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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架子工

职业技能竞赛理论知识题库

一、编制依据

本题库主要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编制，主要

包括：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建质〔2008〕75 号

3. 《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 《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5.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 《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JGJ/T

231-2021

7. 《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202-2010

8. 《建筑施工碗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66-2016

9. 《坠落防护安全带》GB6095-2021

10.《安全色》GB2893-2008

11.《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12.《建筑施工易发事故防治安全标准》JGJT429-2018

13.《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二、题型设计

题型包括单选题（180 道）和判断题（180 道）。考核内容主要包

括建筑脚手架操作的基础理论、结构要求、防护要求、人员要求等。

旨在以赛促学，提升架子工对建筑脚手架搭拆、使用过程中职业技能

http://www.baidu.com/link?url=UdKZGswiI3kG3BraGFDNHJ6lFU4ZTOwDttwC9FpVgzT0SPI2LeRzG-cZWDXE8brFp34qf2NVSvxyVRX7GfXIma


的提升，对脚手架工程施工常见的事故隐患、违章行为的判定能力。

（一）单选题：（180 题）

1. 当脚手架作业层边缘与结构外表面的距离大于（B）mm 时，应

采取防护措施。

A.100 B.150 C.200 D.300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4

2. 密目式安全立网搭设时，每个开眼环扣应穿入系绳，系绳应绑

扎在支撑架上，间距不得大于 450mm。相邻密目网间（ A ）紧密结合

或重叠。

A.应 B.不得 C.无需 D.可

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8.2.2 条

3. 施工现场见到的红色安全标志，其表达的意思是（ A ）。

A.禁止标志 B.警告标志 C.指令标志 D.提示标志

依据：《安全色》GB2893-2008 第 A.1 条 安全色

4. 作业脚手架底层脚手板应采取（ A ）措施。

A.封闭 B.隔离 C.敞口 D.阻挡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4

5. 作业脚手架的纵向外侧立面上应设置（ A ）剪刀撑。

A.竖向 B.横向 C.单向 D.双向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7



6. 支撑脚手架的水平杆应按步距沿（ A ）通长连续设置，且应与

相邻立杆连接稳固。

A.纵向和横向 B.纵向 C.横向 D.竖向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14

7. 拆除后的脚手架材料与构配件（ A ）高空抛掷。

A.严禁 B.可以 C.必须 D.视情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4.5

8. 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的竖向斜杆（ A ）采用钢管

扣件。

A.不应 B.允许 C.部分 D.应该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6.1.4

9. 支撑架立杆搭设位置应按（ A ）放线确定。

A.专项施工方案 B.施工经验 C.现场情况 D.正负零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7.4.1

10. 脚手架剪刀撑与双排脚手架横向斜撑应随（ A ）等同步搭设，

不得滞后安装。

A. 立杆、纵向和横向水平杆

B. 立杆

C. 纵向水平杆



D. 横向水平杆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7.3.9

11.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作业层防护栏杆高度不应低于（B）。

A.1.0m B. 1.2m C. 1.5m D. 1.8m

依据：《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202-2010

4.4.14

12.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作业层外侧挡脚板高度不应小于（B）。

A.150mm B. 180mm C. 200mm D. 250mm

依据：《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202-2010

4.4.14

13.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防倾覆装置应至少设置（C）个。

A.1 B. 2 C. 3 D. 4

依据：《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202-2010

4.5.2

14.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升降时，相邻两机位的高差应控制在（B）

以内。

A.20mm B. 30mm C. 50mm D. 100mm

依据：《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202-2010

4.7.3

15. 下列（D）情况不得进行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升降作业。



A. 遇 5级及以上大风和大雨 B. 浓雾和雷雨等恶劣天气

B. 大雪 D. 以上均是

依据：《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202-2010

4.7.8

16.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停用超过（A）个月需重新验收。

A.1 B. 2 C. 3 D. 6

依据：《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202-2010

4.8.5

17.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防坠落装置制动距离应≤（B）。

A.50mm B. 80mm C. 100mm D. 150mm

依据：《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202-2010

4.5.3

18.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防坠落装置与升降设备应（B）。

A. 分别固定在架体上

B. 分别固定在建筑结构上

C. 防坠落装置固定在架体，升降设备固定在结构

D. 防坠落装置固定在结构，升降设备固定在架体

依据：《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202-2010

4.5.3

19.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防倾覆装置在升降和使用工况下，最上和最

下两个导向件之间的最小间距不得小于 （A） 或（A）;



A.2.8m；架体高度的 1/4 B. 3m;架体高度的 1/5

C. 3.8m; 架体高度的 1/3 D. 4m;架体高度的 1/2

依据：《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202-2010

4.5.2

20. 一端固定在附墙支座上，悬挂升降设备或防坠落装置的悬挑钢

梁，称为（C）。

A.简支梁 B.框架梁 C.悬臂梁 D.挑梁

依据：《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202-2010

2.1.19

21. 外挂防护架适用于层高(B)以下的建筑主体施工。

A.3m B.4m C.5m D.6m

依据：《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202-2010

2.1.29

22. 防护架的架体底部的横向水平杆与建筑物的距离不得大于(B)

A.25mm B.50mm C.100mm D.150mm

依据：《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202-2010

6.3.9

23. 纵向水平杆接长应采用(A)连接或搭接。

A.对接扣件 B.旋转扣件 C.直角扣件 D.十字扣件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2.1-2



24. 作业层端部脚手板探头长度应取（C）mm,其板的两端均应固定

于支承杆件上。

A.250 B.200 C.150 D.100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2.4.2

25. 锚固型钢悬挑梁的 U 型钢筋拉环或锚固螺栓直径不宜小于

(A)mm。

A.16 B.14 C.18 D.12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10.2

26. 与双排脚手架内、外立杆或水平杆斜交呈之字形的斜杆叫(A)。

A.横向斜撑 B.之字形杆 C.斜交剪刀撑 D.纵向斜撑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2.1.17

27. 满堂脚手架搭设高度在(B)米以下时,应在架体顶部设置连续

水平剪刀撑。

A.6 B.8 C.10 D.15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8.4



28. 型钢悬挑脚手架钢丝绳、钢拉杆不参与悬挑梁受力计算;钢丝

绳与建筑结构拉结的吊环应使用 HPB235 级钢筋,其直径不宜小于

(C)mm。

A.16 B.18 C.20 D.14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10.4

29. 根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中规定，纵向水平杆应设置在立杆内侧，单根杆长度不应小于（B）跨。

A.2 B.3 C.4 D.5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2.1.1

30. 根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中规定，纵向水平杆搭接接长时，端部扣件盖板边缘至搭接纵向水平

杆杆端的距离不应小于（B）mm。

A.80 B.100 C.120 D.150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2.1-2

31. 脚手架立杆基础不在同一高度时，必须将高处的纵向扫地杆向

低处延长（B ）跨与立杆固定。

A. 1 B. 2 C. 3 D. 4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统一技术标准》GB51210-2016 6.3.3



32. 脚手架立杆垫板宜采用长度不少于（B）跨的木垫板。

A. 1 B. 2 C. 3 D. 4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统一技术标准》GB51210-2016 6.3.1

33. 脚手架外侧密目式安全立网的防护高度应至少超出作业面（D）。

A. 0.5m B. 1.0m C. 1.2m D. 1.5m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6

34. 脚手架搭设时，立杆垂直度偏差不应超过高度的（B）。

A. 1/100 B. 1/200 C. 1/300 D. 1/500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统一技术标准》GB51210-2016 8.2.4

35. 悬挑式脚手架悬挑钢梁的锚固 U型钢筋拉环直径不应小于（B）

mm。

A. 12 B. 16 C. 20 D. 25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统一技术标准》GB51210-2016 6.6.3

36. 脚手架连墙件应从底层（ A ）开始设置。

A. 第一步纵向水平杆 B. 第二步纵向水平杆

C.第三步纵向水平杆 D. 底层立杆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1210-2016 6.4.2

