，国家鼓励企业采用。运营使用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安全管理制度，有条件的还制定了高于国家标准

的企业标准。运营使用单位对上述标准、安全管理制度作出遵守承诺后，则其同样属于合规性管理的范畴。 

3.3 

主要负责人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enterprise 

运营使用单位中实际领导、指挥生产经营日常活动的决策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如董事长、总

经理）和实际控制人（如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 

3.4 

改造  modification 

通过改变主要受力部件、主要材料、设备运动形式、重要几何尺寸或主要控制系统等，使大型

游乐设施的主体结构、性能参数发生变化的活动。 

3.5 

维护保养  maintenance 

通过设备部件拆解，进行检查、系统调试、更换易损件，但不改变大型游乐设施的主体结构、

性能参数的活动，以及日常检查工作中紧固连接件、设备除尘、设备润滑等活动。 

3.6 

修理  repair 

通过设备部件拆解，更换或维修主要受力部件，但不改变大型游乐设施的主体结构、性能参数

的活动。 

3.7 

重大修理  overhaul 

通过设备整体拆解，进行检查、更换或维修主要受力部件、主要控制系统或安全装置功能，但

不改变大型游乐设施的主体结构、性能参数的活动。 

4  总则 

4.1  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的合规管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建立以全员安全责任制为核心的安全管理体系或制度； 

b） 设置安全管理机构（达到条件的）； 

c） 任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总监（以下简称“安全总监”），配备大型游乐设施安全员（以下简称

“安全员”）和各类作业人员； 

注：安全总监是指运营使用单位管理层中负责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安全的管理人员；安全员是指运营使用单位具体

负责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安全的检查人员。 

d） 按相关规定上报或备案； 

e） 按相关规定接受或开展审查审批； 

f） 按相关规定接受或开展相关检验检测、安全评估或鉴定； 

g） 配合监督检查； 

h） 满足安全管理行为要求（如开展安全风险评估与隐患排查治理、召开特种设备安全例会、开展

应急演练等）。 

4.2  运营使用单位应确定责任部门或人员，由其负责及时识别和获取适用的法律、法规、标准（参

见附录 A），编制合规义务清单并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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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运营使用单位应建立健全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制度，并将合规义务清单中的要求融入其中，

传达培训并落实执行到位。 

4.4  安全管理制度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安全技术档案管理制度； 

b） 安全操作规程； 

c） 日常安全检查制度； 

d） 维护保养制度； 

e） 定期报检制度； 

f） 作业和服务人员守则； 

g） 作业人员及相关运营服务人员安全培训考核制度； 

h） 应急救援演练制度； 

i） 意外事件和事故处理制度； 

j） 其他。 

注：运营使用单位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建立开闭园（如季节性开放的单位）、故障、安全会议、相关方、备品

备件、安全设备设施与安全标志标识等其他管理制度，或在上述制度中进行规定。 

4.5  运营使用单位应配备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逐台落实安全责任人；使用 10 台以上（含 10

台）大型游乐设施的，应当设置安全管理机构。 

注：安全管理机构是指运营使用单位中承担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职责的内设机构。 

4.6  安全管理机构应履行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在安全总监的领导下，协助主要负责人

推动、监督运营使用合规管理。其他业务部门应履行其在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合规管理中的责任。 

4.7  主要负责人是运营使用单位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应建立并落实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安全主体

责任的长效机制。主要负责人承担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职责： 

a） 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b） 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责任制，推进本单位安全管

理规范化、标准化与信息化建设； 

c） 组织制订并实施本单位安全工作计划（含安全培训计划）； 

d） 发展和支持合规文化； 

e） 保证本单位安全投入的有效实施； 

f） 支持和保障安全总监、安全员开展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安全管理工作； 

g） 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

工作，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h） 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安全会议，落实大型游乐设施安全工作； 

i） 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大型游乐设施预案； 

j） 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4.8  运营使用单位根据本单位大型游乐设施的数量、类别、用途、使用环境等情况配备安全总监。

使用 10 台（套）及以上大型游乐设施的运营使用单位应当配备安全总监。安全总监协助主要负责

人做好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安全管理工作，直接对本单位主要负责人负责。安全总监承担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职责： 

a） 组织宣传、贯彻有关法律法规和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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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组织制定本单位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安全管理制度，督促落实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安全责任制； 

c） 组织制定大型游乐设施事故应急专项预案，组织或参与应急演练； 

d） 落实大型游乐设施安全事故报告义务，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扩大； 

e） 对安全员进行安全教育和技术培训，监督、指导安全员做好相关工作； 

f） 按照规定组织开展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安全风险评价工作，拟定并督促落实大型游乐设施运

营使用安全风险防控措施； 

g） 对本单位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安全管理工作进行检查，及时向主要负责人报告有关情况，提出改

进措施； 

h） 接受和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监督检查、监督检验、定期检验和事故调查等工作，

如实提供有关材料； 

i） 组织合规管理评价； 

j） 履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规定和本单位要求的其他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安全管理职责。 

4.9  运营使用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大型游乐设施情况，配备适当数量的安全员，并逐台确定大型

游乐设施安全员。安全员按照职责要求，对安全总监或单位主要负责人负责，承担下列职责： 

a） 建立健全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档案，并办理本单位大型游乐设施使用登记； 

b） 组织制定各台大型游乐设施操作规程； 

c） 参与或组织对作业人员进行教育和培训，监督、指导作业人员做好相关工作； 

d） 编制大型游乐设施自行检测和定期检验计划，督促落实大型游乐设施自行检测、定期检验和后

续整改等工作； 

e） 监督作业人员正确操作和维修保养大型游乐设施； 

f） 按照规定报告大型游乐设施事故，参加大型游乐设施事故救援，协助进行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 

g） 纠正和制止作业人员的违章行为； 

h） 履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规定和本单位要求的其他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安全管理职责。 

4.10  运营使用单位应根据业务需求和岗位职责制定培训大纲、计划或方案，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

安全教育培训及考核，使其具有正确作业的能力、识别管控安全风险的能力、发现处理异常情况的

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安全教育培训应满足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a） 培训学时应不少于相关法规要求； 

b） 从业人员经考核合格后方可安排上岗； 

c） 培训、考核应保存记录； 

d） 对培训计划、实施等进行质量管控； 

e） 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并不断改进。 

4.11  运营使用单位应结合安全检查、隐患排查等工作，对本单位合规管理情况进行经常性的检查

抽查，应每年自行组织（结合管理评审、年度总结等工作）或委托开展一次全面完整的合规管理评

价。合规管理评价表参见附录 B。 

4.12  运营使用单位租借场地开展大型游乐设施经营的，应当与场地提供单位签订安全管理协议，

约定各自的安全管理职责等；应主动开展安全工作，接受场地提供单位的安全监督与管理。 

4.13  场地提供单位应核实运营使用单位是否满足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运营使用条件，不应将场地

租借给不具备安全运营条件的单位或个人。 

4.14  运营使用单位应加强作业质量管控和作业安全管理，确保员工、相关方规范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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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于常规作业，应确保员工严格依据作业文件开展作业，做好记录并签名确认；作业后，及时

