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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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GB/T 24804—2009《提高在用电梯安全性的规范》。 

本文件与GB/T 24804—2009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不适用于“消防操作期间的安全”的内容（见2009版的1.4）； 

——删除了“被授权人员”的术语和定义（见2009版的3.1）； 

——增加了11种重大危险［即：序号1.3消防员电梯功能不齐全；序号1.5无抗震性能或性能不符合

要求；序号2.19轿门前缘与层门前缘之间水平距离过大；序号4.4轿门强度不足；序号4.11采用其他形

式的动力驱动门无自动重新开启的保护装置（150N）或保护装置不符合要求；序号4.21当轿门在开锁区

域外打开，在层门门锁装置可触及时，无轿门开门限制装置；序号5.9无轿顶应急照明或不符合要求；

序号8.1驱动主机制动器不符合要求（如仅有一组制动器）；序号9.5机器空间内的驱动主机无停止装置

或停止装置不符合要求；序号10.1含有电气安全装置的电路、控制制动器或控制下行方向阀的电路无接

地保护；序号10.5无底坑检修运行控制装置或装置不符合要求］，因为这些危险已在GB/T 7588.1—2020

中涵盖或已通过风险分析确定（见第4章）； 

——增加了电梯在改装前、改装后和使用过程中对电梯业主的相关要求（见5.1）； 

——增加了在检查电梯时处理极端风险的要求（见5.2）； 

——增加了电梯在改装后记录的要求（见第7章）； 

——在用电梯安全检查表中，增加了一列“与符合GB 7588—2003（或GB 21240—2007）或根据GB/T 

24804—2009改装后的电梯的安全水平比较的优先等级”内容；增加了与第4章所增加的重大危险对应的

检查内容；更改了检查内容对应的保护措施（见表A.1，2009版的表B.2）。 

本文件由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96）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暂空）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暂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9年首次发布为GB 24804—2009； 

——2017年，根据《中国国家标准的公告》（2017年第7号）变更为 GB/T 24804—2009；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III 

引    言 

0.1 由于电梯的使用寿命比大多数其他运输设备和建筑设备长，因此，这意味着已安装使用的部分在用

电梯，在其设计上、性能上和安全上可能落后于当前的技术水平，这些在用电梯需要进行改装以降低存

在的风险，满足本文件的安全要求。 

注：本文件中的改装通常对应电梯施工类别中的修理和改造。 

0.2 本文件将各种危险和危险状态归类，采用风险评价方法已对每种危险进行了分析；给出了逐步提高

在用电梯安全性的正确方法，使其达到现今的安全水平；按照每种风险发生的概率和伤害的严重程度，

识别在用电梯安全状况并确定应采取的安全措施；列出了各种高、中、低风险，提出了可分步采用的降

低风险的正确方法。 

0.3 本文件可在下列方面作为导则： 

a) 采用基于风险水平（高、中、低）及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合理、切实可行
1）
的方法，通过筛选过

程（见第 5章）来确定各自的实施程序； 

b) 电梯业主按照有关法规规定履行其义务； 

c) 电梯维修组织和（或）有关机构确定在用电梯的安全程度； 

d) 电梯业主根据 c)所确定的在用电梯安全程度提高在用电梯的安全性。 

0.4 附录A可用于对在用电梯进行检查，确定危险类别和正确的安全措施。如果所识别的风险状况不在

本文件所包括的范围内，需按照GB/T 20900对该风险进行评价。 

注：根据 GB/T 20900 对风险分布图稍作修改，以便根据现有方法确认风险等级，确定在用电梯上项目升级的不同

优先等级（见 5.3 和 5.4）。在概率等级“C”至“E”之间，概率等级“D”涵盖了较大的概率范围，在用电梯的风险概

率大部分会在“D”级。因此，概率等级“D”分为三个较小的分级“C-D”、“D”和“D-E”。较高的概率等级“C-D”可

能会导致大量的事件且与“C”接近，因此认为对于严重程度 1 和 2 具有较高的优先级（P1），对于严重程度 3 具有中等

优先级（P2）。较低的概率等级“D-E”中，预计只有极少数的事件，接近于“E”，对于严重程度 1 具有中等优先级（P2），

介于风险等级 1D 的高等优先级（P1）和风险等级 1E 的低等优先级（P3）之间，对于严重程度 2 的具有低等优先级（P3），

风险等级 2E 同样具有低等优先级（P3）。 

 

                                                        

注 1：“合理、切实可行”是指：“按照风险产生的伤害严重程度和消除或降低该风险的难度和费用来决定什么是合理和

切实可行。如果难度和费用很高，但是，经过认真评价风险后表明该风险并不高，则可不必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如果

风险高，则不论费用多高，也应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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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在用电梯安全性的规范 

1 范围 

1.1 本文件提供了提高在用电梯安全性的规范，目标是应用当前的安全技术使在用电梯达到新安装电梯

同等的安全程度。 

注：由于建筑物设计状况等原因，完全达到当前的安全程度可能有困难。 

1.2 本文件适用于永久安装的曳引、强制和液压驱动的乘客电梯或载货电梯。 

本文件为下列人员提高在用电梯安全性： 

a) 乘客； 

b) 维护和检查人员； 

c) 井道、机器空间和滑轮间外（但在其附近）的人员； 

d) 任何其他被授权人员。 

1.3 本文件不适用于： 

a) GB/T 7588.1－2020所规定的驱动方式以外的电梯； 

b) 升降设备，例如链斗式升降机、矿山升降机、舞台提升设备、具有自动吊笼和料斗的机械、施

工升降机、船用升降机、海上开采或钻井平台、建筑和维修机械，或者风力发电塔内的电梯； 

c) 导轨垂直倾斜度大于15°的电梯； 

d) 额定速度小于或等于0.15 m/s的电梯（升降平台）； 

e) 在电梯的运输、安装、修理和拆卸期间操作的安全性。 

但是，这些在用设备安全性的提高可参照本文件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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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7024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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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8100-1:2019，

MOD） 

GB/T 20900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风险评价和降低的方法（ISO/TS14798:2006，IDT） 

GB/T 23821－2009  机械安全 防止上下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ISO 13857:2008，IDT） 