37. 安全平网的最小宽度应为（B）。

A. 2m B. 3m C. 4m D. 5m

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8.2.2



38. 悬挑式操作平台的最大允许荷载应标识在（C）。

A. 平台底部 B. 技术方案中

C.平台显著位置 D. 项目办公室

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6.3.4

39. 悬挑式操作平台的最大悬挑长度不宜超过（B）。

A. 3m B. 5m C. 6m D. 8m

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6.3.2

40. 关于脚手架搭设顺序和规定，以下描述正确的是（D）。

A. 落地作业脚手架可以一次搭设到最大高度，无需考虑连墙件

B. 剪刀撑、斜撑杆等加固杆件可以在架体搭设完成后再安装

C. 构件组装类脚手架应从中间开始向两端延伸搭设

D. 每搭设完一步架体后，应及时校正立杆间距、步距等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2.1

41. 根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规定，严禁将（D）等固定在作

业脚手架上。

A. 支撑脚手架、卸料平台及大型设备的支承件

B. 缆风绳

C. 混凝土输送泵管

D. 以上都是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3.3



42. 根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规定，作业脚手架拆除作业过程

中，当架体悬臂段高度超过（B）步时，应加设临时拉结。

A.1 B. 2 C. 3 D. 4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4.2（4）

43. 当脚手架出现（C）情况时，应立即撤离作业人员及时组织检

查处置。

A. 脚手架部分结构轻微变形

B. 脚手架安全防护设施部分缺失

C. 脚手架结构杆件发生失稳

D. 脚手架表面有少量积雪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3.6

44.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支座及防倾、防坠等关键构配件在检验时应

采取（C）方式。

A. 随机抽样检验

B. 抽样与全数检验相结合

C. 全数检验

D. 无需特别检验，正常安装即可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6.0.3

45. 当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作为支撑架时，可调托撑伸出顶层

水平杆或双槽托梁中心线的悬臂长度不应超过（A）mm，且丝杠外露长

度不应超过（A）mm。



A.650，400 B.650,300 C.600,450 D.400,650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6.2.4

46. 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作为支撑架,可调底座丝杆插入立杆

长度不得小于( B )mm，丝杆外露长度不宜大于 ( B )mm，作为扫地杆

的最底层水平杆中心线距离可调底座的底板不应大于 550mm。

A.150，200 B.150,300 C.100,350 D.100,300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6.2.5

47. 当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搭设双排外作业架时或搭设高度

24m 及以上时，应根据使用要求选择架体几何尺寸，相邻水平杆步距

不宜大于（A）m。

A. 2 B.3 C.4 D. 5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6.3.2

48. 沿所施工建筑物每 3 层或高度不大于（A）m 处应设置一层水

平防护。

A.10 B.15 C.5 D.2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4

49. 在架体的转角处、开口型作业脚手架端部应增设连墙件，连墙

件竖向间距不应大于建筑物层高，且不应大于（C）m。



A.3 B.5 C.4 D.6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6

50. 作业脚手架的纵向外侧立面上应设置竖向剪刀撑，下列关于竖

向剪刀撑设置描述正确的是（C）。

A. 每道剪刀撑的宽度应为 4-6 跨，且不应小于 6m，也不应大于 12m

B. 剪刀撑斜杆与水平面的倾角应在 30-45 之间

C. 当搭设高度在 24m 以下时，应在架体两端、转角及中间每隔 15m

各设置一道剪刀撑，并应底至顶连续设置。

D. 当搭设高度 24m 及以上时，应在架体两端、转角及中间每隔 15m

各设置一道剪刀撑，并应由底至顶连续设置。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7

51. 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防护栏

杆应由上下两道横杆及立柱组成，上、下栏杆离地高度为多少米？（A）

A. 上栏杆 1.2 米;下栏杆 0.6 米

B. 上栏杆 1.1 米;下栏杆 0.8 米

C. 上栏杆 1.5 米;下栏杆 0.8 米

D. 上栏杆 1.0 米;下栏杆 0.5 米

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4.3.1

52. 落地作业脚手架、悬挑脚手架的搭设应与主体结构工程施工同

步，一次搭设高度不应超过最上层连墙件 2 步，且自由高度不应大于

（B）m。



A.2 B.4 C.3 D.6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2.1

53. 脚手架搭设和拆除作业前，应将脚手架专项施工方案向（D）

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A.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及作业班组长 B.施工现场管理人员

C.作业人员 D.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及作业人员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2.0.4

54. 以下不属于脚手架可变荷载的是（C）

A. 施工荷载 B.风荷载

C.支撑脚手架所支撑的物体自重 D.其他可变荷载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2.3

55. 以下不属于脚手架永久荷载的是（C）

A. 脚手架结构件自重; B.脚手板、安全网、栏杆等附件的自重

C.施工荷载 D.支撑脚手架所支撑的物体自重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2.2

56. 当作业脚手架上存在 2 个及以上作业层同时作业时，在同一

跨距内各操作层的施工荷载标准值总和取值不应小于(B)kN/㎡。

A. 3.0 B. 5.0 C. 6.0 D. 8.0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2.4

57. 脚手架作业层外边缘应设置（A）。

A. 防护栏杆和挡脚板 B.防护栏杆和密目网



C.防护栏杆和警示标语 D.防护栏杆和连墙件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4

58. 连墙点的水平间距不得超过 3 跨，竖向间距不得超过（D）步，

连墙点之上架体的悬臂高度不应超过（D）步。

A.2;2 B.2;3 C.3;3 D.3;2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6

59.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应设有(A)装置，各类装置应灵敏可靠。

A. 防倾、防坠 、停层、荷载、同步升降控制装置

B. 防倾、防坠 、防断电、防火、同步升降控制装置

C. 防倾、防坠 、防冒顶、防断裂、同步升降控制装置

D. 防倾、防坠 、附着、接料、同步升降控制装置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9

60. 当附着式升降脚手架采用电动升降设备时，电动升降设备连续

升降距离应大于一个楼层高度，并应有（B）功能。

A.防倾和防坠 B.制动和定位 C.停层和荷载 D.同步和升

降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9

61. 支撑脚手架独立架体高宽比不应大于（B）。

A. 2.0 B. 3.0 C. 4.0 D. 5.0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12



62. 调节螺杆伸出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当插入的立杆钢管直径

为 42mm 时，伸出长度不应大于（A）; 当插入的立杆钢管直径为 48.3mm

及以上时，伸出长度不应大于（A）。

A.200mm;500mm B.300mm;500mm

C.200mm;400mm D.300mm;500mm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15

63. 当作业脚手架操作层高出相邻连墙件（D）及以上时，在上层

连墙件安装完毕前，应采取临时拉结措施。

A.一个楼层 B.三米 C.三个步距 D.两个步距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2.2

64. 当遇到下列（A）情况时，应对脚手架进行检查并应形成记录，

确认安全后方可继续使用。

A. 承受偶然荷载后 B.遇有 5 级及以上强风后

C.中雨及以上降水后 D.停用超过 2 周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3.5

65. 脚手架搭设过程中，应在各个阶段进行检查，检查合格后方可

使用;不合格应进行整改，整改合格后方可使用，以下检查阶段错误的

是（B）

A. 首层水平杆搭设后

B. 作业脚手架每搭设二个楼层高度



C.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在每次提升前、提升就位后，以及每次下降

前、下降就位后

D. 搭设支撑脚手架，高度每 2 步-4 步或不大于 6m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6.0.4

66. 脚手架验收应检查的技术资料包括（A）、产品合格证、使用说

明及检测报告、检查记录、测试记录等。

A. 专项施工方案 B.特种作业人员证书

C. 型式检验报告 D.资质证书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6.0.5

67. 剪刀撑的斜杆接长应采用搭接或对接，搭接长度不应小于（B）

m。

A.0.5 B.1.0 C.1.5 D.2.0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6.2

68. 低于 50 m 的双排落地脚手架的连墙件竖向间距最大每隔（A）

步设置一个。

A.3 B.4 C.5 D.6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4.2

69. 依据 GB/T 3608-2008《高处作业分级》，属于二级高处作业

的是（B）。



A. 3 米 B.10 米 C.20 米 D.40 米

依据：《高处作业分级》GB/T 3608-2008 4.3

70. 脚手架停用超过（A）个月，应对脚手架进行检查并应形成记

录。

A.1 B.2 C.3 D.6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3.5

71. 脚手架施工荷载按均布荷载计算取值分为（A）。

A. 承重架 3KN/㎡;装修架 2KN/㎡ B.承重架 2.7KN/㎡;装修架

2.5KN/㎡

C.承重架 2KN/㎡;装修架 1KN/㎡ D.承重架 5KN/㎡;装修架

4KN/㎡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4.2.2

72. （C）将脚手架架体与建筑物主体构件连接，能够传递拉力和

压力的刚性构件。

A.水平杆 B.扫地杆 C.连墙件 D.剪刀撑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6

73. 根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要求，每根钢管的最大质量不应大于（A）。

A.25.8KG B.30KG C.35KG D.20KG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3.1.2