将工器具、器材、物件清理归位。 

b） 对于安全风险不确定的作业（临时作业、特殊作业等），应组织制定或审核作业方案，落实安

全管控措施。 

c） 不应在运营期间，在大型游乐设施运行区域进行危险作业。 

注：危险作业包括高空、高压、有限空间、动火、动土、吊装与拆卸、水下作业等。 

4.15  运营使用单位应接收和处理来自员工、游客、供应商、监管部门的合规情况反馈。 

4.16  运营使用单位应配合当地安全监管平台的信息化工作。 

5  监督检验 

5.1  运营使用单位应采购具备合法资质、质量可靠的大型游乐设施，不应采购、租赁未取得许可

生产，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以及超过设计使用年限且未经安全评估合格的大型游乐设施。 

5.2  大型游乐设施在安装、重大修理、改造完成且自检合格后，施工单位应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

申报监督检验。 

5.3  大型游乐设施在投入使用前或投入使用后 30 日内，运营使用单位应向使用登记部门登记。 

5.4  除监督检验合格、办理使用登记之外，运营使用单位还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拟运营的大型游乐设施

开展如下工作： 

a） 开展安全风险识别与评估； 

b） 配备各类作业人员； 

c） 设备管理人员、操作人员、自检维护人员、服务人员应由设备制造单位进行使用操作、故障排

查与处理、安全风险识别、应急处置等方面的专业培训与考试考核，具备相应能力； 

d） 完成操作规程与自检维护作业指导文件（含记录表格）编制或修订； 

e） 完成应急预案编制、应急物资装备配备及应急演练； 

f） 设置安全标志与游客须知； 

g） 完成现场隐患问题（如有）整改； 

h） 试运行平稳无故障； 

i） 其他。 

注：设备移装时，已有操作规程、自检维护作业指导文件、应急预案等制度文件且不需修改的，视为完成。 

5.5  具备条件的运营使用单位，宜在监督检验（或验收检验）后组织内部竣工验收。 

5.6  出现以下情况，运营使用单位应按照相关法规、标准的规定对在用大型游乐设施开展全面检

测或安全评估，对从业人员进行针对性安全培训，确认满足安全运营条件后方可复业运营。 

a） 发生游客伤亡责任事故； 

b） 受自然灾害影响并造成设备损坏； 

c） 季节性停运等原因造成大型游乐设施停运半年及以上； 

d） 发生重大故障； 

e） 其他。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有规定的，还应经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检验合格。 

6  运行环境及相关建（构）筑物 

6.1  大型游乐设施与建（构）筑物、高大植物以及其他设备设施之间应具有足够的安全距离或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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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有效的安全保护措施，符合设备安全运行、检测与维护保养、救援疏散、防火、防触电、防坠物

倒塌、防人体挤压、防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安全要求。 

6.2  大型游乐设施运行安全距离、栅栏、站台、通道、安全网等应符合 GB 8408 及各类游乐设施

通用技术条件的相关要求。 

6.3  大型游乐设施正常运行、检修运行和发生异常时的设备运行包络线内不应存在或出现障碍物。 

注：安全包络线是指标准人体在束缚装置允许情况下，身体依靠在座椅上伸展身体，指尖和脚尖扫过的最大范围并

向外延伸 100 mm 的空间。标准人体的尺寸对应 GB/T 10000《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百分位数 99 的男性人体尺寸。 

6.4  大型游乐设施排队区域应方便游客离开，并且可在紧急情况下能快速疏散；快速排队通道设

置应避免与普通排队区域产生对冲。 

6.5  室内或夜间运行的大型游乐设施，运行区域、通道和出入口等处的照度应符合 GB 8408 的规定。 

6.6  对大型游乐设施进行造型装饰应征得设备制造单位的同意并取得相应证明文件，且满足下列要求： 

a） 不影响设备本体结构； 

b） 不影响设备操作视线； 

c） 不妨碍应急设备的使用与人员疏散； 

d） 不采用可燃、易燃材料； 

e） 应便于检查、维护； 

f） 装饰线路设计、敷设应符合电气标准相关要求，不影响大型游乐设施电气控制系统； 

g） 乘客活动区域地面距上方装饰造型的净高满足安全距离。 

6.7  对于乘客和操作人员可进入的开放运行区域（如上下客区域），需根据设备运行安全空间的

要求，在地面标出安全警示区域，提示乘客和工作人员在项目启动前，尽快离开运行区域，避免发

生碰撞事故。对于后勤等风险区域，应采取隔离、标志、门禁、监控等措施，防止游客进入。 

6.8  运营使用单位应对大型游乐设施运行环境及相关建（构）筑物开展日常安全检查巡查。大型

游乐设施安装在室内或楼顶的，运营使用单位应按照相关法规、标准的要求，定期委托有资质机构

对建筑物结构安全进行鉴定或检测。 

7  操作与服务 

7.1  运营使用单位应在使用维护说明书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风险和运行特点，

分别制定操作规程。操作规程一般应包括设备运行参数、操作程序和方法、安全注意事项和异常情

况处置等内容。 

7.2  操作、服务人员应经运营使用单位内部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独立上岗。 

7.3  操作人员应履行以下职责： 

a） 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和操作人员守则； 

b） 每次运行前向乘客告知安全注意事项，对保护乘客的安全装置逐个检查确认； 

c） 运行时密切注意乘客动态及设备运行状态； 

d） 大型游乐设施发生故障或突发事件时，立即按应急处置流程停止设备运行，并向管理人员报告； 

e） 如实记录设备运行情况（如运行日期、运行次数、天气状况、运行时长、当班操作人员姓名、

当班时间段、当班期间每次运行载客人数、故障信息等）； 

f） 其他。 

7.4  服务人员应履行以下职责： 

a） 项目开始前，确认游客是否达到乘坐条件并充分了解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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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密切注意游客动态，及时提醒和制止游客不安全行为； 