GB/T 24475  电梯远程报警系统 

GB/T 24477－2009  适用于残障人员的电梯附加要求 

GB/T 24479－202X  火灾情况下的电梯特性 

GB/T 24480－2009  电梯层门耐火试验 泄漏量、隔热、辐射测定法 

GB/T 26465－2021  消防员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T 28621－202X  安装于现有建筑物中的新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T 31095－2014  地震情况下的电梯要求 

EN 81-82:2013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在用电梯 第82部分: 提高在用电梯适用于残障人员可

接近性的规范（Safety rule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of lifts — Existing lifts 

— Part 82: Rul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ccessibility of existing lifts for persons 

includi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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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GB/T 7024、GB/T 7588.1—2020、GB/T 2090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在用电梯 existing lift 

已投入使用的电梯。 

3.2 

电梯业主 owner of the installation 

对电梯具有处置权并对电梯运行负责的自然人或法人。 

 

4 重大危险清单 

4.1 所涉及的重大危险 

本节中包括本文件涉及的所有重大危险、危险状态和事件，它们由风险评价确定为在用电梯的重大

风险，并应采取措施消除或降低。 

本文件所涉及的重大危险见表1。 

表 1  重大危险清单 

序号 危险/危险状态 
GB/T 24804－

2009 中的序号 

1 一般要求 

1.1 残障人员接近受限制或不符合要求 2 

1.2 （略） 4 

1.3 消防员电梯功能不齐全 无 

1.4 在火灾情况下无控制功能或功能不齐全 5 

1.5 无抗震性能或性能不符合要求 无 

1.6 存在有害材料 1 

2 井道 

2.1 进入井道和底坑的通道门、安全门和检修门的锁紧装置不符合要求 8 

2.2 进入井道和底坑的通道门、安全门和检修门被打开时，轿厢没有停止 8 

2.3 有孔的井道围壁 6 

2.4 门锁附近的井道围壁有孔 33 

2.5 部分封闭的井道围壁过低 7 

2.6 层门地坎下面的垂直表面不符合要求 9 

2.7 井道下方存在人员能够到达的空间时，对重（平衡重）无安全钳 10 

2.8 对重（平衡重）运行区域无隔障或隔障不符合要求 11 

2.9 同一井道中各部电梯之间无底坑隔障或隔障不符合要求 12 

2.10 同一井道中各部电梯的运动部件之间无隔障或隔障不符合要求 13 

2.11 轿顶避险空间和顶层间距不足 14 

2.12 底坑避险空间和间距不足 14 

2.13 底坑通道不符合要求 15 

2.14 无井道照明或照度不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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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危险/危险状态 
GB/T 24804－

2009 中的序号 

2.15 底坑无停止装置或停止装置不符合要求 16 

2.16 底坑和轿顶无报警装置 18 

2.17 井道内表面与轿厢地坎、轿门框或滑动轿门最近门口边缘的水平距离过大 58 

2.18 轿门与层门间的水平间距过大 59 

2.19 轿门前缘与层门前缘之间水平距离过大 无 

3 机器空间和滑轮间 

3.1 通往机器空间或滑轮间无通道或通道不符合要求 19 

3.2 机器空间或滑轮间内照明不符合要求 23 

3.3 滑轮间无停止装置或停止装置不符合要求 16 

3.4 机器空间或井道顶部搬运设备的悬挂点不符合要求 24 

3.5 机器空间或滑轮间地面不满足防滑要求 20 

3.6 机器空间内的水平或垂直间距不符合要求 21 

3.7 机房内地面存在高度差或凹坑时无保护措施或保护措施不符合要求 22 

3.8 轿厢内与进行紧急操作处之间无对讲系统或对讲系统不符合要求 72 

4 层门和轿门 

4.1 有孔的层门 25 

4.2 有孔的轿门 25 

4.3 层门强度不足 26 

4.4 轿门强度不足 无 

4.5 层门上除视窗之外的玻璃面板不符合要求 27 

4.6 轿门上除视窗之外的玻璃面板不符合要求 27 

4.7 层门上玻璃视窗不符合要求 27 

4.8 轿门上玻璃视窗不符合要求 27 

4.9 
动力驱动的自动水平滑动轿门与层门无自动重新开启的保护装置（如光幕）或

保护装置不符合要求 
30 

4.10 
动力驱动的自动水平滑动门无自动重新开启的保护装置（150N）或保护装置不

符合要求 
30 

4.11 
采用其他形式的动力驱动门无自动重新开启的保护装置（150N）或保护装置不

符合要求 
无 

4.12 
动力驱动的水平滑动玻璃门无避免拖拽儿童手的保护措施或保护措施不符合要

求 
28 

4.13 层站无照明或照度不足 29 

4.14 层门锁紧装置不符合要求 31 

4.15 层门紧急开锁无专用工具（如三角钥匙） 32 

4.16 
当轿厢在开锁区外时，层门无论因为何种原因而开启后，无层门自动关闭和锁

紧功能或功能不符合要求 
34 

4.17 多扇层门的各门扇之间的连接不符合要求 35 

4.18 层门的耐火性能不符合要求 36 

4.19 铰链层门打开时轿门可运动 37 

4.20 无轿门轿厢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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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危险/危险状态 
GB/T 24804－