74. 根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要求，脚手架钢管宜采用（A）。

A. φ48.3×3.6 B. φ48.3×3.5 C. φ50×3.5 D. φ50×3.6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3.1.2

75. 扣件螺栓拧紧在扭力矩达到（D）N·m时，不得发生破坏。

A.50 B.55 C.60 D.65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3.2.2

76. 脚手板可采用钢、木、竹材料制作，单块脚手板的的质量不宜

大于（A）kg。

A.30 B.40 C.35 D.25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3.3.1

77. 脚手架可调底座和可调托撑调节螺杆插入脚手架立杆内的长

度不应小于（B）mm。

A.100 B.150 C.200 D.250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15



78. 可调托撑底座和可调托撑螺杆插入脚手架立杆钢管内的间隙

不应大于（C）mm。

A.1 B.2 C.2.5 D.3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16

79. 纵向水平杆应设置在立杆（B）侧，单根杆长度不应小于（B）

跨。

A.内；2 B.内；3 C.外；2 D.外；3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2.1

80. 主节点处必须设置一根（A），用直角扣件扣接且严禁拆除。

A.横向水平杆 B.纵向水平杆 C.扫地杆 D.连墙件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2.3

81. 作业层脚手板应（A），铺稳、铺实。

A.铺满 B.半铺 C.不铺 D.放置木方即可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2.4

82. 木脚手板、竹串片脚手板等，应设置在（C）根横向水平杆上。

A.1 B.2 C.3 D.4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2.4



83. 当脚手板长度小于（B）m 时，可采用两根横向水平杆支承，

但应将脚手板两端与其可靠固定，严防倾翻。

A.1 B.2 C.1.5 D.2.5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2.4

84. 脚手板对接平铺时，接头处必须设（C）根横向水平杆，脚手

板外伸长应取 130-150mm，两块脚手板外伸长度的和不应大于（C）mm。

A.2；250 B.3；300 C.2；300 D.3；250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2.4

85. 扣件式钢管模板满堂支撑架的搭设高度不宜超过（B）m。

A. 20 B. 30 C. 35 D.40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9.1

86. 作业层端部脚手板探头长度应取（A）mm，其板的两端均应固

定于支承杆件上。

A.150 B.100 C.200 D.250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2.4

87. 单、双排脚手架底层步距均不应大于（A）m。

A.2 B.3 C.1.5 D.1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3.4

88. 当立杆采用对接接长时，立杆的对接扣件应交错布置，两根相

邻立杆的接头不应设置在同步内，同步内隔一根立杆的两个相隔接头

在高度方向错开的距离不宜小于 500mm；各接头中心至主节点的距离

不宜大于步距的（C）。

A.1/5 B.1/2 C.1/3 D.1/4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3.6

89. 当立杆采用搭接接长时，搭接长度不应小于(D)m，并应采用不

少于(D)个旋转和扣件固定。端部扣件盖板的边缘至杆端距离不应小于

100mm。

A.2;1 B.2;2 C.1;1 D.1;2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3.6

90. 连墙件中的连墙杆应呈(A)设置，当不能水平设置时，应向脚

手架一端(A)连接。

A.水平;下斜 B.竖直;下斜

C.水平;上斜 D.竖直;上斜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4.5



91. 每道剪刀撑宽度不应小于 4 跨，且不应小于 6m，斜杆与地面

的倾角宜在(B)之间。

A.30°~45° B.45°~60° C.50°~60° D.60°

~75°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6.2

92. 剪刀撑斜杆应用旋转扣件固定在与之相交的横向水平杆的伸

出端或立杆上，旋转扣件中心线至主节点的距离不宜大于（C）mm。

A.100 B.200 C.150 D.250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6.2

93. 满堂脚手架立杆间距不小于 1.2m*1.2m,施工荷载标准值不小

于 3kN/m2。立杆上应增设(D)，防滑扣件应安装牢固，且顶紧立杆与水

平杆连接的扣件。

A.立杆 B.横杆 C.水平杆 D.防滑扣件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8.1

94. 下列关于模板支撑架构造做法的表述中，错误的是 (B) 。

A. 每根立杆都要设垫板或底座

B. 可以不必设置横向扫地杆



C. 梁模板支架可采用单根立杆，但该立杆应设在梁模板中心线处，

其偏心距不大于 25mm

D. 除最上一层立杆可以采用搭接外，其余立杆接长都必须采用对

接扣件连接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3.2

95. 下列关于剪刀撑的构造方式表述中，错误的是 (A)。

A. 剪刀撑斜杆与地面的夹角，为 45～65°之间

B. 当剪刀撑斜杆为 45°时，每道剪刀撑的宽度应不小于 4跨，且

不大于 7跨

C. 高度在 24m 以下的脚手架，剪刀撑由底到顶连续设置，中间各

道剪刀撑之间的净距不大于 15m

D. 开口型脚手架的两端必须设横向斜撑，中间每隔 6跨再增设一

道斜撑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9.4

96. 连墙件必须(C)。

A. 采用可承受压力的构造 B.采用可承受拉力的构造

C.采用可承受压力和拉力的构造 D.采用仅有拉筋或仅有顶撑的

构造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4.6

97. 单排脚手架搭设高度不应超过 24m；双排脚手架搭设高度不宜

超过( C )m，高度超过 50m 的双排脚手架，应采用分段搭设等措施。

A.24 B.36 C.50 D.72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1.2

98. 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防护栏杆应由上下

两道横杆及立柱组成，立杆间距不应大于（C）米。

A.1.0 B.1.5 C.2.0 D.2.5

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4.3.1

99. 可调托撑受压承载力设计值不应小于（B）KN，支撑板厚不应

小于 5mm。

A.30 B.40 C.50 D.60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3.4.3

100.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30-2011，悬挑式脚手架悬挑梁锚固点的楼板厚度不宜小于（B）

mm。

A.100 B.120 C.130 D.150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10.8

101.作用于脚手架的荷载可分为（B）与可变荷载。

A.垂直荷载 B.永久荷载 C.集中荷载 D.偶然荷载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4.1.1

102.满堂支撑架顶部施工层荷载应通过可调托撑传递给（A）。

A.立杆 B.横向水平杆 C.剪刀撑 D.扫地杆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5.4.1

103.满堂支撑架顶部施工层荷载应通过可调托撑传递给（B）。

A.剪刀撑 B.立杆 C.大横杆 D.扫地杆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5.4.1

104.依据 GB2893-2008《安全色》规定，代表警告、危险的安全

色是（C）。

A.红色 B.蓝色 C.黄色 D.绿色

依据：《安全色》GB2893-2008 4.1

105.砌筑工程的作业脚手架施工荷载标准值为（C）KN/㎡ 。

A.1 B.2 C.3 D.4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5.1.5



106.既能承受拉力，又能承受压力，同时又有一定的抗弯和抗扭

能力的连墙杆是（A）。

A.刚性连墙件 B.柔性连墙杆 C.刚柔结合连墙杆 D.拉索连墙

杆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4.6

107.(D)的主要作用是固定立杆底部，约束立杆水平位移及沉陷，

提高脚手架的整体刚度。

A．纵向水平杆 B．横向水平杆 C．立杆 D．扫地杆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2.1.14

108.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应按照要求设置纵向剪刀撑和横向斜撑，

其作用为（A）。

A. 使架体成几何不可变体系，提高架体整体刚度

B. 提高架体的防倾覆能力

C. 提高立杆的承载力

D. 提高扣件的抗滑力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13（条文说

明）

109.从业人员有权拒绝违章作业指挥和冒险作业，这是从业人员

的（A）。



A.拒绝权 B.知情权 C.劳动保护权 D.紧急避险权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四条

110.建筑结构的荷载中，楼面活荷载属于（B）荷载。

A.永久 B.可变 C.偶然 D.冲击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5.1.3

111.用人单位对于首次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应当在其正式上岗

前安排不少于（B）个月的实习操作。

A.2 B.3 C.4 D.5

依据：《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建质〔2008〕75 号第

十六条。

112.碗扣式钢管脚手架搭设，在（A）地基上的立杆底部应设置底

座和混凝土垫层。

A.土层 B.砂石 C.碎石 D.水泥混凝土

依据：《建筑施工碗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66-2016

6.1.1

113.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30-2011，垂直交叉杆件间的连接，用（C）连接。

A.单个旋转扣件 B.双旋转扣件 C.直角扣件 D.对接扣

件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3.2.1



114.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30-2011，悬挑式脚手架锚固型钢的主体结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得