c） 密切观察设备震动、摇晃、声音等异常情况； 

d） 在应急过程中，全程保持对乘客状态的关注并安慰乘客； 

e） 其他。 

7.5  大型游乐设施不应超载、超参数运行或“带病”运行。 

7.6  大型游乐设施运营过程中，操作、服务人员应专注本职工作，不应擅自离开岗位或串岗。 

7.7  操作人员不应操作本人不熟练掌握的大型游乐设施。 

7.8  无证人员不应擅自操作大型游乐设施。 

7.9  运营使用单位应设置画面清晰的监控装置，且至少能够记录下列内容： 

a） 设备运行状况及游客乘坐状态； 

b） 操作、服务人员的作业过程； 

c） 排队区。 

注：监控保存时间推荐至少 1 周。 

7.10  每台（套）大型游乐设施应配备广播系统，保证游客在乘坐前能够听到乘坐须知和紧急情况

下的安抚与疏散信息。 

7.11  操作、服务人员应通过移动电话或对讲设备，与工程设备、安全值班等部门保持联系畅通。 

8  安全设备设施与安全标志 

8.1  运营使用单位应确保大型游乐设施所设置的乘客束缚装置（含联锁控制与显示）、制动装置、

限速装置、限位装置、止逆装置、防碰撞装置、防雷装置、风速计、副操确认按钮、安全网、防护

罩等各种安全设备设施齐全、完好、有效。 

8.2  可能发生人员坠落、误入、碰撞等危险的位置（如高处等候区、登舱平台）应设置防护栅栏；

无法设置防护栅栏的位置，应设置安全网。栅栏材料、形式、高度以及所能承受载荷应符合 GB 8408

等相关文件规定；栅栏应设计为防攀爬结构，不应采用花饰等易于攀爬的构造。 

8.3  运营使用单位应在出入口、等候区等显著位置，按照相关要求张贴使用登记标志、检验标志、

安全使用说明、乘客须知（包括视频与广播）﹑安全注意事项、警示标志等；并在扶手、舱门等显

著位置，张贴与设备风险相结合的重点突出的安全注意事项。有吊舱的高空游乐设施，应在吊舱内

张贴紧急联系电话、禁止将头手伸出窗外、禁止吸烟、禁止摇晃、严禁自行开门及吊舱编号等。 

8.4  安全使用说明、乘客须知或安全注意事项应符合设备安全特性，包括设备运动特点、乘客范

围、身体条件限制、乘坐注意事项与禁忌事宜等方面的内容。 

8.5  设在人员可接触区域内的安全标志，不应有明显的尖锐棱角；固定在地面时，地脚螺栓应采

取包覆处理。 

8.6  运营使用单位应对安全标志进行检查巡查与维护保养，发现有缺失、变形、破损或变色、松

动、连接件脱漏、遮挡的，应及时修复或更换，确保安全标志始终处于完好状态。 

8.7  运营使用单位宜根据运营特点，采用先进、多样且易于理解的提示方式，使游客获得充分的

安全信息。 

9  自行检查与维护保养 

9.1  运营使用单位应建立大型游乐设施自检维护制度，按计划开展各种预防性自检维护工作，并

加强过程质量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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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运营使用单位不应以大型游乐设施生产（含制造、安装、改造、修理）单位的质量保证期服

务替代自行检查和维护保养。 

9.3  运营使用单位应结合设备使用维护说明书、安全技术规范、相关标准和设备施工过程质量差

错等，制定个性化的自检维护作业指导文件，并根据国内外先进管理经验与事故教训、安全检查、

使用过程中的故障异常，以及法规、标准新要求等进行有针对性的动态更新和持续优化。 

9.4  运营使用单位应根据本单位不同类型大型游乐设施具体特点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适合本单

位的大型游乐设施检查维护保养周期（日、周、月、年或更长周期）、项目、内容与方法。轨道类、

旋转类、升降类、水上类、虚拟体验类大型游乐设施检查与维护保养的项目、内容、要求与方法宜

参照 GB/T 41106.2—2021～GB/T 41106.6—2021 附录 A、附录 B 和本文件附录 C 制定。 

注：自检项目表样例见附录 C。 

9.5  自检维护作业指导文件及其记录表单应全面完整且便于追溯，应实现定设备、定部件、定位

置、定项目、定方法、定标准、定周期、定比例。 

9.6  运营使用单位应在每日投入运行前，按照检查记录表单规范开展安全检查和试运行，并作出

记录。 

9.7  不同部门、班组或岗位的职责分工应清晰明确，覆盖大型游乐设施本体及附属设备、运行环

境、相关建（构）筑物、安全设备设施与安全标志等全部范围与对象，不应产生安全管理空白；部

门、班组或岗位之间应规范交接并记录。 

9.8  运营使用单位开展自检维护工作，应当配备具有能力资格的作业人员、必备工具和设备。无

损检测、焊接、电气等相关人员，应具有专项技能并取得相应证书。需定期校验的自检工器具，应

在计量有效期内。 

9.9  对于工作量大的自检项目（如观览车轿厢、过山车轨道与立柱等），运营使用单位应有计划

性地分解检验任务，在计划的时间内分期分批完成。 

9.10  作业人员应按照自检维护计划和作业指导文件，主动、规范开展自检维护工作，不应擅自变

更，不应漏项。 

9.11  自检维护工作应留有全面、准确的记录和质量证明文件。 

a） 对于有数据（如电流、电阻、气压等）要求的测量、测试类项目，必须记录实测数据； 

b） 对典型缺陷除文字记载外，还应采取拍照或摄像形式留存； 

c） 修理质量证明文件工作应与自检记录发现的缺陷对应封闭，证明已经通过维修予以解决。 

9.12  在国家法定节假日、举办大型活动以及其他客流高峰前，运营使用单位应对大型游乐设施进

行全面检查维护，并在高峰客流期间加强日常自检维护、安全值守与安全巡查。 

9.13  运营使用单位应对大型游乐设施故障进行全过程管理，提高设备运行可靠性与安全性。故障

管理的重点宜为高空、涉水、停机后解救困难、载客量大、电气控制系统复杂的游乐设施。故障管

理不限于分类分级、信息记录、分析诊断、处理解决、统计分析、改进策略、效果评价等内容。 

注：改进策略，包括完善工作流程，调整备品备件，调整点检计划部位和项目，实施技改等。 

9.14  自检维护作业时，宜至少安排 2 名具有能力资格的人员配合作业，落实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现

场作业安全防护措施： 

a） 确认自检维护作业区域安全条件，在作业地点和邻近区域设置防护栅栏、安全警示标志； 

b） 涉及危险作业的，安全防护装备应配备、穿戴齐全； 

c） 检查电气部位时，应采取上锁挂牌等防触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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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 

e） 保证足够强度的照明； 

f） 作业完成后，及时拆除临时设备设施，清理现场。 

9.15  运营使用单位应按照安全技术规范和使用维护说明书的周期、比例和方法，对主要受力部件

和关键焊缝进行无损检测。自行开展无损检测的，应具备无损检测资质或人员具有无损检测资质，

出具的无损检测记录和报告应长期保存。运营使用单位或维护保养单位委托其他单位开展无损检测

的，被委托单位应具备无损检测资质，由被委托单位出具的无损检测记录和报告应长期保存。 

9.16  运营使用单位应根据使用维护说明书和实际故障情况，制定并维护易损件清单，按期更换符

合要求的易损件并及时补充。 

9.17  应当及时更换经检验检测或者安全评估后不符合安全使用条件的主要受力部件。 

9.18  不具备相应人员、工具或设备的运营使用单位，应当委托具有资质能力的专业维保单位进行

大型游乐设施维护保养。实行委托维保的，双方应签订维保合同。运营使用单位应对维保质量进行

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 

9.19  对前场运营区域内的或游客易触及的用电设备设施（包括装饰照明、游客操作开关、用电标

志牌等）和水公园涉水电气设备设施，应采取相应的电击防护措施，并定期进行检查检测。对室内

安装的大型游乐设施的电气设备、线路应定期进行检查检测，防止发生电气火灾。 

10  定期检验 

10.1  运营使用单位应在大型游乐设施安装监督检验完成后 1 年内，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提出首次

定期检验申请。 

10.2  在大型游乐设施定期检验周期届满 1 个月前，运营使用单位应当提出定期检验申请，并做好

相关准备，包括设备停机安排、资料准备、自行全面检查并出具记录或报告、现场工作条件等。委

托制造单位或第三方专业单位进行全面检查的，自检记录或报告应经运营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人员签