2009 中的序号 

4.21 当轿门在开锁区域外打开，在层门门锁装置可触及时，无轿门开门限制装置 无 

5 轿厢、对重和平衡重 

5.1 轿厢面积超过规定 38 

5.2 无轿厢护脚板或护脚板长度不符合要求 39 

5.3 轿厢安全窗锁紧装置不符合要求 41 

5.4 轿顶及轿厢安全窗强度不足 42 

5.5 无防止人员坠落的轿顶护栏或护栏不符合要求 43 

5.6 轿厢通风不足 44 

5.7 轿厢照度不足 45 

5.8 无轿厢应急照明或应急照明不符合要求 46 

5.9 无轿顶应急照明或应急照明不符合要求 无 

5.10 无载荷控制或载荷控制不符合要求 73 

5.11 无报警装置或报警装置不符合要求 71 

6 悬挂装置，补偿装置，防止坠落、超速、轿厢意外移动和轿厢沉降的措施 

6.1 曳引轮、滑轮和链轮无避免人身伤害的防护装置，或防护装置不符合要求 47 

6.2 曳引轮、滑轮和链轮无防脱绳或脱链的防护装置，或防护装置不符合要求 48 

6.3 曳引轮、滑轮和链轮无防止异物进入的防护装置，或防护装置不符合要求 49 

6.4 无防止坠落或下行超速（超速下降）的保护措施 
50 

54 

6.5 曳引式电梯无防止轿厢上行超速的保护装置或保护装置不符合要求 52 

6.6 无防止轿厢意外移动的保护装置或保护装置不符合要求 53 

6.7 液压电梯无防沉降的保护措施或保护措施不符合要求 54 

6.8 限速器绳无防松绳的电气安全装置或电气安全装置不符合要求 51 

6.9 无防松绳或松链的保护装置或保护装置不符合要求 63 

7 导轨、缓冲器和极限开关 

7.1 对重（平衡重）导向系统不符合要求 55 

7.2 无缓冲器或缓冲器不符合要求 56 

7.3 无极限开关或极限开关不符合要求 57 

8 驱动主机 

8.1 驱动主机制动器不符合要求（如仅有一组制动器） 无 

8.2 无紧急操作系统或紧急操作系统不符合要求 60 

8.3 无可以使驱动主机停止运转以及检查停止位置的装置或装置不符合要求 62 

8.4 无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或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不符合要求 64 

8.5 液压电梯无截止阀或截止阀不符合要求 61 

8.6 液压电梯无紧急下降阀或紧急下降阀不符合要求 65 

9 电气设备(装置)及其连接 

9.1 防触电保护不符合要求（如直接接触） 66 

9.2 关闭总开关后仍带电的连接端子标记不符合要求 66 

9.3 电梯驱动主机的电动机无过热保护或过热保护不符合要求 67 

9.4 主开关无锁住装置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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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危险/危险状态 
GB/T 24804－

2009 中的序号 

9.5 机器空间内的驱动主机无停止装置或停止装置不符合要求 无 

10 电气故障的防护、控制和优先权 

10.1 含有电气安全装置的电路、控制制动器或控制下行方向阀的电路无接地保护 无 

10.2 无错相保护 69 

10.3 平层准确度和（或）平层保持精度不符合要求 3 

10.4 无轿顶检修运行控制装置和停止装置或装置不符合要求 70 

10.5 无底坑检修运行控制装置或装置不符合要求 无 

11 警告、标志、标记和操作说明 

11.1 警告、标志、标记或操作说明缺失 74 

 

4.2 未涉及的重大危险 

本文件未涉及下列重大危险： 

——井道、机器空间和滑轮间的火灾； 

——环境条件（如水灾）； 

——电磁兼容性； 

——锐边导致的剪切。 

5 提高在用电梯安全性的措施 

5.1 总则 

所有用于在用电梯改装的技术解决方案，应尽可能与适用于新电梯的最新技术方案保持一致。虽然

从安全的角度将所有在用电梯立即改装成当前技术水平是有意义的，但是从经济角度来说在短期内是不

大可能的。 

本文件未就将要实施的措施及期限提出强制要求。本章中所述的程序用于帮助制定改进在用电梯安

全性方面的规定和（或）向电梯业主提供一种系统的方法，以提高在用电梯的安全性，包括以下内容： 

——如何识别危险； 

——如何评价现有的危险状态；和 

——如何对适用于相关危险状态和降低风险措施的优先等级进行分类。 

如果不能满足本文件的要求，遗留风险仍然存在且无法避免，则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如：标志、指

示和培训等。 

对于特定的安全要求，例如：可接近性(参见EN 81-82)、消防员电梯、火灾情况下的电梯特性、抗

震要求和有害材料的处理，本文件未给出具体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对建筑物的状况进行检查以确

定哪些安全要求对电梯来说是切实可行的。 

在采取一项或多项适当措施改装电梯之前，应考虑对电梯其他部分的影响，并完善改装方案，防止

降低电梯其他部分的安全性。在采用一项或多项适当措施改装电梯之后，应记录遗留的危险状态，以便

今后实施进一步改装，以及管控遗留风险。 

在定期计划中，或当电梯用途发生变化时，应重新审查之前的评价结果是否需要更新。 

5.2 危险状态识别 

附录A包括用来对某部电梯的危险状态进行识别的检查表，该表包含4.1中列出的所有危险状态。表

中列出的危险状态是基于已发生的事故而得出的经验和风险评价。  

对于一些本文件未包括的梯龄很高的在用电梯和一些采用特殊技术的在用电梯可能存在附加的危

险状态，这些情况，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风险评价，以识别危险和给出降低风险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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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状态的识别可在一部给定在用电梯的任何定期检查和专门检验过程中进行，但是这些检查应由

技术上胜任或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员来实施。 

当检查过程中识别到极端风险时，如果电梯仍在使用，应立即采取行动降低风险，并应尽快采取保

护措施消除风险。 

5.3 危险状态评价 

在本文件的制定过程中已对4.1中列出的危险状态进行了风险评价。 

风险评价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一部在用电梯没有防止危险状态的措施或防止危险的措施不完善。 

表2给出了在用电梯可能出现的原始风险，它们可能在不符合当前安全程度的在用电梯上出现。 

表2的危险状态中某些风险出现两次，这种双重评价的背景是这些危险状态会导致不同的后果，如：

导致低概率高严重程度的事故和高概率中严重程度的事故。事故统计表明，各地对于事故所取得的经验

可能不同。对这些案例进行双重评价表明，在一个地区内，即使没有经历过高严重程度事故，仍然存在

着一定的发生中严重程度事故的概率。 

然而表2并不完全适用于所有在用电梯。当前的一些标准要求（如2009版），已能部分覆盖4.1节所

列出的重大危险。其中的一些要求，几乎能等同于最新的标准要求。 

而另一些标准要求仅部分覆盖重大危险，意味着遗留风险可能仍然很高，安全水平达不到按照最新

的国家标准制造的电梯。 

这就是为什么重新评价风险并与以前的电梯国家标准进行比较是一个筛选的过程。一方面，几乎相

等的要求所涵盖的危险情况可以从危险状态中消除，另一方面，遗留风险可以重新评价和在风险中重新

排序。 

作为示例，此处例举由于井道照度不足（危险序号2.14）所引起的风险:考虑到最不利的情况，当

井道内没有照明时，有关的风险被评定为严重程度为1、概率等级为“D”或严重程度2、概率等级为“C-D”。

因此，在原始风险图 (见表2)中的优先等级为高优先级（P1），这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采取降低风

