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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 GB/T 30692—202× 

《提高在用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性的规范》 

征求意见说明 

1 任务来源 

2023年 12 月 28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3 年

国家标准复审修订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3〕64 号）中下达了

国家标准《提高在用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性的规范》的修订计

划项目，项目编号 20233836-T-469。 

2 目的及意义 

GB 30692—2014《提高在用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性的规

范》于 2014 年 12月 31日发布，并于 2015年 6 月 1 日起实施。根据

国标委 2017 年第 7 号公告，该标准自 2017 年 3 月 23 日起改为推荐

性国家标准。2014年版将按照 GB 16899—1997制造与安装的自动扶

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安全要求与 GB 16899—2011 的安全要求进行了比

较，给出了提高在用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性升级的正确方法，

使在用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逐步地、有选择性地提高到 GB 16899

—2011 的安全程度，为保障我国在用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产品安

全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在用自

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数量快速增长。2014 版标准发布至今的近 10 年

中，我国自动扶梯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各方在自动扶梯设计、制造、

试验检测评价、使用等实践工作中，对自动扶梯安全的认识也不断提

高，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基础安全标准 GB/T 16899 已完成修订并

报批，新修订的 GB/T 16899 已对火灾防护、电磁兼容、防滑性能、

安全装置与标识等有了新的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 2014 版标准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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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自动扶梯行业的发展，并逐步地、有选择性地将在用自动扶梯和自

动人行道提高到最新标准、规范的安全程度。 

本标准的修订，将促进我国在用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性的

整体提升，保证我国在用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安全性始终处于逐

步地、有选择性地提高到最新标准、规范的安全程度的“正确轨道”。 

3 编制原则 

3.1 主要技术依据 

GB/T 5226.1—2019《机械的安全性—机械电气设备—第 1 部分：

一般要求》 

GB/T 15706—2012《机械的安全性—设计的一般原则—风险评估

和风险降低》 

GB/T 16899—202×《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

规范》报批稿 

GB/T 18775—2009《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维修规范》 

GB/T 39078.1—2020《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要求 第 1 部

分：基本安全要求》 

GB/T 39078.2—2022《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要求 第 2 部

分：满足基本安全要求的安全参数》 

EN 115-2:2021《提高在用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性的规范》 

3.2 主要编制原则 

基于已完成修订并报批的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基础安全标准

GB/T 16899，保证我国自动扶梯安全标准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提炼、

借鉴 2014 版标准实施过程中的各方面经验，总结自动扶梯和自动人

行道相关安全事故的研究分析成果，助力我国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行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参考国外相关标准（如:EN 115-2:2021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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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及相关产品、服务的国际贸易，制定符合

我国国情的提高在用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性的安全规范。 

3.3 修订前后技术内容对比 

与 GB/T 30692—2014 相比，本标准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1) 更改了部分术语及定义（见第3章，2014年版的第3章）； 

2) 调整了重大危险列表（见第4章，2014年版的第4章）； 

3) 增加了针对由多块盖板组成的检修盖板的安全保护要求

（见5.2.1）； 

4) 增加了突显梯级后缘的定界线的举例（见5.3.2）； 

5) 增加了针对工作制动器的技术要求（见5.4.2.1）； 

6) 增加了针对附加制动器的技术要求（见5.4.2.2）； 

7) 更改了防滑行装置的技术要求（见5.5.2.3，2014年版的

5.5.2.3）； 

8) 增加了不同形状的围裙板防夹装置的技术要求（见5.5.3）； 

9) 更改了扶手带速度监测的持续时间要求（见5.6.1，2014

年版的5.6.1）； 

10) 增加公共交通型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的扶手带的破断强

度的技术要求（见5.6.4）； 

11) 增加了梳齿支撑板和楼层板踏面防滑等级的要求（见

5.7.1）； 

12) 更改了机器空间内站立区域的技术要求（见5.8.2，2014

年版的5.8.2）； 

13) 更改了针对停止开关的技术要求（见5.8.5，2014年版的

5.8.5）； 

14) 增加了关于运输的章节（见5.10）； 

15) 增加了直接接触防护中警告标志和说明的要求（见

5.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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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增加针对电动机的保护的技术要求（见5.12.1.1）； 

17) 增加针对安全装置的保护的技术要求（见5.12.2）； 

18) 增 加 了 指 示 紧 急 停 止 开 关 位 置 的 技 术 要 求 （ 见

5.12.3.1.1）； 

19) 增加了双手操作便携式检修控制装置的技术要求（见

5.12.3.2.1）； 

20) 更改了垂直防护挡板的设置条件（见5.13.1.3，2014年版

的5.13.1.3）； 

21) 更改了针对附加紧急停止开关的技术要求（见5.13.1.4，

2014年版的5.13.1.4）； 

22) 增加了防止扶手装置外侧临空部位坠落的附加措施（见

5.13.4）； 

23) 更改了向使用者传递相关信息的安全标志的技术要求（见

5.14，2014年版的5.14）； 

24) 增加了防止购物车和（或）行李车进入自动扶梯或自动人

行道的技术要求（见5.15.3）； 

25) 调整了原始风险图（见表A.1，2014年版的表A.1）； 

26) 调整了优先等级和时间表（见表A.2，2014年版的表A.2）； 

27) 增加了优先等级分类的说明（见A.4）； 

28) 调整了在用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安全检查表（见表

B.2，2014年版的表B.2）。 

4 主要编制工作 

4.1 项目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 

2024年 3 月 29日，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电梯

标委会）秘书处组织召开了本标准项目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视频会

议。 

电梯标委会苏剑副主任委员主持了项目组成立会议，说明了本次

国家标准制修订对持续完善我国电梯标准体系、促进相关标准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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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推动电梯行业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并强调了国家标准编制工作

的重要性；陈凤旺秘书长介绍了电梯标委会情况，重点说明了筹建国

家标准项目组工作情况以及起草工作中的注意事项，并对标准起草工

作提出了要求。 

与会项目组成员对本国家标准编制大纲（草案）进行了认真的研

究、讨论和修改，形成了编制大纲，确定了标准的编制原则、主要工

作计划和任务分工，以及开展标准调研的研究重点和工作要求。会后，

项目组成员按照工作大纲中的要求认真落实了参考标准译文稿、标准

讨论稿、相关研究报告等多项工作。 

4.2 第二次工作会议 

2024年 6 月 17日～18 日，电梯标委会秘书处在柳州市组织召开

了本标准项目组第二次工作会议。 

与会项目组成员对 GB/T 30692—202×标准初稿逐条进行了研究

讨论，对项目组相关研究报告进行研讨分析，形成了 GB/T 30692 会

议记录稿；对形成本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分析

讨论，确定了该稿中需进一步落实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安排。 

会后，经项目组成员讨论细化、逐项落实，最终形成本标准征求

意见稿。 

5 申请征求意见 

经过项目组成员的共同努力，形成了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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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30692—202× 项目组 

2024年 7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