字确认。 

10.3  运营使用单位应将定期检验提出的隐患问题列出清单，按照要求期限及时整改销项。 

11  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 

11.1  运营使用单位宜参照 GB/T 42103 的规定进行风险识别、评估与管控。 

11.2  运营使用单位应从大型游乐设施全生命周期各阶段和环节，对设备、场地环境、建（构）筑

物、管理、业务活动等方面进行全面风险识别与评估，确定风险等级，制定管控措施，形成风险分

级管控清单。 

注：业务活动包括运营活动、游客活动、作业活动等。 

11.3  当组织架构、场地环境、建（构）筑物、设备设施、业务活动或现行法规标准发生重大变更

时，运营使用单位应重新开展风险识别评估，调整管控措施。 

11.4  运营使用单位宜通过安全管理信息系统或设备自检维护系统，对故障、事故、安全检查问题

等进行统计分析，找出安全风险的动态分布特征及趋势，并实现监测预警。 

11.5  风险识别管控应与安全检查巡查、检验检测发现问题及典型事故案例排查整改相结合，形成

双重预防机制。 

11.6  运营使用单位宜参照 GB/T 42102 健全本单位安全检查巡查机制，压实业务部门的安全主体

责任和安全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责任，使安全检查巡查工作系统化、常态化、规范化与重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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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日常安全检查是营运、设备等业务部门按作业指导文件进行的日常检查维护，安全检查巡查是对日常安全

检查是否开展以及开展质量的监督。 

11.7  安全检查巡查包括经常性安全检查巡查、专项安全检查、综合性安全检查以及特定情况与时

段的临时性检查等。运营使用单位应根据情况适时开展相应种类的安全检查巡查，专项安全检查、

综合性安全检查宜制定检查项目表。 

11.8  运营使用单位应对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检查巡查的范围、对象与重点、内容、标准、周期、流

程、人员、发现问题后的整改与封闭情况等管理要求做出明确规定。 

11.9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运营使用单位应制定整改计划或方案，有效实施整改，实现最终封闭。

对于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应举一反三、全面系统、追根溯源地进行排查整改。 

注：举一反三、全面系统、追根溯源指在现有问题的基础上，扩大排查范围并对现象背后的根源性管理问题进

行深入追查。例如有无部门/班组/岗位进行管理，有没有岗位职责，有无管理制度和作业文件，管理制度和作业文

件是否符合要求，人员是否接受培训并具备能力，人员是否实际执行管理制度和作业文件等。 

11.10  运营使用单位应按照政府部门发布的排查通知以及自行收集的行业内外已发生的可借鉴事

故案例，组织排查与整改，避免发生同类安全事故。 

11.11  大型游乐设施出现故障、异常后，运营使用单位应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排查，对排查发

现的缺陷问题及时进行修理，修理后对缺陷问题是否全部消除进行检查验收，相关人员复核签字，

实现“排查—修理—验收”的闭环。 

11.12  运营使用单位无法自主查清故障异常、消除安全隐患的，应委托有能力的单位对设备进行

全面检查，并主动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12  重大修理、改造 

12.1  运营使用单位应审查施工单位的资质能力及质量管理体系，不应将重大修理、改造业务承包

给不具备资格的单位。 

12.2  大型游乐设施进行改造的，应当重新设计，并进行设计文件鉴定、型式试验和监督检验。 

12.3  运营使用单位对大型游乐设施重大修理、改造前，应将拟进行的大型游乐设施改造情况书面

告知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告知后施工。 

12.4  改造竣工后，施工单位应当装设符合要求的铭牌，并在验收后 30 日内将技术资料移交运营

使用单位存档。 

12.5  大型游乐设施重大修理、改造竣工后，施工单位应将施工方案、施工记录、自检报告、监督

检验报告和无损检测报告等资料移交运营使用单位存档。 

13  移装、停用、启用、延寿与报废 

13.1  大型游乐设施移装时应办理告知，施工完成后申报检验，并按 TSG 08 的规定办理使用登记

变更。 

13.2  移动式大型游乐设施拆卸后，运营使用单位应在原使用登记部门办理注销手续。每次重新安

装投入使用前，运营单位应当向使用地注册登记部门办理注册登记。 

13.3  大型游乐设施拟停止使用 1 年以上时，运营使用单位应到注册登记管理部门办理停用手续。 

注：管辖地区对停用时间有更严格要求的，按当地要求执行。 

13.4  大型游乐设施停用期间，运营使用单位应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并设置停用标志。对于需要

定期检查、维保和试运转的，应按期开展并保存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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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即使大型游乐设施处于停用状态，运营使用单位仍需按照使用维护说明书要求和实际管理经验，对整机或

子系统进行检查、维护和试运转，防止设备恢复运营时频发故障甚至引发安全事故。 

13.5  大型游乐设施重新启用前，运营使用单位应到注册登记管理部门办理启用手续；并按照法规

标准规定和设备自身状况开展全面检测；超过定期检验有效期的，应申报检验。 

13.6  超过整机设计使用期限但仍有修理、改造价值的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安全

技术规范的要求通过检验或者安全评估，办理使用登记变更。延期施工前，施工单位应向当地特种

设备安全监察机构办理告知。对于延期使用的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单位应加强检验、检测和维

护保养，确保使用安全。 

13.7  达到下列条件的大型游乐设施，应予报废并到注册登记管理部门办理注销： 

a） 经检查、检验、检测或安全评估不合格，设备存在严重事故隐患，安全状况已不满足要求； 

b） 达到法规或强制标准、设计文件规定的使用年限，无修理、改造价值或无法修理改造的； 

c） 其他情况。 

13.8  大型游乐设施报废后，运营使用单位应采取措施消除使用功能，防止被误用或其他单位得到

报废设备后继续使用。拆除施工前，应当制定周密的拆除作业指导书，按照拆除作业指导书的要求

进行施工，保证拆除过程的安全。 

14  事故与应急管理 

14.1  运营使用单位宜参照 GB/T 42100 进行应急管理。 

14.2  运营使用单位应根据不同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特性，逐台（套）编制专项应急预案。预案的

格式、内容宜参照 GB/T 33942 执行。 

14.3  应急预案风险识别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a） 动力电源断电或设备发生故障危及人员安全； 

b） 突遇大风、暴雨、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 

c） 火灾、触电、溺水、高空滞留（困人）等突发事件或事故； 

d） 大型游乐设施运行过程中人员突发疾病。 

14.4  运营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应急管理第一责任人，应组织建立应急指挥机构，担任大型游乐

设施应急总指挥。 

14.5  应急指挥机构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健全应急体系与应急协同机制； 

b） 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制度与应急预案； 

c） 配置、管理应急物资、装备； 

d） 组织应急演练与总结； 

e） 检查应急日常工作； 

f） 指挥现场应急处置与救援； 

g） 配合事故调查。 

14.6  运营使用单位应配备数量足够的各类应急人员。指挥、操作、服务、医护、检修、安保等各

类应急人员应定期进行培训与考核，熟悉应急职责、流程与处置方法。 

14.7  运营使用单位应根据应急预案和实际应急工作需要，配备满足要求的应急装备与物资，进行

经常性检查与维护保养，确保处于良好状态。 

14.8  运营使用单位宜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与当地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建立应急联动机制，定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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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联合演练。 

14.9  每台（套）大型游乐设施每年至少组织 1 次应急演练。对于乘客人数多、提升高度高、设备

复杂、寿命延期等大型游乐设施，应增加演练频次；当出现安全责任事故、停运半年及以上、管理

团队重组等情况时，应专门组织应急演练。 

14.10  运营使用单位演练应从实战角度出发，组织相关员工与自救队伍、专业队伍、外协团队参

与，达到检验应急预案（适宜性、有效性和可行性）、锻炼应急队伍、提高应急技能、普及应急知

识、有效实施救援的目的。 

14.11  应急演练应采用文字、摄像与拍照等方式记录并存档。 

14.12  运营使用单位应对演练效果进行评估，改进应急管理工作。 

14.13  发生安全事故时，运营使用单位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及时有力组织应急处置或救援，保