低于（B）。

A.C15 B.C20 C.C25 D.C30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10.12

115.关于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延期复核，以下表述正确的是（A）。

A.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应当于期满前 3 个月内办理延期复核

手续

B.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年度继续教育时间不得少于 20小时

C.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超过相关工种规定年龄要求，可以申请

延期复核

D. 2 年内有 3 次违章操作记录，延期复核合格

依据：《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建质〔2008〕75 号第

二十二条

116.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A）米及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

作业，均称为高处作业。

A.2 B.3 C.5 D.10

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4.1.1

117.坠落范围半径 R随高度 h 不同而不同，当高度 h为 20 米时，

半径 R 为（C）米。



A.2 B.3 C.4 D.5

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7.1.1

118.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延期复核合格的，资格

证书有效期延期（A）年。

A.2 B.3 C.4 D.5

依据：《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建质〔2008〕75 号第

二十二条

119.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应当参加年度安全教育培训或者继

续教育，每年不得少于（D）小时。

A.12 B.18 C.20 D.24

依据：《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建质〔2008〕75 号第

十七条

120.扣件式钢管模板支架搭设，当立杆基础不在同一高度上时，

必须将高处的（C）扫地杆向低处延长两跨与立杆固定，高低差不应大

于 1m。

A.垂直 B.水平 C.纵向 D.横向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3.3

121.水平工作面防护栏杆高度应为（C）米。

A.1.0 B.1.1 C.1.2 D.1.5

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 4.2.1



122.关于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从业人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表述不正

确的是（A）。

A. 年满 16 周岁且符合相应特种作业规定的年龄要求

B. 近三个月内经二级乙等以上医院体检合格且无妨碍从事相应特

种作业的疾病和生理缺陷

C. 初中及以上学历

D. 符合相应特种作业规定的其他条件

依据：《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建质〔2008〕75 号第

八条

123.单、双排扣件式钢管脚手架拆除作业必须按（A）顺序进行。

A.由上而下 B.由下而上 C.上下同时 D.由右而左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7.4.2

124.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持证人员，复核结果不合格的是（B）。

A. 按规定参加年度继续教育 B.对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

的

C.2 年内有 2 次违章操作记录 D.体检结果合格

依据：《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建质〔2008〕75 号第

二十三条

125.建筑施工过程中，应采用（A）安全立网对建筑物进行封闭（或

采取临边防护措施）。



A.密目式 B.密孔式 C.密口式 D.密缝式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11.2.4

126.防护栏杆应用安全立网封闭，或在栏杆底部设置高度不低于

（A）的挡脚板。

A.180mm B.179mm C.150mm D.120mm

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4.3.1

127.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在资格证书有效期 2 年内违章操作记

录达（B）次以上的，资格证书延期复核结果为不合格。

A.2 B.3 C.4 D.5

依据：《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建质〔2008〕75 号第

二十三条

128.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建设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C），方可上岗从事相应作业。

A. 操作培训证书 B.安全教育证书

C.操作资格证书 D.理论培训证书

依据：《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建质〔2008〕75 号第

三条

129.建筑施工（B）是指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活动中，从事

可能对本人、他人及周围设备设施的安全造成重大危害作业的人员。

A. 安全管理人员 B.特种作业人员

C.项目负责人 D.项目技术负责人



依据：《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建质〔2008〕75 号第

二条

130.（D）用于连接两根任意角度相交钢管的连接。

A.直角扣件 B.三角扣件 C.对接扣件 D.旋转扣件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2.1.9

131.满堂作业脚手架底部立杆上（A）。

A. 应设置纵向和横向扫地杆 B.应设置纵向扫地杆

C.应设置横向扫地杆 D.当架体高度小于 24米，只设置纵

向扫地杆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8.2.5

132.以下关于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说法正确的是（B）。

A. 竖向主框架、水平支承桁架应采用桁架或刚架结构，杆件只能

采用螺栓连接。

B. 应设有防倾、防坠、超载、失载、同步升降控制装置，各类装

置应灵敏可 靠。

C. 在竖向主框架所覆盖的每三个楼层不少于一道附墙支座，每道

附墙支座应能承担该机位的全部荷载；在使用工况时，竖向主框架应

与附墙支座固定。

D. 防坠落装置与升降设备的附着固定应固定在同一附着支座上。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8.2.7



133.支撑脚手架的立杆间距和步距应按设计计算确定，且间距不

宜大于（A），步距不应大于（A）。

A.1.5m;2.0m B.1.8m;2.0m C.1.5m;1.8m D.1.8m;1.8m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8.3.1

134.当支撑脚手架顶层水平杆承受荷载时，应经计算确定其杆端

悬臂长度， 并应小于（B）。

A.10cm B.15cm C.20cm D.25cm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8.3.11

135.满堂支撑脚手架应在外侧立面、内部纵向和横向每隔 6m～9m

由底至顶连续设置一道竖向剪刀撑，在顶层和竖向间隔不超过（D）处

设置一道水平剪刀撑。

A.5 米 B.6 米 C.7 米 D.8 米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8.3.15

136.脚手架搭设时，每搭设完一步架体后，应按规定校正（A）。

A. 立杆间距、步距、垂直度及水平杆的水平度

B. 脚手架高度、离墙间距

C. 防护设施完整情况

D. 剪刀撑、斜撑杆搭设情况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9.0.4



137.连墙件的安装必须随作业脚手架搭设同步进行，当作业脚手

架操作层高出相邻连墙件以上 2 步时，在上层连墙件安装完毕前，必

须（D）。

A. 立即拆除 B.告知作业人员

C.安排专人监护 D.采取临时拉结措施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9.0.8

138.当在多层楼板上连续搭设支撑脚手架时，应分析多层楼板间

荷载传递对（A）的影响，上下层支撑脚手架的立杆宜（A）设置。

A. 支撑脚手架、建筑结构;对位 B.地基基础;对位

C.支撑脚手架、建筑结构;错位 D.地基基础;错位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9.0.11

139.在搭设和拆除脚手架作业时，应设置（A），并应派（A）监护，

严禁非作业人员入内。

A.安全警戒线、警戒标志 专人

B.防护栏杆 派专人监护

C.安全警戒线、警戒标志 由小工兼职看护

D.防护栏杆 由小工兼职看护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11.2.9

140.作业脚手架临街的外侧立面、转角处应采取硬防护措施，硬

防护的高度不应小于 (A)，转角处硬防护的宽度应为作业脚手架宽度。



A.1.2 m B.1.5m C.1.8m D.2m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11.2.5

141.作业脚手架同时满载作业的层数不应超过（B）层。

A.1 层 B.2 层 C.3 层 D.4 层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11.2.6

142.在脚手架作业层上进行电焊、气焊和其他动火作业时，（B）。

A. 如使用阻燃安全网，可不必采取防火措施

B. 应采取防火措施，并应设专人监护

C. 只需要设置接火斗

D. 下方可燃垃圾可不做处理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11.2.7

143.作业脚手架外侧和支撑脚手架作业层栏杆应采用密目式安全

网或其它措施全封闭防护。密目式安全网应为（D）产品。

A.不燃 B.可燃 C.燃烧性能 A级的 D.阻燃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11.2.4

144.支撑脚手架在施加荷载的过程中，架体下（C）。

A. 安排专人看护 B.设置专门行人通道



C.严禁有人 D.不必排查隐患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11.2.11

145.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搭设步距不应超过（C）m。

A.1.3 B.1.5 C.2.0 D.2.5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6.1.3

146.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撑架的高宽比宜控制在（B）以内，高宽

比大于该值的支撑架应与既有结构进行刚性连接或采取增加抗倾覆措

施。

A.2 B.3 C.4 D.5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6.2.1

147.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当支撑架搭设高度大于（C）m 时，

顶层步距内应每跨布置竖向斜杆。

A.8 B.12 C.16 D.14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6.2.3

148.某房建外架作业平台采用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设置为

双排作业架，一次搭设高度 28m，根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



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JGJ/T231-2021 规定，作业架的外侧立面上应

每隔不大于（A）跨设置一道竖向斜杆，且由底至顶连续设置。

A.3 B.4 C.5 D.6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6.3.5

149.根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规范规定，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撑架搭设完成后，立

杆的垂直偏差不应大于支撑架总高度的（B），且不得大于 50mm。

A.1/400 B.1/500 C.1/800 D.1/1000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7.4.10

