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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在用电梯安全评估规范》 

征求意见说明 

 

一、任务来源 

2019 年 12月 31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9年第四批推荐

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19〕40号)，批准了国家标准《在用电

梯安全评估规范》制定计划项目，计划编号为：20194249-T-469。 

二、目的及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电梯行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电梯已广泛使用

于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已成为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

产、生活设施。近年来，电梯的安全和可靠性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特别

是一些使用年限较长的电梯（俗称老旧电梯），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安全问题也

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 

一是由于电梯机械零部件过度磨损、电子元气件老化等造成的故障率高，导

致电梯经常困人或无法运行； 

二是由于早期的设计制造安装技术落后，导致电梯安全性能指标低下，有些

安全性能指标已无法满足现行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要求，存在较多的安全隐

患； 

三是由于有些需要更换的早期生产的备品备件已不再生产，导致难以购买、

甚至无处购买，造成存在安全隐患的零部件得不到有效地维修。 

这些电梯本身存在的问题，不仅导致电梯故障不断，投诉逐年增多，而且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已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截至 2020年底，仅上海市，使用

时间超过 15年的电梯就有 41400多台，大部分“高龄”和“准高龄”电梯存在

带病运行现象，已成为城市公共安全亟待解决的难题。因此，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对这些使用年限已较长的电梯进行预测评估，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保障电梯的

安全运行，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早在 2008年，上海市开始了老旧电梯的风险评估研究和工程实践，全国多

个省市也相继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和工程实践。从 2012年至 2020 年，全国有

十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都先后制定和颁布了相关的地方标准。

2015年，为指导各地开展在用电梯安全评估工作，推动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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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局组织制定并颁布了《在用电梯安全评估导则-曳引驱动

电梯（试行）》。 

目前，各省市基本按照当地的地方标准开展在用电梯的安全评估工作，部分

地方政府还将“老旧电梯安全评估”工作纳入地方政府实事工程项目。考虑到全

国各地在开展在用电梯安全评估工作依据的标准不一，而且近几年相关的国家标

准和安全技术规范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能体现

电梯最新技术和标准发展要求的电梯安全评估标准。 

本标准基于 GB/T 20900—2007《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风险评价和

降低的方法》的思路，将从风险分析和系统分析的角度，基于电梯设备状况、使

用管理、维护保养等方面的现场检查和检验检测，确定评估项目的风险类别，并

在此基础上对在用电梯的安全性进行综合的评估，提出有效的风险减低措施以提

高在用电梯的安全性。本标准提出的安全评估方法是对现有电梯定期检验方法的

有益补充，不仅对促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提升老旧电梯的安全水平具有重要的

促进作用，而且对提升现有电梯安全标准的水平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三、参编单位情况 

经过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电梯标委会”）秘书处组织商

请，组成了标准编制组。编制组成员来自不同领域的相关单位，这些单位包括电

梯整机制造单位、部件制造单位、电梯检验机构（含型式试验机构）、相关的科

研院所等，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四、编制原则 

1. 本标准主要遵循 GB/T 20900—2007《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风险

评价和降低的方法》的思路，提出在用电梯安全评估程序、内容、方式以及风险

等级评定、降低风险措施、综合结论的判定原则、安全评估报告等要求。 

2. 在对评估项目进行风险等级评定时，评价内容和要求主要依据现有相关

的技术标准、安全技术规范、以及制造技术资料等，例如 GB/T 7588.1—2020《电

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 1部分：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GB/T 10058—2009

《电梯技术条件》、TSG 08—2017《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 T5002—2017

《电梯维护保养规则》、以及产品的使用维护说明书等。 

3. 被评价的项目如符合相关最新标准和安全技术规范等要求，则认为风险

是可以接受的，就定义为Ⅲ级风险。 

4. 评价内容综合考虑设备本体、使用管理和维护保养等多方面综合情况。 

5. 考虑到本标准主要适用于在用电梯，所以本标准规定的评价内容和方法

应便于现场的检测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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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编制工作 