险的措施。以前的电梯国家标准已要求安装井道永久照明，井道照明应安装在井道内确定的位置，但最

新的国家标准对照度提高了要求。 

因此，以前使用的井道照明不能认为等效于当前使用的井道照明，但按照以前标准安装了井道照明

的在用电梯具有比无井道照明的等级要低的遗留风险。因此，在原始风险图中，其遗留风险等级可转换

为较低的风险等级，如：1D-E或2D。 

5.4 优先等级分类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各种原因同时将在用电梯全部按照当前安全要求进行改装是不可能的。因此，

将危险状态分为不同的优先等级，从而按优先等级在若干个时间段内按照本文件规定的方法降低这些风

险。按照 GB/T 20900 规定的原始风险图已被用于风险优先等级的分类。原始风险图中分为 4个优先等

级（见表 3和表 4），其中与实际相关的仅 3个优先等级（P1～P3）。优先等级是仅从安全角度定义的，

但降低风险还要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 

对于优先等级应规定一个完成该措施的时间表，表 4中也包含了可能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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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原始风险图 

概率 

等级 

严重程度 

1 2 3 4 

危险状态序号 

A    

 

B   4.9/4.10/4.11 

 

C  
2.3/4.1/4.2/4.9/ 

4.10/4.11/8.2 
4.19/5.8/7.3 

 

C-D 10.4 

2.6/2.13/2.14/3.1 

3.2/3.7/4.5/4.6/4.7 
4.8/4.20/5.11 
6.4/7.2/10.3 

4.13/5.7 

 

D 

1.6/2.1/2.2/2.4/2.5/2.9 
2.10/2.11/2.12/2.14 

2.15/2.17/2.18/2.19 
3.3/4.3/4.5/4.6/4.7 
4.8/4.14/4.15/4.16 

4.20/5.2/5.5/5.11/6.4 
6.6/6.7/8.1/8.2/8.3 

9.1/9.2/9.4/10.3 

2.16/3.4/3.6/4.4 

4.12/5.3/5.6/6.1 

6.2/6.5/6.9/8.6 

5.4/6.3/8.4/8.5 

 

D-E 
3.8/4.17/4.18/4.21 

6.5/6.8/10.1/11.1 

3.5/5.1/5.10/7.1 

9.3/9.5/10.2/10.5 
 

 

E 2.7/2.8/3.4/5.10/7.1 5.9  

 

F 

    

概率等级 

A——频繁；B——很可能；C——偶尔；D——极少； 

E——不大可能；F——几乎不可能 

严重程度 

1——高；2——中；3——低； 

4——可忽略 

注 1：每格中的数字对应于表 1 中列出的危险状态的序号； 

注 2：阴影部分的危险效果分类见表 3； 

注 3：由于实际应用的原因，概率等级 D 可分为 C-D、D、D-E 3 个子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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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含有优先等级的风险图 

概率 

等级 

严重程度 

1 2 3 4 

优先等级 

A P0 P0 P1 P3 

B P0 P1 P1 P3 

C P0 P1 P2 

 

C-D P1 P1 P2 

 

D P1 P2 P3 

 

D-E P2 P3 

  

E P3 P3 

  

F 

    

概率等级 

A——频繁；B——很可能；C——偶尔；D——极少； 

E——不大可能；F——几乎不可能 

严重程度 

1——高；2——中；3——低； 

4——可忽略 

 

 

 

 

表 4 优先等级和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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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风险图中的类别 
优先等级 时间表 

严重程度 S 概率等级 P 

1 

2 

A，B，C 

A 
P0 立即完成 

1 

2 

3 

C-D，D 

B，C，C-D 

A，B 

P1 短期内完成 

1 

2 

3 

D-E 

D 

C，C-D 

P2 中期内完成，进行改装 

1 

2 

3 

4 

E 

D-E，E 

D 

A，B 

P3 较长期内完成，进行相关部件改装 

1 

2 

3 

4 

F 

F 

D-E，E，F 

C，C-D，D，D-E，E，F 

 

 

概率等级 

A——频繁； B——很可能；C——偶尔； D——极少;  

E——不大可能； F——几乎不可能 

严重程度 

1——高；2——中；3——低； 

4——可忽略 

注：完成期限的长短视具体的在用电梯而定，通常，短期为五年之内，中期为十年之内。 

 

6 安全措施和（或）保护装置的验证  

电梯改装后重新投入使用前应按照有关现行国家标准的要求进行检查。某一个电梯部件的改装可能

对其他相关部件的安全和功能产生影响，因此，改装后的检查不应仅限于被改装的部件，对于受其影响

的其他相关部件和系统也应进行检查。 

7 技术文件 

对于改装过程中更换或增加的部件，应提供相关文件。 

改装应记录在 GB/T 7588.1—2020中 7.3.2规定的日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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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在用电梯安全检查表 

本附录所规定的安全检查表（见表 A.1）可作为识别在用电梯的重大危险项目的工具，并根据现行

国家标准确定适用的保护措施类型。对本文件未包括的安全项目应视具体情况进行风险评价。 

如果要对某一风险进行重新评价，则应按照制定本文件所用的风险分析方法（见 GB/T 20900）进

行重新评价。 

对于许多项目，GB/T 7588.1—2020与 GB 7588—2003（或 GB 21240—2007）的安全水平是等同的。

但是，有一些项目在 GB/T 7588.1—2020 中的安全水平有所提高，例如：底坑检修控制［GB/T 7588.1

—2020中的 5.2.1.5.1 b)］、避险空间（GB/T 7588.1—2020中的 5.2.5.7和 5.2.5.8）、门强度（GB/T 

7588.1—2020中的 5.3.5）、轿厢意外移动 (GB/T 7588.1—2020中的 5.6.7）等。 

表 A.1的最后一列，针对 GB/T 7588.1—2020中的保护措施与 GB 7588—2003（或 GB 21240—2007）

或 GB/T 24804—2009 规定的措施相比，给出了这些危险项目的安全水平差异。如果安全水平等同或者

仅存在可以忽略的轻微差异，则最后一列是“0”；如果安全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则最后一列给出了该项