护事故现场，按规定及时准确上报并积极配合调查。 

14.14  运营使用单位应建立健全事故分类分级、上报、应急、调查、复核、认定、处理、事故隐

患整改、事故台账及统计分析的管理机制。运营使用单位应通过对具有典型性和重复发生的企业管

辖的人员伤害事故分类、调查分析、有针对性排查等，从中找出问题原因与发生发展规律，进而采

取落实安全责任、健全制度文件、强化实施效果、完善硬件条件等防范和改进措施，以此防止事故

发生，减轻事故后果。 

14.15  运营使用单位应对事故响应及时性、应急处置有效性、事故上报及时性、调查处理准确性、

统计分析、吸取教训与整改、资料归档与保管等方面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总结评估，改进事故管理

工作。 

14.16  运营使用单位宜根据本单位安全管理水平和风险程度投保安全责任保险。 

15  安全技术档案 

15.1  运营使用单位应及时、全面、精准地归档安全技术档案并加以利用。 

注：安全技术档案是运营使用单位安全管理的见证，是正常开展工作、持续改进工作的重要支撑。 

15.2  运营使用单位应对每台（套）大型游乐设施建立完整的安全技术档案。 

15.3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档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选购资料； 

b） 合格证、使用维护说明书、重要零部件清单、图纸等随机文件； 

c） 安装调试资料； 

d） 监督检验、定期检验资料； 

e） 使用登记资料； 

f） 修理、改造资料； 

g） 运行记录； 

h） 自行检查资料（日常、定期、节前检查等）； 

i） 维护保养（如备件更换、扭矩检查、润滑等）资料； 

j）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资料； 

k） 应急预案、演练记录等应急资料； 

l） 故障资料； 

m） 相关方资料； 

n） 事故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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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人员培训、考核和证书档案； 

p） 其他。 

注：运营使用单位除做好安装调试资料、使用维护说明书、图纸等原始档案的归档利用之外，尤其要重视故障、

修理改造、安全检查、事故、演练等“活档案”的收集利用。 

15.4  运营使用单位应及时、如实、规范、详细地对教育培训、自检维护、应急演练等工作进行记

录。记录应进行审核把关、签字确认。采用信息化技术实现无纸化记录的，数据更改必须经授权、

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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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合规管理涉及的主要法律、法规、标准 

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合规管理涉及的主要法律、法规、标准见表 A.1。 

表 A.1  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合规管理涉及的主要法律、法规、标准清单 

序号 类别 文号或编号 名称 备注 

1 法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强制性 

2 行政法规 国务院令第 549 号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强制性 

3 地方性法规 — 
如浙江省特种设备安全条例、广东省特种

设备安全条例、天津市特种设备安全条例 

在其行政区域

内具有强制性

4 

部门规章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38 号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监察规定 强制性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57 号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 强制性 

6 

安全技术规范 

TSG 08—2017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强制性 

7 TSG Z6001—2019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 强制性 

8 国质检锅（2002）124 号 游乐设施监督检验规程（试行） 强制性 

9 国质检锅（2003）34 号 游乐设施安全监察技术规程（试行） 强制性 

10 国家标准 GB 8408—2018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 强制性 

11 国家标准 GB/T 18158—2019 转马类游乐设施通用技术条件 推荐性 

12 国家标准 GB/T 18159—2019 滑行车类游乐设施通用技术条件 推荐性 

13 国家标准 GB/T 18161—2020 飞行塔类游乐设施通用技术条件 推荐性 

14 国家标准 GB/T 18162—2008 赛车类游艺机通用技术条件 推荐性 

15 国家标准 GB/T 18163—2020 自控飞机类游乐设施通用技术条件 推荐性 

16 国家标准 GB/T 18164—2020 观览车类游乐设施通用技术条件 推荐性 

17 国家标准 GB/T 18165—2019 小火车类游乐设施通用技术条件 推荐性 

18 国家标准 GB/T 18166—2008 架空游览车类游艺机通用技术条件 推荐性 

19 国家标准 GB/T 18168—2017 水上游乐设施通用技术条件 推荐性 

20 国家标准 GB/T 18879—2020 滑道通用技术条件 推荐性 

21 国家标准 GB/T 20049—2006 游乐设施代号 推荐性 

22 国家标准 GB/T 20050—2020 大型游乐设施检验检测  通用要求 推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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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合规管理涉及的主要法律、法规、标准清单（续） 

序号 类别 文号或编号 名称 备注 

23 国家标准 GB/T 20051—2006 无动力类游乐设施技术条件 推荐性 

24 国家标准 GB/T 20306—2017 游乐设施术语 推荐性 

25 国家标准 GB 28265—2012 游乐设施安全防护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强转推 

26 国家标准 GB/T 30220—2013 游乐设施安全使用管理 推荐性 

27 国家标准 GB/T 31257—2014 蹦极通用技术条件 推荐性 

28 国家标准 GB/T 31258—2014 滑索通用技术条件 推荐性 

29 国家标准 GB/T 34370.1—2017 游乐设施无损检测  第 1 部分：总则 推荐性 

30 国家标准 GB/T 34370.2—2017 游乐设施无损检测  第 2 部分：目视检测 推荐性 

31 国家标准 GB/T 34370.3—2017 游乐设施无损检测  第 3 部分：磁粉检测 推荐性 

32 国家标准 GB/T 34370.4—2017 游乐设施无损检测  第 4 部分：渗透检测 推荐性 

33 国家标准 GB/T 34370.5—2017 游乐设施无损检测  第 5 部分：超声检测 推荐性 

34 国家标准 GB/T 34370.6—2017 游乐设施无损检测  第 6 部分：射线检测 推荐性 

35 国家标准 GB/T 34370.7—2020 游乐设施无损检测  第 7 部分：涡流检测 推荐性 

36 国家标准 GB/T 34370.8—2020 游乐设施无损检测  第 8 部分：声发射检测 推荐性 

37 国家标准 GB/T 34370.9—2020 游乐设施无损检测  第 9 部分：漏磁检测 推荐性 

38 国家标准 GB/T 34370.10—2020 
游乐设施无损检测 

第 10 部分：磁记忆检测 
推荐性 

39 国家标准 GB/T 34370.11—2020 
游乐设施无损检测 

第 11 部分：超声导波检测 
推荐性 

40 国家标准 GB/T 34371—2017 游乐设施风险评价  总则 推荐性 

41 国家标准 GB/T 36668.1—2018 
游乐设施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 

第 1 部分：总则 
推荐性 

42 国家标准 GB/T 36668.2—2018 
游乐设施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 

第 2 部分：声发射监测方法 
推荐性 

43 国家标准 GB/T 36668.3—2018 
游乐设施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 

第 3 部分：红外热成像监测方法 
推荐性 

44 国家标准 GB/T 36668.4—2020 
游乐设施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 

第 4 部分：振动监测方法 
推荐性 

45 国家标准 GB/T 36668.5—2020 
游乐设施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 

第 5 部分：应力检测/监测方法 
推荐性 

46 国家标准 GB/T 36668.6—2019 
游乐设施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 