（一）编制组成立和第一次工作会议 

2020 年 6 月 2 日，电梯标委会秘书处在苏州市组织召开了国家标准《在用

电梯安全评估规范》编制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 

电梯标委会陈凤旺秘书长主持了编制组成立会议；电梯标委会主任委员李守

林院长对与会人员表示欢迎，介绍了我国在用电梯安全评估和消防员电梯的发展

情况，强调了这项国家标准编制工作的重要性；陈凤旺秘书长介绍了电梯标委会

情况，重点说明了电梯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编制工作总体筹备情况，指出了

标准编制中应注意的问题，并对标准编制工作提出了要求。 

编制组成立会议后，本国家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

研究院舒文华院长主持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并向与会成员汇报了本标准前期准备

情况，介绍了本标准编制大纲（草案）。与会编制组成员（代表）对本标准编制

大纲（草案）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讨论和修改，形成了编制工作大纲和标准草案。 

（二）形成讨论稿 

第一次工作会议后，按照《编制工作大纲》，各参加起草单位开展了广泛的

调研，调研的范围涵盖了标准草案的各个章节，调研的地域涵盖了我国、美国、

日本、韩国、俄罗斯、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调研的内容涵盖了行政规章、技术标

准、产品标准等。调研的成果比较丰富，涵盖的面也比较广，对本标准的起草工

作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参考依据，同时各起草单位对草案也提供了很多好的建设

性意见。 

根据调研结果和各起草单位的起草意见，于 2020年11月上旬形成了讨论稿。 

（三）第二次编制工作会议 

2020 年 12 月 21～23 日，电梯标委会秘书处在苏州市组织召开了本标准编

制组第二次工作会议。 

与会编制组成员（代表）汇报了总结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后的编制工作情况；

对本标准讨论稿逐条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讨论，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初稿），并确

定了需进一步落实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进度安排。 

（四）第三次编制工作会议 

2021 年 3月 17～19日，电梯标委会秘书处在苏州市组织召开了本标准编制

组第三次工作会议。 

与会编制组成员（代表）汇报了总结了第二次工作会议后的编制工作情况；

与会编制组成员对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逐条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讨论，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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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征求意见稿（第 3 次会议稿），并确定了需进一步落实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进

度安排。 

（五）形成征求意见稿 

第三次工作会议后，编制组成员根据会议纪要，开展了进一步的补充调研，

并对标准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并于 2021 年 5月上旬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六、重点征求意见内容说明 

1. “风险评价”和“安全评估”的应用 

“风险评价”是根据 GB/T 20900 给出的方法，对每个风险情节进行风险分

析和风险评定，是安全评估工作的基础。“安全评估”是根据每个风险情节风险

评价结果，确定电梯整机综合安全状况等级，并结合使用管理和日常维护保养存

在的安全隐患，提出降低风险措施的全过程。标准中图 1给出的流程图有助于本

标准的理解和应用。 

2.评分方法的依据  

表 3中给出了三种风险类别赋值规则，以及电梯整机综合安全状况等级的确

定，是在原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局关于印发《在用电梯安全评估导则-曳引驱动电

梯（试行）》的通知(质检特函〔2015〕57号)给出的评分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上

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在 2015-2020年完成的10657台电梯安全评估

数据进行的统计和分析，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使得整个评分结果的分布更科学

合理。 

3.风险评定参考值 

附录 A中的表 A.1～A.18给出了设备本体评价项目的风险评定参考值，其目

的是不同的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在对特定的风险情节进行分析评价时，使其结果

尽量保持一致。当然，安全评估人员应根据 GB/T 20900—2007 中 4.5 给出的方

法，综合考虑设备的实际状况、使用环境等要素，确定风险等级和风险类别。 

七、申请征求意见 

经过编制组成员的共同努力，国家标准《在用电梯安全评估规范》已完成征

求意见稿等征求意见文件，具备了征求意见条件。  

现申请主管部门审查并组织征求意见。  

 

 

国家标准《在用电梯安全评估规范》编制组 

2021年 6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