目的优先等级，以及该优先等级适用条件（如果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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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在用电梯安全检查表 

序号 

GB/T 

24804-2009

中的序号 

为符合 GB/T 7588.1—2020

需检查的项目 
是否满足要求 优先等级 

保护措施 

（降低风险的措施） 

可能采取的措

施 

与符合 GB 7588—2003（或 GB 

21240—2007）或根据 GB/T 

24804—2009 改装后的电梯

的安全水平比较 

1 一般要求 

1.1 2 
确保残障人员可接近的措

施 

□是 □否 

□不适用 
 符合 EN81-82:2013 的措施 □是 □否 不适用 

1.2 4 （略）      

1.3 无 消防员电梯功能 
□是 □否 

□不适用 
 符合 GB/T 26465－2021 的措施 □是 □否 不适用 

1.4 5 火灾情况下的电梯特性 
□是 □否 

□不适用 
 符合 GB/T 24479－202X 的措施 □是 □否 不适用 

1.5 无 
抗震性能（至少建筑物有

抗震性能） 

□是 □否 

□不适用 
 符合 GB/T 31095－2014 的措施 □是 □否 不适用 

1.6 1 

未使用有害材料，例如: 

制动器的石棉刹车片、接

触器的石棉垫、井道和层

门的石棉覆层、机房的石

棉覆层等 

□是 □否 P1 

组件不含有害物质，例如：石棉见GB/T 7588.1－
2020中的0.4.3 e)： 

a)去除易碎裂的石棉材料（如制动器的石棉刹车

片); 

b)不对石棉材料进行处理，贴警告标识 

□是 □否 

□是 □否 
0 

2 井道 

2.1 8 
通道门、安全门和检修门

的锁紧装置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照GB/T 7588.1－2020中5.2.3.3 b)和c)的要求

设置锁紧装置 
□是 □否 0 

2.2 8 

当进入井道和底坑的通道

门、安全门和检修门被打

开时，轿厢停止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2.3.3 d)的要求设

置电气安全装置 
□是 □否 0 

2.3 6 井道封闭 
□是 □否 

□不适用 
P1 

a)用符合 GB/T 7588.1－2020 中 5.2.5.2.2.1 的

全封闭井道壁；或 

□是 □否 

 
0 



 

12 

序号 

GB/T 

24804-2009

中的序号 

为符合 GB/T 7588.1—2020

需检查的项目 
是否满足要求 优先等级 

保护措施 

（降低风险的措施） 

可能采取的措

施 

与符合 GB 7588—2003（或 GB 

21240—2007）或根据 GB/T 

24804—2009 改装后的电梯

的安全水平比较 

b)如果可以，按照 GB/T 28621－202X 中 5.2 的要

求设置带孔的电梯井道壁 

 

□是 □否 

2.4 33 

层门锁紧装置从井道外面

不能被非授权人员通过有

孔的井道壁接近，以防止

故意滥用(例如：通过一个

有网孔的墙接近) 

□是 □否 

□不适用 
P1 

a)设置无孔井道壁；或 

b)按照 GB/T 28621－202X中 5.2 b)的要求设置层

门锁紧装置周围的保护装置 

□是 □否 

 

□是 □否 

0 

2.5 7 部分封闭的井道 
□是 □否 

□不适用 
P1 

a)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2.5.2.2.1 的要

求设置全封闭井道；或 

b)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2.5.2.3 的要求

设置部分封闭井道 

□是 □否 

 

□是 □否 

0 

2.6 9 
层门地坎下的垂直表面高

度 
□是 □否 P1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2.5.3.2 的要求修

改每个层门地坎下的井道壁 
□是 □否 0 

2.7 10 

没有实心桩延伸到坚实地

面的情况下，井道下方任

何可进入的空间的防护  

□是 □否 

□不适用 
P3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2.5.4 的要求设置

对重（或平衡重）安全钳 
□是 □否 

P3 

注：GB/T 7588.1－2020 未

考虑使用实心桩 

2.8 11 对重（平衡重）隔障防护  
□是 □否 

□不适用 
P3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2.5.5.1 的要求设

置对重（或平衡重）的隔障防护 
□是 □否 0 

2.9 12 
同一井道中多台电梯在底

坑的隔障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2.5.5.2 的要求在

底坑内设置隔障防护 
□是 □否 P3 

2.10 13 
同一井道中，不同电梯的

运动部件之间应设置隔障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2.5.5.2 的要求设

置井道全高隔障防护 
□是 □否 0 

2.11 14 轿顶避险空间和顶层间距 □是 □否 P1 

a)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2.5.7 的要求设

置轿顶避险空间和顶层间距；或 

b)按照 GB/T 28621－202X 中 5.5 的要求设置避险

空间和间距 

□是 □否 

□是 □否 
P3 

2.12 14 底坑避险空间和间距 □是 □否 P1 

a)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2.5.8 的要求设

置底坑避险空间和间距；或 

b)按照 GB/T 28621－202X 中 5.7 的要求设置避险

□是 □否 

□是 □否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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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GB/T 

24804-2009

中的序号 

为符合 GB/T 7588.1—2020

需检查的项目 
是否满足要求 优先等级 

保护措施 

（降低风险的措施） 

可能采取的措

施 

与符合 GB 7588—2003（或 GB 

21240—2007）或根据 GB/T 

24804—2009 改装后的电梯

的安全水平比较 

空间和间距 

2.13 15 进入底坑的方式 □是 □否 P1 
按照GB/T 7588.1－2020中5.2.2.4的要求提供进

入底坑的方式 
□是 □否 P3 

2.14 17 井道照明 □是 □否 P1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2.1.4.1 的要求设