第 6 部分：运行参数监测方法 
推荐性 

47 国家标准 GB/T 39043—2020 游乐设施风险评价  危险源 推荐性 

48 国家标准 GB/T 39079—2020 大型游乐设施检验检测  加速度测试 推荐性 

49 国家标准 GB/T 39080—2020 游乐设施虚拟体验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推荐性 

50 国家标准 GB/T 39417—2020 大型游乐设施健康管理 推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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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合规管理涉及的主要法律、法规、标准清单（续） 

序号 类别 文号或编号 名称 备注 

51 国家标准 GB/T 41106.1—2021 
大型游乐设施  检查、维护保养与修理 

第 1 部分：总则 
推荐性 

52 国家标准 GB/T 41106.2—2021 
大型游乐设施  检查、维护保养与修理 

第 2 部分：轨道类 
推荐性 

53 国家标准 GB/T 41106.3—2021 
大型游乐设施  检查、维护保养与修理 

第 3 部分：旋转类 
推荐性 

54 国家标准 GB/T 41106.4—2021 
大型游乐设施  检查、维护保养与修理 

第 4 部分：升降类 
推荐性 

55 国家标准 GB/T 41106.5—2021 
大型游乐设施  检查、维护保养与修理 

第 5 部分：水上类 
推荐性 

56 国家标准 GB/T 41106.6—2021 
大型游乐设施  检查、维护保养与修理 

第 6 部分：虚拟体验类 
推荐性 

57 国家标准 GB/T 42100—2022  游乐园安全  应急管理 推荐性 

58 国家标准 GB/T 42101—2022  游乐园安全  基本要求 推荐性 

59 国家标准 GB/T 42102—2022  游乐园安全  现场安全检查 推荐性 

60 国家标准 GB/T 42103—2022  游乐园安全  风险识别与评估 推荐性 

61 国家标准 GB/T 42104—2022  游乐园安全  安全管理体系 推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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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合规管理评价表 

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合规管理评价表参见表 B.1。 

表 B.1  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合规管理评价表 

序号 项目 子项目 评价结果 评价结论 

1 

总则 

编制合规义务清单并持续更新   

2 建立健全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制度   

3 设置安全管理机构   

4 配备安全员   

5 任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总监   

6 
配备相应数量、能力的管理人员、操作人员、自检维护人员和服

务人员 
  

7 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   

8 召开安全会议   

9 租借场地管理   

10 作业质量管控和作业安全管理   

11 合规情况反馈接收与处理   

12 配合当地安全监管平台的信息化工作   

13 

投用 

管理 

申报监督检验（或验收检验）   

14 注册登记   

15 开展全面检测或安全评估   

16 

运行环

境及相

关建

（构） 

筑物 

安全距离、栅栏、站台、通道、安全网等应符合相关要求   

17 
正常、检修和发生异常时的设备运行包络线内均不应存在或出现

障碍物 
  

18 排队区域   

19 室内或夜间运行的大型游乐设施照度   

20 造型装饰   

21 区域限制   

22 日常安全检查巡查与定期鉴定或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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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合规管理评价表（续） 

序号 项目 子项目 评价结果 评价结论 

23 

操作与

服务 

操作规程   

24 操作人员履职   

25 服务人员履职   

26 设备不应超载、超参数运行或“带病”运行   

27 人员不应擅自离开岗位或串岗   

28 无证人员不应擅自操作设备   

29 监控装置   

30 广播系统   

31 电话或对讲设备   

32 
安全设

备设施

与安全

标志 

各种安全设备设施齐全完好、有效   

33 防护栏杆与安全网   

34 显著位置张贴与设备风险相结合的安全标志   

35 安全标志检查巡查与维护保养   

36 

自行 

检查 

与 

维护 

保养 

制定自检维护作业指导文件并动态更新和持续优化   

37 
确定适合本单位的大型游乐设施检查维护保养周期（日、周、月、

年或更长周期）、项目、内容与方法 
  

38 自检维护作业指导文件及其记录表单应全面完整且便于追溯   

39 
每日投入运行前，按照检查记录表单规范开展安全检查和试运行，

并作出记录 
  

40 不同部门、班组或岗位的职责分工应清晰明确   

41 配备具有相应资格的作业人员、必备工具和设备   

42 需定期校验的自检工器具，应在计量有效期内   

43 检验任务分解与计划   

44 
作业人员按照自检维护计划和作业指导文件，规范开展自检维护

工作 
  

45 自检维护工作应留有全面、准确的记录和质量证明文件   

46 客流高峰全面检查维护、安全值守与安全巡查   

47 故障管理   

48 现场作业安全防护措施   

49 主要受力部件和关键焊缝无损检测   

50 按期更换符合要求的易损件并及时补充   

51 主要受力部件超过设计使用期限的管理   

52 
实行委托维保的，双方应签订维保合同。运营使用单位应对维保

质量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 
  

53 电击防护与电气火灾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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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合规管理评价表（续） 

序号 项目 子项目 评价结果 评价结论 

54 定期 

检验 

按时申报   

55 隐患问题列出清单，按照要求期限及时整改销项   

56 

风险分

级管控

与隐患

排查 

治理 

全面风险识别与评估，确定风险等级，制定管控措施   

57 重大变更时，重新开展风险识别评估，调整管控措施   

58 安全检查巡查   

59 问题整改   

60 案例排查与整改   

61 故障、异常后的排查与修理   

62 
重大 

修理、 

改造 

审查施工单位的资质能力及质量管理体系   

63 设计文件鉴定、型式试验和监督检验   

64 告知后施工   

65 

移装、停

用、启

用、延寿

与报废 

申报检验与使用登记变更   

66 停用手续   

67 停用期间管理   

68 启用手续   

69 延寿手续   

70 报废处理   

71 

事故与

应急 

管理 

逐台（套）编制应急预案   

72 建立应急指挥机构   

73 配备数量足够的各类应急人员   

74 配备满足要求的应急装备与物资并进行经常性检查与维护保养   

75 应急联动机制   

76 应急演练   

77 安全事故管理   

78 投保安全责任保险   

79 安全技

术档案 

及时、全面、精准地归档安全技术档案并加以利用   

80 一机一档   

注 1：运营使用单位应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确定适用的评价项目及周期。 

注 2：评价结论应填写符合或不符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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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大型游乐设施自检项目表 