150.满堂脚手架中立杆的允许长细比为（D）

A.210 B.220 C.230 D.250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5.1.9

151.满堂支撑架顶部施工层荷载应通过可调托撑传递给（B）。

A.剪刀撑 B.立杆 C.大横杆 D.扫地杆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5.4.1

152.当满堂支撑架小于 （C） 跨时，宜设置连墙件将架体与建筑

结构刚性连接。



A.6 B.5 C.4 D.3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5.4.7

153.高度超过 （A）的双排脚手架，应采用分段搭设等措施。

A.50 B.40 C.30 D.24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1.2

154.单、双排脚手架底层步距均不应大于（C）m。

A.4 B.3 C.2 D.1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3.4

155.脚手架立杆基础不在同一高度上时，必须将高处的纵向扫地

杆向低处延长两跨与立杆固定,靠边坡上方的立杆轴线到边坡的距离

（下图 6.3.3）不应小于（C）mm。

A.1000 B.800 C.500 D.400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3.3

156.步距为 1.2m、立杆间距为 1.0*1.0m 的常用敞开式满堂脚手

架，支架高宽比不应大于（B）m。

A.1 B.2 C.3 D.4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8.1

157.悬挑脚手架系统中用于锚固的 U 型钢筋拉环或螺栓应采用

（B）成型。

A.热轧 B.冷弯 C.冷轧 D.热处理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10.3

158.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30-2011，脚手架作业层挡脚板的高度不应小于（D）。

A.120mm B.140mm C.160mm D.180mm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7.3.12

159.单排脚手架的横向水平杆不应设置在（C）部位 。

A. 宽度大于 1m 的窗间墙

B. 砌筑砂浆强度等级大于 M2.5 的砖墙

C. 墙体厚度小于或等于 180mm



D. 砖砌体的门窗洞口两侧 500mm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7.3.6

160.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装与拆除人员必须是经（A）的专业架子

工 。

A.考核合格 B.专业培训 C.技术交底 D.安全教育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9.0.1

161.架高超过 （D）m 且有风涡流作用时，应采取抗上升翻流作

用的连墙措施。

A.25 B.30 C.35 D.40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4.8

162.满堂脚手架搭设高度不宜超过 （B）

A.24 B.36 C.48 D.60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8.2

163.满堂支撑架的可调底座、可调托撑螺杆伸出长度不宜超过（C）

mm

A.400 B.350 C.300 D.250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9.6

164.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30-2011 ，悬挑脚手架型钢的固定段长度应不小于悬挑段长度的

（B）倍。

A.1 B.1.25 C.1.3 倍 D.1.5 倍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10.5

165.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30-2011 ，悬挑钢丝绳与悬挑型钢夹角应大于（A）。

A.45° B.50° C.55° D.60°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10.2

166.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30-2011，剪刀撑搭接长度应不小于（C）。

A.0.8 米 B.0.9 米 C.1 米 D.1.2 米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6.2

167.依据脚手架规范，属于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的是（B）。

A B

C D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JGJ/T

231-2021 2.1.1

168.依据《建筑施工碗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66-2016,问号的构件名称是（A）。



A.水平杆接头 B.横杆插销 C.上碗扣 D.下碗扣

依据：《建筑施工碗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66-2008

3.1.1

169.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 231-2021，下图编号 3的名称是（C）。

A.可调托撑 B.螺杆 C.调节螺母 D.立杆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JGJ/T

231-2021

170.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 231-2021 的规定，下图编号 6 的名称是（D）。



A.立杆 B.水平杆 C.横向斜撑 D.竖向斜撑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JGJ/T

231-2021

171.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的

规定，作业脚手架的宽度不宜小于（C）米，且不宜大于（C）米。

A.0.9 ;1.1 B.0.9;1.2 C.0.8;1.2 D.0.85;1.1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8.2.1

172.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的

规定，脚手架拆除过程中，当架体的自由端高度超过（B）步距，必须

采取临时拉结措施。

A.1 B.2 C.3 D.4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9.0.8

173.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30-2011，脚手架纵向水平杆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1m，应等间距设

置 3 个旋转扣件固定，端部扣件盖板边缘至搭接纵向水平杆杆端的距

离不应小于（B）。

A.90mm B.100mm C.110mm D.120mm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2.1

174.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30-2011，以下（D）类型的脚手架扣件可用于非顶层顶步的脚手

架立杆对接接长。

A B C D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3.5

175.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30-2011，脚手板搭接铺设时，接头应支在横向水平杆上，搭接长

度不应小于（B）。

A.100mm B.200mm C.300mm D.400mm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2.4

176.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30-2011，脚手架底座底面标高宜高于自然地坪（B）mm。

A.25-50 B.50-100 C.100-150 D.150-200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7.2.3

177.依据《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2894-2008，安全标志分为

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指令标志、提示标志四大类，以下标志属于指

令标志的是（A）。

A B C D

依据：《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2894-2008 4.3.3

178.依据《钢丝绳夹》GB/T 5976-2006 规定，图中钢丝绳夹间距

A宜为（A）钢丝绳公称直径。

A.6-7 倍 B.7-8 倍 C.8-9 倍 D.9-10 倍

依据：《钢丝绳夹》GB/T 5976-2006 A.3

179.扣件式钢管模板满堂支撑架的立仟接长接头扣件必须采用

(A)

A.对接扣件 B.旋转扣件 C.直角扣件 D.弧形扣件

https://baike.so.com/doc/6778824-6994922.html
https://baike.so.com/doc/6778824-6994922.html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8.3

180.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30-2011，悬挑式脚手架的悬挑钢梁宜优先选用（C）。

181.

A B C D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3.5.1

（二）判断题：（180 题）

1. 严禁将支撑脚手架、缆风绳、混凝土泵管固定在作业脚手架上。

严禁在作业脚手架上悬挂起重设备。（√）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3.3

2. 当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在升降作业时或外挂防护架在提升作业时，

架体上可以站人，架体下方不得进行交叉作业。（×）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3.11

不可以站人

3. 脚手架使用过程中，更改方案内容后，可改变其结构体系。（×）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2.0.5

脚手架施工过程中，不应改变其结构体系

4. 脚手架材料与构配件应有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3.0.2

5. 脚手架材料与构配件在使用周期内，应及时检查、分类、维护、

保养，对不合格品应及时报废，并应形成文件记录。 （√）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3.0.4

6. 对于无法通过结构分析、外观检查和测量检查确定性能的材料

与构配件，可以通过试验确定其受力性能。（√）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3.0.5

7. 临街作业脚手架的外侧立面、转角处应采取有效硬防护措施。

（√）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11

8. 雷雨天气、5 级及以上大风天气应停止架上作业;雨、 雪、雾

天气应停止脚手架的搭设和拆除作业，雨、雪、霜后上架作业应采取

有效的防滑措施，雪天应清除积雪。 （×）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3.2

6 级以上大风

9. 使用支撑脚手架浇筑混凝土的过程中，架体下须有人看护，防

止漏浆。（×）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3.7



架体下不得有人

10. 脚手架使用期间，严禁在脚手架立杆基础下方及附近实施挖掘

作业。（√）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3.9

11. 作业脚手架连墙件应随架体逐层、同步拆除，不应先将连墙件

整层或数层拆除后再拆架体，只有剪刀撑、斜撑杆可提前拆除。（×）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4.2

不得提前拆除

12. 作业脚手架分段拆除时，应先对未拆除部分采取加固处理措施

后再进行架体拆除。（√）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4.3

13. 脚手架材料、构配件质量现场检验应采用全数检查的方法进行

外观质量、实测实量检验。 （×）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6.0.2

随机抽样的方法

14.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单排脚手架搭设高度不应超过 30m。（×）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1.2 不应超过 24 米

15.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两根相邻纵向水平杆的接头不应设置在同步或同跨内。（√）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2.1

16.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脚手架必须设置纵、横向扫地杆，扫地杆高度不大于 250mm。（×）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3.2 不大于 200mm

17.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脚手架立杆顶端栏杆宜高出女儿墙上端 1m，宜高出檐口上端 1.5m。（√）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3.7

18.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脚手架立杆垫板或底座底面标高宜高于自然地坪 50mm—100mm。（√）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7.2.3

19.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当有六级强风及以上风、浓雾、雨或雪天气时应停止脚手架搭设与拆

除作业。（√）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9.0.8

20.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搭拆脚手架时，地面应设围栏和警戒标志，并应派专人看守，严禁非