置井道照明 
□是 □否 0 

2.15 16 底坑停止装置 □是 □否 P1 
按照GB/T 7588.1－2020中5.2.1.5.1 a)的要求设

置停止装置 
□是 □否 0 

2.16 18 
在底坑和轿顶上的报警装

置 
□是 □否 P2 

如果没有为困在井道、底坑内的人员提供撤离手

段，则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2.1.6 的要求

设置报警触发装置 

□是 □否 0 

2.17 58 

井道内表面与轿厢地坎、

轿门框或滑动轿门最近门

口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 

□是 □否 P1 

a)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2.5.3.1的要求采

取措施减少该距离；或 

b)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3.9.2的要求设置

轿门锁紧装置 

□是 □否 

□是 □否 
0 

2.18 59 
闭合的轿门与层门之间的

水平间距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3.4.3的要求采取措

施防止人员出现在闭合的轿门和层门之间 
□是 □否 0 

2.19 无 
轿门前缘与层门前缘之间

的水平距离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3.4.2的要求采取措

施防止人员进入轿门和层门之间 
□是 □否 0 

3 机器空间和滑轮间 

3.1 19 
进入机器空间和滑轮间的

通道 
□是 □否 P1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2.2.5的要求为进入

机器空间和滑轮间的人员设置安全通道 
□是 □否 0 

3.2 23 机器空间和滑轮间的照明 □是 □否 P1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2.1.4.2的要求设置

电气照明 
□是 □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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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GB/T 

24804-2009

中的序号 

为符合 GB/T 7588.1—2020

需检查的项目 
是否满足要求 优先等级 

保护措施 

（降低风险的措施） 

可能采取的措

施 

与符合 GB 7588—2003（或 GB 

21240—2007）或根据 GB/T 

24804—2009 改装后的电梯

的安全水平比较 

3.3 16 滑轮间停止装置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2.1.5.2 c) 的要求

设置停止装置 
□是 □否 0 

3.4 24 

机器空间和井道顶部（如

果有必要）用于搬运设备

的悬挂点 

□是 □否 

□不适用 
P2 

a)验证并标明现有装置的安全工作负荷；或 

b)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2.1.7的要求设置

标记安全工作负荷的悬挂点 

□是 □否 

□是 □否 
0 

3.5 20 
机器空间和滑轮间的防滑

地面 
□是 □否 P3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2.1.9的要求设置防

滑地面 
□是 □否 0 

3.6 21 

机器空间的水平和垂直间

距，以便能安全地对设备

进行作业 

□是 □否 P2 

a)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2.6.3.2.1 a)和

b)、5.2.6.3.2.2、5.2.6.3.2.3、5.2.6.4.2.1 a)

和 b)与 5.2.6.4.2.2的要求设置水平和垂直间距；

或 

b)如果没有足够的水平或垂直间距，按照 GB/T 

23821－2009 中 4.2.4.1 的要求设置防护装置 

□是 □否 

 

 

□是 □否 

0 

3.7 22 机房地面高度差和凹坑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照 GB/T 7588.1－ 2020 中 5.2.6.3.2.4 和

5.2.6.3.2.5 的要求设置防护装置 
□是 □否 0 

3.8 72 
轿厢内与进行紧急操作处

之间的对讲系统 

□是 □否 

□不适用 
P2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12.3.2 的要求设置

对讲系统或类似装置 
□是 □否 0 

4 层门和轿门 

4.1 25 无孔层门 □是 □否 P1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3.1.2的要求设置无

孔层门 
□是 □否 0 

4.2 25 无孔轿门 □是 □否 P1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3.1.2的要求设置无

孔轿门 
□是 □否 0 

4.3 26 层门强度 □是 □否 P1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3.5.3的要求设置层

门 
□是 □否 P3 

4.4 无 轿门强度 
□是 □否 

 
P2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3.5.3的要求设置轿

门 
□是 □否 

P3 

注：GB/T 24804－2009 不包

含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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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GB/T 

24804-2009

中的序号 

为符合 GB/T 7588.1—2020

需检查的项目 
是否满足要求 优先等级 

保护措施 

（降低风险的措施） 

可能采取的措

施 

与符合 GB 7588—2003（或 GB 

21240—2007）或根据 GB/T 

24804—2009 改装后的电梯

的安全水平比较 

4.5 27 
层门上除视窗之外的玻璃

面板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 照 GB/T 7588.1 － 2020 中 5.3.5.3.4 、 

5.3.5.3.5、5.3.5.3.6和5.3.5.3.7的要求设置带

玻璃层门 

□是 □否 P3 

4.6 27 
轿门上除视窗之外的玻璃

面板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 照 GB/T 7588.1 － 2020 中 5.3.5.3.4 、 

5.3.5.3.5、5.3.5.3.6 和 5.3.5.3.7 的要求设置

带玻璃轿门 

□是 □否 P3 

4.7 27 层门上玻璃视窗 
□是 □否 

□不适用 
P1 

a)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3.7.2.1 a)的要

求减小视窗的尺寸并用夹胶玻璃代替；或 

b)用实心面板替换视窗玻璃，并按照 GB/T 7588.1

－2020 中 5.3.7.2.1 b)的要求增加“轿厢在此”

指示灯 

□是 □否 

□是 □否 
0 

4.8 27 轿门上玻璃视窗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3.7.2.1 a)的要求

减小视觉板的尺寸，用夹胶玻璃代替 
□是 □否 0 

4.9 30b 

在门关闭过程中，人员通

过入口时，保护装置(如光

幕)应自动使动力驱动的

层门与轿门重新开启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照GB/T 7588.1－2020中5.3.6.2.2.1 b)的要求

设置保护装置 
□是 □否 

P2：如果单光束或门的动能

较低（最大4 J）; 

P3：如果使用符合 GB/T 

24477－2009 中的 5.2.4 的

光幕 

4.10 30a 

防止动力驱动的自动水平

滑动门关闭的保护装置

(150N)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照GB/T 7588.1－2020中5.3.6.2.2.1 c)和d)的

要求设置保护装置 
□是 □否 0 

4.11 无 

防止采用其他形式的动力

驱动门关闭的保护装置

(150N)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照GB/T 7588.1－2020中5.3.6.2.2.1 c)和d)的