大型游乐设施自检项目表可参照表 C.1 制定。 

表 C.1  某旋转类大型游乐设施自检项目表 

序号 
自检部位 

或项目 
点数 自检标准 

点检 

方法 

自检

周期

1 底座框架 1 销轴润滑油充足，无松动 目视 日 

2 地脚螺栓 8 地脚螺栓无锈蚀，防松线无位移 目视 日 

3 装饰板 7 无松动、变形，无明显裂纹 目视 日 

4 紧固件 120 无损伤、变形，无锈蚀 目视 日 

5 座舱 12 座舱玻璃钢无松动、变形，无明显裂纹 目视 日 

6 安全笼 12 安全笼无锈蚀、变形，无明显裂纹 目视 日 

7 扶手 48 扶手完好，焊缝处无明显裂纹 目视 日 

8 锁扣 12 锁扣开关顺畅，防护垫无开裂老化 测试 日 

9 二道保险 12 无松脱，无损伤、变形，无锈蚀 目视 日 

10 液压弹簧 12 无松脱，无泄漏，支撑和缓冲效果良好 测试、目视 日 

11 气弹簧 36 无松脱，无泄漏，支撑和缓冲效果良好 测试、目视 日 

12 固定销 16 固定销安装正常，无松弛，开口销功能正常 目视 日 

13 液压管道 3 液压管无泄漏，无老化开裂，接口接合紧密，无漏油 测试、目视 日 

14 液压泵 1 液压泵及其控制阀门进出油控制正常，无泄漏 测试、目视 日 

15 压力表 1 外观无破损，指针灵敏，工作压力在正常范围内 测试、目视 日 

16 液压缸 2 液压缸伸缩顺畅，无泄漏 测试、目视 日 

17 固定销轴 1 销轴的锁紧螺丝无松动，销轴无磨损 目视 日 

18 减速箱 2 螺栓防松线无移位，工作正常，无异常振动 
目视、测试、

耳听 
日 

19 灯饰 1 灯饰正常，灯罩无开裂或缺失 目视 日 

20 电机 2 螺栓防松线无移位，工作正常，无异常振动 
目视、测试、

耳听 
日 

21 行程开关 2 正常工作，无松脱 目视、测试 日 

22 电机控制盒 1 元件、接线正常，无烧焦异味，功能正常，无松动 目视 日 

23 电柜 1 元件、接线正常，无烧焦异味，功能正常，无松动 目视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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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某旋转类大型游乐设施自检项目表（续） 

序号 
自检部位 

或项目 
点数 自检标准 

点检 

方法 

自检

周期

24 电线配管 1 绝缘电线支承良好，接线良好；线路走线无移位无松动 目视 日 

25 试运行 6 试运行 6 次，运行正常，记录运行时间 测试 日 

26 螺栓 264 所有地脚螺栓和紧固螺栓无松动、锈蚀，防松标记无移位 目视 周 

27 底板 4 底板无锈、腐蚀 目视 周 

28 混凝土 1 地基混凝土无裂纹及剥离 目视 周 

29 导轮 4 导轮润滑良好，无异响，转动顺畅，无异常磨损 目视、耳听 周 

30 齿轮 1 啮合良好，无偏齿，齿轮润滑良好 目视 周 

31 皮带 3 皮带无裂纹，下压皮带不超过 8 mm 目视、测量 周 

32 轴承 12 轴承润滑油充足 目视 周 

33 销轴 12 轴销固定良好，润滑油充足 目视 周 

34 活动臂 12 润滑油充足，无松脱 目视 周 

35 泄压阀 1 标识齐全，泄压功能正常 目视、测试 周 

36 液压缸阀杆 2 液压缸阀杆表面平滑，无损伤 目视 周 

37 座椅焊缝 48 安全保护笼及座椅各焊缝完好，无可视裂纹、腐蚀 目视 周 

38 电线、配管 1 
绝缘电线支承良好；配管无外伤，支承良好，接线良好；

线路走线无移位无松动 
目视 周 

39 急停按钮 1 按钮功能正常，无松动 目视、测试 周 

40 电铃 1 蜂鸣器音量明显 耳听 周 

41 操作开关 1 各操作开关及按钮完好，工作正常 测试 周 

42 电柜 1 
电柜各按钮、开关完好，接线接触良好，散热风扇正常

工作，电气元件工作正常 
目视、测试 周 

43 座舱 12 
座舱玻璃钢无松动，无裂痕、变形等，无明显裂纹，无

脱漆 
目视 月 

44 装饰物 1 
主体装饰玻璃钢无松动，无裂痕、变形等，无明显裂纹，

无脱漆 
目视 月 

45 座椅轴 12 座椅固定轴销无松脱，无缺失 目视 月 

46 液压系统 1 油无乳化变白，无漏油 目视 月 

47 液压管道 3 液压油管无开裂老化，无泄漏 目视 月 

48 接头 6 接头无开裂老化，无泄漏 目视 月 

49 阀门 2 阀门无开裂老化，无泄漏 目视 月 

50 导轨 1 润滑良好、运行平稳，无严重锈蚀，限位开关正常 目视 月 

51 桁架紧固件 12 桁架连接的销轴和插销无锈蚀，螺栓无松动 目视 月 

52 平行杆紧固件 8 拉杆连接的销轴和插销无锈蚀，螺栓无松动 目视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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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某旋转类大型游乐设施自检项目表（续） 

序号 
自检部位 

或项目 
点数 自检标准 

点检 

方法 

自检

周期

53 
基础框架和 

固定支腿焊缝 
48 基础框架和固定支腿 48 处焊缝完好，无裂纹、腐蚀 目视 月 

54 
立柱、固定中心和

轮支架重要焊缝
32 立柱、固定中心和轮支架焊缝完好，无裂纹、腐蚀 目视 月 

55 
电机、支承框架

焊缝 
6 电机、支承框架 6 处焊缝完好，无可视裂纹、腐蚀 目视 月 

56 碳刷 1 电刷接触良好，碳刷磨损量不超过 2 mm 目视、测量 月 

57 重要部件螺栓 192 
旋转齿轮固定螺栓、旋转中心轴承上周与下周固定螺栓

连接有防松措施；防松标记无移位 
目视 月 

58 限位开关 2 限位开关功能正常 测试 月 

59 原动机 1 液压站电机运行电流不大于 11.5 A 测量 月 

60 刹车片 1 机壳内无尘、无金属粉末、刹车片间距不大于 0.5 mm 测量 月 

61 旋转电机 1 电机运行正常，电机输入电流不大于 8.5 A 测量 月 

62 刹车电流 1 旋转电机刹车电流不大于 2 A 测量 月 

63 集电器 1 集电器和电刷接触良好 目视、测量 月 

64 电柜 1 元件功能正常，电压为 380 V±10% 测量 月 

65 接线端子 1 无松脱，无接触不良 目视、触摸 月 

66 基础 1 
基础混凝土无局部裂纹、破损，抹面混凝土无剥离；与

设施相接地面无沉降、陷落 
目视 年 

67 地脚螺栓 8 
地脚螺栓连接防松标记无移位，地脚螺栓无严重腐蚀、

锈蚀 
目视 年 

68 
通道、安全栏杆、

排队栏杆 
1 无锈蚀、磨损，安装无松弛 目视 年 

69 定员、标牌 1 定员、标牌内容清晰明确且充分 目视 年 

70 安全距离 1 乘人部分与障碍物间应有不小于 500 mm 的安全距离 测量 年 

71 重要部件螺栓 192 螺栓连接防松标记无移位 测量 年 

72 玻璃钢 12 

坐席外饰无锈蚀、老化；坐席扶手无锈蚀，座舱玻璃钢

表面无裂纹，转角处过渡圆滑，边缘平整圆滑，无分层，

无受损、腐蚀、变形，连接部（销、螺栓等）无松弛；

玻璃钢件与受力件直接连接有预埋金属件 

目视 年 

73 安全笼 12 
安全笼无损伤，安装部位无松弛，安装螺栓头与螺母划

线无错位，锁芯轴无裂纹、变形 
目视 年 

74 
事故状态 

疏导乘客措施 
1 — 目视 年 

75 安全标志 1 安全标志设置醒目 目视 年 

76 零部件异常 1 整机试验运行后，零部件无永久变形及损坏现象 目视 年 

77 重要焊缝 1 按无损检测要求 目视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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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某旋转类大型游乐设施自检项目表（续） 