操作人员入内。（√）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9.0.19

21. 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搭设临

边防护栏杆时，其整体构造应使防护栏杆在上杆任何处，能经受任何

方向的 1KN 外力。（√）

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4.3.4

22.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每道剪刀撑宽度不应小于 4 跨，且不应小于 60m，斜杆与地面的倾角

宜为 45°—60°。（√）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6.2

23.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剪刀撑斜杆的接长必须采用对接接长。（×）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6.2 应采用搭接或对接

24.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开口型脚手架的两端必须设置连墙件，连墙件的垂直间距不应大于建

筑物的层高，并且不应大于 4m。（√）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6.4

25.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当脚手架下部暂不能设置连墙件时，应采取防倾覆措施。（√）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4.7

26.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满堂脚手架搭设高度不宜超过 36m，满堂脚手架施工层不得超过一层。

（√）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8.2

27. 悬挑钢梁悬挑长度应按设计确定，固定段长度不应小于悬挑段

长度的 1.25 倍（√）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10.5

28.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持证人员，逾期未申请办理延期复核手续的，

考核发证机关将撤销资格证书。（×）

依据：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 第三十条

应注销资格证书

29. 脚手架应构造合理、连接牢固、搭设与拆除方便、使用安全可

靠。（√）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3.1.4

30. 脚手架的搭设和拆除作业应由专业架子工担任，并应持证上岗。

（√）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11.1.3

31. 限制脚手架框架变形的构件，主要承受拉力和压力，通过旋转

扣件的抗滑力将力传递给连接的立杆或横向水平杆的脚手架结构是连

墙件。（×）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6.2 是剪刀撑

32. 开口型双排脚手架的两端，均必须设置横向斜撑。（√）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6.5

33. 为防止在进出施工区域的通道处发生物体打击事故，在出入口

的物体坠落半径内搭设防护棚，建筑物高度小于 50米，可设置单层防

护棚，大于 50米，应采取双层防护棚，以提高防砸能力。（×）

依据：《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3.13.3

大于 24 米，应双层防护。

34. 《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中，脚手架搭设完成后，立杆的垂直偏差不应大于支

撑架总高度的 1 / 500 且不得大于 5Omm。（√）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7.4.10

35. 在施工中发生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作业人员无权立即

停止作业或者在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后撤离危险区域。（×）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五条 有权

36. 采用螺栓紧固的扣接连接件为扣件；包括直角扣件和旋转扣件

两种。 （×）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2.1.9 和对接扣件三种

37. 扣件在螺栓拧紧扭力矩达到 45N·m 时，不得发生破坏。（×）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3.2.2 65N·m

38. 作业层上非主节点处的横向水平杆，宜根据支承脚手板的需要

等间距设置，最大间距不应大于纵距的 1/2（√）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2.2

39. 单、双排脚手架底层步距均不应大于 1.8m。（×）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3.4 2 米

40.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在资格证书有效期内，2 年内违章操作

记录达 3次，复核结果合格。（×）

依据：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 第二十四条 不合格

41. 脚手架构造措施应合理、齐全、完整，并应保证架体传力清晰、

受力均匀（√）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1



42. 脚手架连墙件的布置应优先采用菱形布置，或采用方形、矩形

布置。（√）

依据：《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6.4.3

43. 《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中应每隔不大于 3 跨设置一道竖向或斜向连续斜杆；

当架体搭设高度在 24m 以上 时，应每隔不大于 3 跨设置一道竖向斜

杆 ；（×）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6.3.5 24 米以下时，不大于 4跨

44. 剪刀撑斜杆应用旋转扣件固定在与之相交的横向水平杆的伸

出端或立杆上，旋转扣件中心线至主节点的距离不应大于 150mm。（√）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6.2

45. 脚手架设置扫地杆时，纵向扫地杆应在横向扫地杆的上面。（√）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3.2

46. 《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中当支撑架搭设高度超过 10m，周围有既有建筑结构时，

应沿高度每间隔4个一6个步距与周围已建成的结构进行可靠拉结（×）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6.2.6 当支撑架搭设高度超过 8m……

http://www.baidu.com/link?url=UdKZGswiI3kG3BraGFDNHJ6lFU4ZTOwDttwC9FpVgzT0SPI2LeRzG-cZWDXE8brFp34qf2NVSvxyVRX7GfXIma


47. 钢管有严重锈蚀、弯曲、压扁、裂缝缺陷的不得使用，应当选

购使用具有国家生产（制造）许可证、出厂合格证明的产品。（√）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3.1

48. 连墙件必须采用可承受拉力和压力的构造。对高度 24m 以上

的双排脚手架，应采用刚性连墙件与建筑物连接。（√）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4.6

49. 高处作业所用的物料应堆放平稳，不得妨碍通行和装卸，拆卸

下的物料及余料和废料应及时清理运走，不得随意放置或向下丢弃。

（√）

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3.0.6

50. 六级以上强风、大雾天气不得露天进行攀登与悬空高处作业。

（√）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11.2.3

51. 《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中当支撑架搭设高度大于 16m 时顶层步距内应每跨布

置竖向斜杆（√）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JGJ/T

231-20216.2.3

52. 安全带使用中，要低挂高用，防止摆动。（×）



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3.0.5

高挂低用

53. 《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中可调底座应放置在定位线上，并应保持水平。若需

铺设垫板，垫板应平整、无翘曲，不得采用已开裂木垫板（√）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JGJ/T

231-20217.4.3

54. 扣件拧紧扭力矩不应小于 40N·m，主要是因为拧紧扭力矩过

小：会使脚手架的整体刚度过低，降低脚手架的整体稳定性。（√）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附录 D

55. 连墙件在脚手架中的作用是：不论有风无风均受力，既承传水

平风荷载，又承传因约束脚手架平面外变形所产生的水平力。（√）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5.2.2

56. 凡参加搭拆脚手架的操作人员，必须戴安全帽、工具袋、安全

带，禁止穿拖鞋或赤脚上架操作，严禁酒后上岗作业。(√)

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3.0.5

57. 脚手架两端转角处，每隔 6-7 根立柱，应设剪刀撑，剪刀撑与

地面的夹角不大于 75度。(×)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6.2 不大于 60°



58. 搭设脚手架时，承重的纵向水平杆,必须置于横杆之下，铺上

脚手板后，刚好与横杆平齐，便于施工人员行走。(×)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2.1 在横杆之上

59. 当在脚手架使用过程中开挖脚手架基础下的设备基础或管沟

时，必须对脚手架采取加固措施。(√)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9.0.14

60. 高度在 24m 以下的单、双排脚手架，均必须在外侧两端、转角

设置剪刀撑，中间部分可间隔设置。(√)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6.3

61. 剪刀撑斜杆的接长，均采用搭接，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50cm，

应等间距设置不少于 2个旋转扣件固定。(×)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6.2 不小于 1m

62. 作业层脚手板应铺满、铺稳、铺实。(√)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2.4

63. 当立杆采用搭接接长时，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1m ，并应采用不

少于 2 个旋转扣件固定。端部扣件盖板的边缘至杆端距离不应小于

100mm。 (√)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3.6

64. 《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中可调底座和可调托撑安装完成后，立杆外表面应与

可调螺母吻合，立杆外径与螺母台阶内径差不应大于 4mm。（×）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JGJ/T

231-2021 7.4. 6 2mm

65. 搭设、拆除脚手架的高空作业具有一定危险性，应在操作面上

铺设供作业人 员站立的脚手板，操作人员应佩戴安全帽、安全带、防

滑手套，穿防滑鞋。(√)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11.1.4

66. 悬空作业处应有牢靠的立足处，并必须视具体情况，配置防护

栏网、栏杆或其他安全设施。(√)

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5.2.1

67. 拆除的脚手架材料，在周围设置警戒隔离，并且派专人监护方

可抛掷在无人区域。(×)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7.4.5 卸料时各构配件严禁抛掷至地面

68.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架体结构高度不应大于 5 倍楼层高(√)

依据：《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202-2010

4.4.2



69.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规定，高度不足 30m 的双排脚手架连墙件可采用柔性连接的方式。(×)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4.6 24 米以上必须用刚性连接

70. 斜道用于人员上下和施工材料的运输，附着搭设于脚手架的外

侧。人行斜道坡度宜为 1:6，宽度不小于 lm；运料斜道坡度宜为 1:3，

宽度不小于 1. 5m。（×）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7.2 数据相反，运料坡道应更缓和，更宽