要求设置保护装置 
□是 □否 0 

4.12 28 
避免儿童的手被动力驱动

的水平滑动玻璃门拖拽 

□是 □否 

□不适用 
P2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3.6.2.2.1 h)和 i)

的要求设置避免儿童手被拖拽的保护 
□是 □否 0－P2：取决于当前的措施 

4.13 29 层站照明 □是 □否 P2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3.7.1的要求在每个

层站处设置照明 
□是 □否 0 

4.14 31 层门锁紧装置 □是 □否 P1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3.9.1的要求设置层

门锁紧装置 
□是 □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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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GB/T 

24804-2009

中的序号 

为符合 GB/T 7588.1—2020

需检查的项目 
是否满足要求 优先等级 

保护措施 

（降低风险的措施） 

可能采取的措

施 

与符合 GB 7588—2003（或 GB 

21240—2007）或根据 GB/T 

24804—2009 改装后的电梯

的安全水平比较 

4.15 32 
使用专用工具（如三角钥

匙）的层门紧急开锁装置 
□是 □否 P1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3.9.3.1的要求设置

紧急开锁装置 
□是 □否 0 

4.16 34 层门的自动关闭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3.9.3.4的要求设置

关闭装置 
□是 □否 0 

4.17 35 具有多个门扇的滑动层门 
□是 □否 

□不适用 
P2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3.11 的要求设置安

全装置 
□是 □否 0 

4.18 36 层门的耐火性能 
□是 □否 

□不适用 
P2 

如果现有的层门不符合之前的国家消防法规，则应

按照 GB/T 24480－2009 的要求设置层门 
□是 □否 0 

4.19 37 

动力驱动的水平滑动轿门

只有在铰链层门关闭之后

才能动作 

□是 □否 

□不适用 
P2 

a)在轿门完全打开之前，确保层门未被打开；和 

b)确保在层门关闭后才开始关闭轿门 

□是 □否 

□是 □否 
0 

4.20 40 轿门 □是 □否 P1 

a)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3.6.2.2.1的要求

设置动力驱动的自动轿门；或 

b)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3.6.2.2.2的要求

设置动力驱动的非自动轿门 

□是 □否 

□是 □否 
0 

4.21 无 

在开锁区域外打开轿门可

触及层门门锁装置时的轿

门开门限制装置 

□是 □否 P2 

a)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3.15.2 的要求设

置轿门开门限制装置；或 

b)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3.9.2的要求设置

轿门锁紧装置 

□是 □否 

□是 □否 
P3 

5 轿厢，对重和平衡重 

5.1 38 
轿厢有效面积与额定载重

量的关系 
□是 □否 P3 

a)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4.2的要求限制轿

厢有效面积；或 

b)仅限经过培训的使用者操作该类型的电梯 

□是 □否 

□是 □否 
0 

5.2 39 轿厢护脚板 □是 □否 P1 

a)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4.5的要求设置轿

厢护脚板；或 

b)按照 GB/T 28621－202X 中 5.8 的要求设置轿厢

护脚板 

□是 □否 

□是 □否 
P3 

5.3 41 轿厢安全窗的锁紧 
□是 □否 

□不适用 
P2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4.6.3的要求设置安

全窗锁紧装置 
□是 □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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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GB/T 

24804-2009

中的序号 

为符合 GB/T 7588.1—2020

需检查的项目 
是否满足要求 优先等级 

保护措施 

（降低风险的措施） 

可能采取的措

施 

与符合 GB 7588—2003（或 GB 

21240—2007）或根据 GB/T 

24804—2009 改装后的电梯

的安全水平比较 

5.4 42 轿顶和轿厢安全窗的强度 □是 □否 P3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4.7.1 a)的要求加

固轿顶和安全窗 
□是 □否 0 

5.5 43 
防止人员从轿顶坠落的保

护 
□是 □否 P1 

a)将轿顶外缘与相邻井道壁及任何全高隔板之间

的自由距离缩短至 0.30 m；或 

b)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4.7.4的要求设置

轿顶护栏；或 

c)按照 GB/T 28621－202X 中 5.6 的要求设置轿顶

护栏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P3 

5.6 44 轿厢通风 □是 □否 P2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4.9的要求设置轿厢

通风 
□是 □否 0 

5.7 45 轿厢照明 □是 □否 P2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4.10.1，5.4.10.2， 

5.4.10.3 的要求设置轿厢照明 
□是 □否 0 

5.8 46 轿厢应急照明 □是 □否 P2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4.10.4 的要求设置

轿厢应急照明 
□是 □否 0 

5.9 无 轿顶应急照明 □是 □否 P3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4.10.4 的要求在轿

顶设置应急照明 
□是 □否 P3 

5.10 73 轿厢载荷控制 □是 □否 P3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12.1.2 的要求设置

载荷控制装置 
□是 □否 0 

5.11 71 允许双向通讯的远程报警 □是 □否 P1 按照 GB/T 24475 的要求设置远程报警系统 □是 □否 0 

6 悬挂装置、补偿装置、防止坠落、超速、轿厢意外移动和轿厢沉降的措施 

6.1 47 
曳引轮、滑轮和链轮引起

的伤害的防护 

□是 □否 

□不适用 
P2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5.7的要求设置防止

曳引轮、滑轮和链轮引起的人身伤害的防护装置 
□是 □否 0 

6.2 48 
钢丝绳和链条脱离滑轮和

和链轮的防护 

□是 □否 

□不适用 
P2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5.7的要求设置防止

曳引轮、滑轮和链轮防脱绳或脱链的防护装置 
□是 □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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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GB/T 

24804-2009

中的序号 

为符合 GB/T 7588.1—2020

需检查的项目 
是否满足要求 优先等级 

保护措施 

（降低风险的措施） 

可能采取的措

施 

与符合 GB 7588—2003（或 GB 

21240—2007）或根据 GB/T 

24804—2009 改装后的电梯

的安全水平比较 

6.3 49 
钢丝绳或链条与滑轮或链

轮之间异物进入的防护 

□是 □否 

□不适用 
P3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5.7的要求设置防止

钢丝绳或链条与滑轮或链轮之间异物进入的防护

装置 

□是 □否 0 

6.4 
50 

54 

防止坠落和下行超速（超

速下降） 

□是 □否 

 
P1 

a)检查所有现有的防止自由落体和超速下降的保

护部件是否足够和兼容，或如果不是 

b)按照 GB/T 7588.1－2020中表 11或表 12的要求

设置防止自由落体和超速下降的保护措施 

□是 □否 

 