序号 
自检部位 

或项目 
点数 自检标准 

点检 

方法 

自检

周期

78 重要轴、销轴 1 按无损检测要求 目视 年 

79 钢结构组件 12 

立柱和臂固定螺栓的拧紧力矩，使用扭矩扳手进行检

查，减速机和电机的固定螺栓的拧紧力矩，旋转臂固定

螺丝的力矩 

操作 年 

80 齿轮 1 齿轮完好，无偏齿 目视 年 

81 减速箱 1 更换减速箱油 操作 年 

82 机械传动装置 1 运行顺畅，无异响 耳听 年 

83 相对运动部件 1 
相对运动的部位有润滑措施；无滴油现象；相对运动部

位无渗油 
目视 年 

84 立轴 12 无磨痕、发热；无裂纹 目视 年 

85 轴承 24 轴承无磨痕、发热；无裂纹 目视 年 

86 电机 1 电机安装螺栓无松弛，运行时无振动、异响 目视 年 

87 电线、配管 4 绝缘电线支承良好；配管无外伤且支承良好 目视、耳听 年 

88 操作台 1 
操作台等无生锈、腐蚀，无形变或破损，操作台接线端

口有无发黑或烧焦现象 
目视 年 

89 
配电柜 

控制柜 
1 配电柜、控制柜、操作台等无生锈、腐蚀 目视 年 

90 碳刷 3 无腐蚀或受损 目视 年 

91 取电装置 1 连接螺栓无松动；滑环、绝缘套无腐蚀或受损 目视 年 

92 限位开关 1 
电压、电流及电气信号装置无污损、锈蚀，均正常工作；

安装无松动 
目视 年 

93 控制系统 1 控制系统满足工况要求 目视 年 

94 
控制元件及 

操作按钮 
1 

操作按钮等控制元件操作方便；有明确标志，急停开关

可靠工作与复位功能正常 
测试、目视 年 

95 音响 1 音响装置清晰响亮 耳听 年 

96 集电器 5 电刷和滑环接触良好 目视 年 

97 接地电阻 1 
电气设备金属外壳可靠接地；接电网外露部分连接可

靠；标志齐全明显，接地电阻值不大于 10 Ω 
测量 年 

98 试运行 6 
设备启、制动平稳可靠；设备运行过程无异常的振动、

冲击、发热和声响等现象 
观察 年 

注：本表仅作为示例，运营使用单位应根据大型游乐设施具体特点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适合本单位大型游乐设

施检查维护保养的周期（日、周、月、年或更长周期）、项目、内容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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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ASE M 023—2022《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合规管理基本要求》 
编 制 说 明 

一、目的和意义 

大型游乐设施是一种与乘客生命安全密切相关的特种设备，运营使用单位必须严格遵守大型游

乐设施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持续保证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运行。根据统计，大型游乐设施相关的

事件或事故大多由使用不当导致，运营使用单位管理不善可能引发设备故障，严重时还可能造成人

身伤害甚至生命损失事故，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给运营使用单位带来经济损失甚至法律责任。编

写本文件的目的是将合规管理的理念应用于大型游乐设施的运营使用管理，提升运营使用的合规

性，为大型游乐设施运行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合规是指履行组织的全部合规义务，其中包括组织强制性的必须遵守的要求，也包括组织自愿

遵守的要求。本文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等特种设备法规标准编写，包含了特

种设备法规标准中与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相关的基本要求，可以很好地帮助运营使用单位落实法

规标准要求，提升运营使用管理的合规性。另外，本文件融入了合规管理的理念，可以帮助大型游

乐设施运营使用单位树立合规意识，建立合规管理机制，增强主动履行合规义务的能力，使运营使

用单位能够举一反三，更好地完成包括本文件要求在内的各种合规义务。通过上述两项作用，本文

件将有效促进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单位管理水平的提升，为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运行提供强有力

的保障。 

二、任务来源 

由广东长隆集团有限公司提出团体标准制定建议，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同意并批准

立项。 

三、编制过程 

2022 年 6 月 29 日，标准起草组（以下简称“起草组”）通过视频方式召开了成立暨第一次工

作会，标志着标准制定工作正式启动。会议确定了标准制定的总体思路，讨论了标准的基本框架，

明确了起草组分工。随后，起草组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完成了标准草稿的编写。 

2022 年 9 月 6 日，起草组通过视频方式召开了第二次工作会，会议对标准草稿进行了介绍和研

讨，参会代表对标准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起草组按照会上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完

善，并于 2022 年 9 月 12 日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2 年 9 月 13 日，起草组开始向全国行业内发布标准制定的征求意见函，先后收到 4 家单位

提出的 30 条意见。主要集中在术语和定义、人员管理、设备管理、外部环境等方面。起草组针对

行业内提出的反馈意见进行分析探讨，采纳了其中 21 条，最终形成标准审定稿。 

2022 年 10 月 20 日，起草组在充分采纳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召开标准审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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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编制原则与主要内容 

1．技术原则 

本文件依据 GB/T 1《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要求，《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合规管理基本要求》

的编制遵循以下原则： 

统一性原则 

标准的编制遵循了统一性原则，即实现了结构的统一、文体的统一和术语的统一。在结构和文

体上，标准的编制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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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进行编写。 

规范性原则 

标准的编制遵循了规范性原则。一方面，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等法规

标准，提出了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合规管理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标准依据 GB/T 35770—2022

《合规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融入了合规管理理念，帮助运营使用单位树立合规意识，增

强合规管理能力。 

2．主要内容 

《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合规管理基本要求》共分 15 章和附录。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总则、监督检验、运行环境及相关建（构）筑物、操作与服务、安全设备设施与安全

标志、自行检查与维护保养、定期检验、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重大修理、改造、移装、

停用、启用、延寿与报废、事故与应急管理、安全技术档案以及 3 个资料性附录。 

标准主要内容包括： 

（1）术语定义：标准规范了 7 个术语和定义； 

（2）总则：提出了运营使用合规管理的总体要求； 

（3）监督检验：提出了运营使用单位应当遵守的监督检验的管理要求； 

（4）运行环境及相关建（构）筑物：对大型游乐设施的运行环境及相关建（构）筑物的相关

建议与要求； 

（5）操作与服务：提出了对影响大型游乐设施运行过程中的操作与服务要求； 

（6）安全设备设施与安全标志：对于大型游乐设施运行过程中涉及的安全设备设施与安全标

志提出规范； 

（7）自行检查与维护保养、定期检验：从大型游乐设施运行过程中使用单位需要开展的自行

检查、维护保养以及在开展定期检验中需要进行的工作提出相关要求； 

（8）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提出了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企业建立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的基本要求； 

（9）重大修理、改造和移装、停用、启用、延寿与报废：提出了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企业在几

项日常设备管理环节过程中需要遵守的原则； 

（10）事故与应急管理：提出了建立应急管理机制的基本要求； 

（11）安全技术档案：提出了需具备的安全技术档案的基本要求。 

五、主要方法和技术指标确定依据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特种设备法规标准体系的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合规管理的基本要求，相关

要求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等特种设备法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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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我国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依据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尚未发现本文件与我国有关的现行法律、法

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相冲突。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项目组内部协调和讨论已妥善解决，并广泛征求相关单位意

见予以完善，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建议及其理由 

本文件属于应用指导性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