71. 扣件式钢管脚手架立杆的接头除在顶层可采用搭接外，其余各

接头必须采用对接扣件连接。对接扣件应交错布置，两个相邻立杆接

头可设在同步、同跨内。 （×）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3.6 不应设置在同步同跨内。

72. 扣件式钢管脚手架纵向水平杆的接头采用对接扣件连接时，只

要相邻接头水平距离不小于 500mm，对接接头就可设在同步、同跨内。

（×）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3.6 不应设置在同步同跨内。

73. 纵向水平杆应设置在立杆内侧，单根杆长度不应小于 2 跨。

(×)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2.1 3 跨

74. 搭设扣件式钢管脚手架时，其立杆的连接不得在同一步架、同

跨间内，要互相错开连接。(√)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3.6

75. 严禁在作业脚手架上悬挂起重设备。(√)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3.3

76. 物料平台不得与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各部位和各结构构件相连，

其荷载应直接传递给建筑工程结构。(√)

依据：《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202-2010

4.4.10

77. 直角扣件用于两根杆件的对接接长。如立杆、顺长杆的接长。

（×）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3.2.1 对接扣件

78. 作业脚手架外侧和支撑脚手架作业层栏杆应采用密目式安全

网，密目式安全网应为难燃产品。(×)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11.2.4 阻燃产品



79.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防坠落装置可以使用机械式的自动装置，也

可以使用升降前需重组的手动装置。（×）

依据：《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202-2010

4.5.3 不可以手动装置

80. 卷扬机的导向滑轮可以固定在脚手架上。（×）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9.0.5 严禁悬挂起重设备

81. 脚手架连墙件设置的位置、数量应按专项施工方案确定。（√）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4.1

82. 遇 6 级及以上大风和雨天，不得提升或下降工具式脚手架。

（×）

依据：《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202-2010

7.0.15 5 级大风

83. 支撑脚手架的可调底座和可调托座插入立杆的长度不应小于

100mm，其可调螺杆的外伸长度不宜大于 300mm。(×)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8.3.13 插入不小于 150mm

84. 脚手架的拆除作业不得重锤击打、撬别。(√)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9.0.10



85. 悬挑钢平台的钢丝绳夹不得少于 3个。（×）

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6.4.7

不少于 4 个

86. 悬挑平台安装时，要使挑出部分保持水平，不得向外倾斜，人

在上面操作就有安全感。（×）

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6.4.8

外侧应略高于内侧

87. 人员可以在悬挑钢平台吊运、安装时上下。（×）

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6.4.9

不得

88. 悬挑钢平台应设置 4个吊环，吊运时应使用卡环。（√）

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6.4.6

89. 悬挑钢平台的悬挑长度宜大于 5m。 （×）

依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6.4.2 不

宜大于 5m

90. 架高超过 40m 且有风涡流作用时，应采取抗上升翻流作用的

连墙措施。（√）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4.8

91. 双排脚手架应设置剪刀撑与横向斜撑，单排脚手架应设置剪刀

撑。(√)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6.1

92. 满堂脚手架搭设高度不宜超过 48m。(×)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8.2 36 米

93. 水平剪刀撑宜在竖向剪刀撑斜杆相交平面设置。(√）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8.4

94. 满堂脚手架应设爬梯，爬梯踏步间距不得大于 500mm。 (×)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8.9 300mm

95. 一次悬挑脚手架高度不宜超过 24m。(×)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10.1 20m

96. 悬挑脚手架系统中锚固型钢的主体结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得

低于 C15。(×)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10.12 C20

97. 脚手架立杆垫板或底座底面标高宜高于自然地坪 50mm～

100mm。(√)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7.2.3

98. 单、双排脚手架必须配合施工进度搭设，一次搭设高度不应超

过相邻连墙件以上两步。(√)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7.3.1

99. 双排脚手架横向水平杆的靠墙一端至墙装饰面的距离不应大

于 100mm.(√)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7.3.6

100.作业脚手架的宽度不应小于 0.5m，且不宜大于 1.2m。作业

层高度不应小于 1.7m，且不宜大于 2.5m。（×）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8.2.1

宽度不小于 0.8m，方便人员通行

101.在架体的转角处、开口型作业脚手架端部应按建筑物二层高

度，且不应大于 6m增设一道连墙件。（×）

依据：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6

不大于建筑物层高，且不应大于 4m

102.为方便人员行走，作业脚手架底部立杆上可以仅设置纵向扫

地杆或横向扫地杆。 （×）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8.2.5 应设置纵向和横向

103.当支撑脚手架搭设高度小于 5m，架体高宽比小于 1.5，即可

不设置竖向、水平剪刀撑（×）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8.3.14 还需满足多项其它条件

104.作业脚手架临街的外侧立面、转角处应采取硬防护措施，硬

防护的高度不应小于 1.2m，转角处硬防护的宽度应为作业脚手架宽度。

（√）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11.2.5

105.脚手架内立杆与建筑物距离不宜大于 150mm;当距离大于

150mm 时，应采取封闭防护措施。（√）

依据：《建筑施工易发事故防治安全标准》JGJ/T429-2018 5.3.1

106.扣件式和普通碗扣式钢管脚手架应在外侧立杆 0. 6m 及 1.2m

高处搭设两道防护栏杆。（√）

依据：《建筑施工易发事故防治安全标准》JGJ/T429-2018 5.3.2

107.脚手架作业层脚手板下宜采用安全平网兜底，以下每隔不大

于 10m 应采用安全平网封闭。（√）

依据：《建筑施工易发事故防治安全标准》JGJ/T429-2018 5.3.4

108.搭设拆除脚手架作业应有相应的安全措施，操作人员应佩戴

个人防护用品，穿防滑鞋。（√）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11.1.4

109.作业脚手架临街的外侧立面、转角处应采取硬防护措施，硬

防护高度不应小于 1m，转角处硬防护的宽度应为作业脚手架宽度。（×）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11.2.5

1.2m

110.当架体杆件发生弹性变形时，架体杆件连接节点的承载力会

降低。(√)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7.3.4

111.脚手架在使用过程中，永久荷载和可变荷载值总值不应超过

荷载设计值，否则架体有倒塌危险。(√)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准》GB51210-2016 11.2.1

112.搭设拆除脚手架 作业时，需设置警戒线、警戒标志，并派专

人监护，禁止非作业人员入内。(√)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准》GB51210-2016 11.2.9

113.施工现场所使用的脚手架材料、构配件应有合格证等产品质

量合格证明文件。(√)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3.0.2

114.连墙件设置的位置、数量是根据架体 高度、工程结构形状、

楼层高度、荷载等因素经设计和计算确定的(√)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6

115.脚手架应严防与带电体接触，且应采取接地、防雷措施。(√)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1.3

116.雷雨天气、大风天气在架上作业存在一定的危险，应停止架

上作业。(√)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3.2

117.脚手架构配件试验的试件厚度、直径尺寸应采用精密测量工

具测量，测量误差不应超过 0.01mm。 (×)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准》GB51210-2016 7.1.7

0.02mm

118.在脚手架构配件生产过程中，生产厂家应对脚手架构配件及

其组成的脚手架结构进行型式检验。(√)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准》GB51210-2016 7.1.11

119.作业脚手架的宽度不应小于 0.6m，且不宜大于 1.0m。(×)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准》GB51210-2016 8.2.1

不小于 0.8m，不大于 1.2m

120.连墙件的垂直间距不应大于建筑物层高，且不应大于 5.0m。

(×)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准》GB51210-2016 8.2.2

4m

121.作业脚手架底部立杆上应设置纵向和横向扫地杆。 (√)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准》GB51210-2016 8.2.5



122.当采用电动升降设备时，电动升降设备连续升降距离应小于

一个楼层高度，并应有制动和定位功能。 (×)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准》GB51210-2016 8.2.7

大于

123.作业脚手架的作业层上应满铺脚手板，并应采取可靠的连接

方式与水平杆固定。(√)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准》GB51210-2016 8.2.8

124.可移动的满堂支撑脚手架搭设高度不应超过 15m，高宽比不

应大于 1.5。(×)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准》GB51210-2016 8.3.16

不应超过 12m

125.可移动的满堂支撑脚手架应有同步移动控制措施。(√)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准》GB51210-2016 8.3.17

126.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组装就位后，应按规定进行检验和升降调

试，符合要求后方可投入使用。 (√)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准》GB51210-2016 9.0.7

127.不得将吊篮作为垂直运输设备，不得采用吊篮运输物料。(√)