□是 □否 

0 

6.5 52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 
□是 □否 

□不适用 
P2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6.6的要求设置轿厢

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是 □否 0 

6.6 53 防止轿厢意外移动保护 □是 □否 P1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6.7的要求设置防止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 
□是 □否 

0－P1：取决于驱动主机的曳

引轮轴的设计，包括轴承，

传动装置，制动器，驱动主

机支撑，附加保护装置等。 

6.7 54 液压电梯防沉降的保护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表 12 的要求设置保护

预防措施 
□是 □否 0 

6.8 51 
限速器绳张紧装置的电气

安全装置 

□是 □否 

□不适用 
P2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6.2.2.1.6 c)的要

求设置电气安全装置 
□是 □否 0 

6.9 63 松绳或松链检测装置 
□是 □否 

□不适用 
P2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5.5.3的要求设置松

绳或松链检测保护装置 
□是 □否 0 

7 导轨、缓冲器和极限开关 

7.1 
55 

 

对重（平衡重）的导向系

统 

□是 □否 

□不适用 
P3 

a)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7的要求设置刚性

导轨；或 

b)按照 GB/T 28621－202X 中 5.4.3 的要求设置导

向系统 

□是 □否 

 

□是 □否 

0 

7.2 56 轿厢和对重缓冲器 □是 □否 P1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8的要求设置缓冲器 □是 □否 0 

7.3 57 极限开关 □是 □否 P2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12.2 的要求设置极

限开关 
□是 □否 0 

8 驱动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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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GB/T 

24804-2009

中的序号 

为符合 GB/T 7588.1—2020

需检查的项目 
是否满足要求 优先等级 

保护措施 

（降低风险的措施） 

可能采取的措

施 

与符合 GB 7588—2003（或 GB 

21240—2007）或根据 GB/T 

24804—2009 改装后的电梯

的安全水平比较 

8.1 无 
至少两组独立设置的制动

器 

□是 □否 

□不适用 
P1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9.2.2.2的要求设置

制动器 
□是 □否 0 

8.2 60 紧急操作系统 
□是 □否 

□不适用 
P1 

曳引式和强制式电梯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9.2.3的要求，液压电梯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9.3.9 的要求，设置紧急操作系统，并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7.2.2 的要求配置操作说明 

□是 □否 0 

8.3 

 

62 
停止电梯驱动主机及检查

其停止状态的措施 
□是 □否 P1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9.2.5或 5.9.3.4的

要求设置停止电梯驱动主机和检查其停止状态的

操作方法 

□是 □否 0 

8.4 64 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 □是 □否 P3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9.2.7 或 5.9.3.10

的要求设置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 
□是 □否 0 

8.5 61 截止阀（液压电梯） 
□是 □否 

□不适用 
P3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9.3.5.1的要求设置

截止阀 
□是 □否 0 

8.6 65 

间接作用液压电梯液压缸

的低压保护和液压缸非刚

性连接到轿厢的直接作用

液压电梯液压缸的低压保

护 

□是 □否 

□不适用 
P2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9.3.9.1.5的要求设

置液压缸低压保护 
□是 □否 0 

9 电气安装和电气设备 

9.1 66 触电保护(直接接触) □是 □否 P1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10.1.2.2 的要求设

置直接接触的防护 
□是 □否 0 

9.2 66 
关闭总开关后仍保持带电

的连接端子的标志 
□是 □否 P1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10.6.3.5 的要求设

置标志 
□是 □否 0 

9.3 67 驱动主机电动机过热保护 □是 □否 P3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10.4 的要求设置防

止电梯驱动主机电动机过热的保护 
□是 □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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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GB/T 

24804-2009

中的序号 

为符合 GB/T 7588.1—2020

需检查的项目 
是否满足要求 优先等级 

保护措施 

（降低风险的措施） 

可能采取的措

施 

与符合 GB 7588—2003（或 GB 

21240—2007）或根据 GB/T 

24804—2009 改装后的电梯

的安全水平比较 

9.4 68 可锁住的主开关 
□是 □否 

 
P1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10.5 的要求安装可

锁住的主开关 
□是 □否 0 

9.5 无 机房主机侧的停止装置 □是 □否 P3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12.1.11.1 e)的要

求设置停止装置 
□是 □否 0 

10 电气故障的防护、控制装置、优先顺序 

10.1 无 

含有电气安全装置的电

路、控制制动器或控制下

行方向阀的电路的接地故

障保护 

□是 □否 

 
P2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11.1.4 的要求设置

接地故障保护 
□是 □否 

0：GB 7588－2003/GB 21240

－2007 

P2：GB/T 24804－2009 

10.2 69 
在电源错相的情况下在用

电梯不出现危险的误动作 

□是 □否 

 
P3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11.1.2 j)的要求设

置错相保护，以确保错相不会导致在用电梯出现危

险的误动作 

□是 □否 0 

10.3 3 
平层准确度和平层保持精

度 
□是 □否 P1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12.1.1.4 的要求调

整轿厢平层准确度和平层保持精度 
□是 □否 

0-P1： GB 7588－2003基于

实际的平层准确度和平层保

持精度 

0： GB/T 24804－2009和

GB/T 24477－2009 

10.4 70 轿顶检修装置和停止装置 
□是 □否 

 
P1 

a)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4.8 a)的要求设

置检修装置；和 

b) 按照 GB/T 7588.1－2020中 5.4.8 b)的要求设

置停止装置 

□是 □否 0 

10.5 无 底坑检修控制装置 □是 □否 P3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2.1.5.1 b)的要求

设置底坑检修控制装置 
□是 □否 P3 

11 警告、标志、标记和操作说明 

11.1 74 安全使用和维护信息 □是 □否 P2 

按照 GB/T 7588.1－2020 中 5.2.4、5.4.2.3.2、

5.4.2.3.3、5.12.1.5.2.4、5.12.1.11.1 和 7.2

的要求设置警告、标志、标记和操作说明 

□是 □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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