依据：《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202-2010

5.5.7

128.剪刀撑、斜撑杆等加固杆件应随架体同步搭设，不得滞后安

装。(√)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9.0.4

129.脚手架拆除作业前，应对脚手架的作业层进行清理。(√)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4.1

130.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在使用过程中不得拆除防倾、防坠、停层、

荷载、同步升降控制装置。(√)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3.10

131.架体拆除应按自下而上的顺序按步逐层进行，不应上下同时

作业 。(×)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4.2 自上而下

132.作业脚手架拆除作业过程中 ，当架体悬臂段高度超过 3步时，

应加设临时拉结。(×)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4.2 超过 2步

133.严禁高空抛掷拆除后的脚手架材料与构配件。(√)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4.5

134.脚手架安全防护网和防护栏杆等防护设施应随架体搭设同步

安装到位。(√)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2.4

135.当在脚手架上架设临时施工用电线路时，应有绝缘措施，操

作人员应穿绝缘防滑鞋。(√)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1.3



136.可调底座和可调托撑螺杆插入脚手架立杆钢管内的间隙不应

大于 4.5mm。(×)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16 2.5mm

137.临街作业脚手架的外侧立面、转角处应采取有效硬防护措施。

(√)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11

138.脚手架使用过程中，不应改变其结构体系。 (√)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2.0.5

139.脚手架在使用过程中应集中进行检查、监护、维护、保养。(×)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9.0.12 分阶段进行

140.施工现场应建立健全脚手架工程的质量管理制度和搭设质量

检查验收制度(√)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10.0.1

141.脚手架在搭设过程中和阶段使用前，应进行阶段施工质量检

查，确认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或阶段使用(√)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10.0.5

142.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支座应牢固，防倾、防坠装置应处于良好

工作状态，架体升降应正常平稳。(√)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11.1.5

143.作用于脚手架的荷载应分为永久荷载和可变荷载。(√)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5.1.1

144.作业脚手架的作业层上应满铺脚手板，并应采取可靠的连接

方式与水平杆固定。(√)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8.2.8

145.JGJ/T231-2021《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

标准》中杆端扣接头与连接盘的插销连接锤击自锁后不应拔脱。搭设

脚手架时，宜采用不小于 0.5kg 锤子敲击插销顶面不少于 2 次，直至

插销销紧。销紧后应再次击打， 插销下沉量不应大于 3mm 。（√）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6.2.3

146.JGJ/T231-2021《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

标准》中脚手架搭设步距不应超过 2.5m。（×）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6.1.3 2m

147.JGJ/T231-2021《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

标准》中作业架的高宽比宜控制在 3 以内，当高宽比大于 3 时，应采

取加固措施（√）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6.3.1



148.JGJ/T231-2021《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

标准》中同一层连墙件宜在同一水平面，水平间距不应大于 3 跨；连

墙件之上架体的悬臂高度不得超过 2步。（√）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6.3.6

149.JGJ/T231-2021《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

标准》中在脚手架的转角处、开口型脚手架端部应由架体底部至顶部

连续设置竖向斜杆。（√）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6.3.5.1

150.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30-2011 规定，脚手架拆除作业时必须由上而下逐层进行，在保

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上下同时作业。(×)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7.4.2 不得同时作业

151.悬挑脚手架、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应在全外侧立面上由底至顶

连续设置。(√)

依据：《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 8.2.3

152.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30-2011 规定，连墙件应设置在靠近主节点位置，且离主节点距

离不应大于 40厘米。(×)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4.3 30 厘米

153.脚手架搭设达到设计高度或安装就位后，应进行验收，验收

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6.0.5

154.作业脚手架分段拆除时，应先对未拆除部分采取加固处理措

施后再进行架体拆除。(√)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4.3

155.脚手架使用期间，严禁在脚手架立杆基础下方及附近实施挖

掘作业。(√)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3.9

156.支撑脚手架在浇筑混凝土、工程结构件安装等施加荷载的过

程中，架体下严禁有人。 (√)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3.7

157.脚手架作业层上的荷载不得超过荷载可承受的理论极限值。

(×)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3.1 荷载设

计值

158.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图中 1 表示为可调底座。（×）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2.2.1 可调托撑

159.脚手板伸出横向水平杆以外的部分不应大于 300mm。(×)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4 200mm

160.作业脚手架底层脚手板应采取封闭措施。(√)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4

161.脚手架杆件连接节点应具备足够强度和转动刚度，架体在使

用期内节点应无松动。(√)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2

162.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30-2011 ，一次悬挑脚手架高度不宜超过 20m。（√）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10.1

163.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30-2011，当脚手架下部暂不能设置连墙件时，可设置抛撑。下图

脚手架抛撑设置是否正确。（√）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4.7

164.《坠落防护安全带》GB6095-2021，架子工在搭设脚手架时，

图示安全带佩戴正确。（×）

依据：《坠落防护安全带》GB6095-2021 5.4.3 未高挂低用

165.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30-2011 规定，下图连墙件设置方式正确。（×）

依 据 ：《 建 筑 施 工 扣 件 式 钢 管 脚 手 架 安 全 技 术 规 范 》

JGJ130-20116.4.5 不能水平时应向脚手架一端下斜连接



166.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30-2011 规定，开口型双排脚手架两端必须设置横向斜撑。（√）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6.5

167.直线布置的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架体支承跨度不应大于 7m。（√）

依据：《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202 – 2010

4.4.2-3

168.物料平台可以与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各部位相连。（×）

依据:《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202 – 2010

4.4.10:物料平台不得与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各部位和各结构构件相连。

169.当型钢悬挑梁与建筑结构采用螺栓钢压板连接固定时，当采

用螺栓角钢压板连接时，角钢的规格不应小于 63mm×63mm×8mm。（×）

依据：《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6.10.6:当型钢悬挑梁与建筑结构采用螺栓钢压板连接固定时，钢压板

尺寸不应小于 100mm×10mm(宽×厚);当采用螺栓角钢压板连接时，角

钢的规格不应小于 63mm×63mm×6mm。

170.《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关于脚手架的搭设顺

序，剪刀撑和斜撑杆等加固杆件可以等架体搭设完成后再进行加设。

（×）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5.2.1: 剪刀撑、斜

撑杆等加固杆件应随架体同步搭设。



171.脚手架材料、构配件质量现场检验应采用全部抽样的方法进

行外观质量、实测实量检验。（×）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6.0.2 : 脚手架材

料、构配件质量现场检验应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外观质量、实测

实量检验。

172.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作业层与主体结构间的空

隙可以不设置水平防护网。（×）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7.5.3:作业层与主体结构间的空隙应设置水平防护网。

173.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采用钢脚手板时，钢脚手

板的挂钩应稳固扣在立杆上，挂钩应处于锁住状态。（×）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7.5.3：当采用钢脚手板时，钢脚手板的挂钩应稳固

扣在水平杆上，挂钩应处于锁住状态。

174.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作业架顶层的外侧防护栏

杆高出顶层作业层的高度不应小于 1200mm。（×）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7.5.5：作业架顶层的外侧防护栏杆高出顶层作业层的

高度不应小于 1500mm。

175.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搭设的作业架应经安全员确认并

签署拆除许可令后，方可拆除。（×）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7.5.8 ：作业架应经单位工程负责人确认并签署拆除

许可令后，方可拆除。

176.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脚手架受荷过程中，应按对称、分层、

分级的原则进行，不应集中堆载、卸载；并应派专人在安全区域内监

测脚手架的工作状态。（√）

依据：《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231-2021 9.0.6

177.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

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但劳动防护用品

可以根据自身工作情况佩戴和使用。（ × ）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从业人员在作

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178.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书有效期为两年。有效期满需

要延期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应当于期满后 3 个月内向原考核发

证机关申请办理延期复核手续。（ × ）

依据：《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资格证书

有效期为两年。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应当于

期满前 3 个月内向原考核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延期复核手续。延期复核

合格的，资格证书有效期延期 2年。



179.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应当严格按照安全技术标准、规范和

规程进行作业，正确佩戴和使用安全防护用品，所使用的作业工具和

设备的维护保养问题不需要负责。（ × ）

依据：《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十七条：建筑施工特

种作业人员应当严格按照安全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进行作业，正确

佩戴和使用安全防护用品，并按规定对作业工具和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180.支撑脚手架的水平杆应按步距沿纵向和横向通长连续设置，

不需要与相邻立杆连接。（ × ）

依据：《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55023-2022 4.4.14：支撑脚手

架的水平杆应按步距沿纵向和横向通长连续设置，且应与相邻立杆连

接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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