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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 

《家用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征求意见说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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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了国家标准《家用电梯制造与

安装安全规范》修订计划项目，编号为：20233270-T-469。 

本项目计划于 2025年 2月完成标准报批。 

二、目的及意义 

家用电梯作为电梯中的一个特殊类型，随着社会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在老龄

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当今社会，其市场越来越大。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

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人们生活水平和对便捷生活要求的提高，家庭内的无障

碍设计，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本标准的应用也将会更加广泛，据调查，中国家

用（别墅）电梯年需求量为 4.5万到 5万台。另外，按照一个地级市 15000套别

墅保有量计算，国内目前有 450万套到 500 万套的别墅存量。所以，本标准涉及

的家用电梯产品社会需求处于不断上升发展阶段。 

家用电梯作为电梯领域中的一种产品，虽然根据《特种设备目录》并不在国

家强制监管范围内，但同样具有作为特种设备的“电梯”所具有的对人员生命和

财产具有较大危险性的特性。本标准为家用电梯的设计、制造、安装、维护与检

验提供了全国统一的技术依据和安全要求，规范了家用电梯专项领域，有效降低

家用电梯运行安全风险，也为行动不便人员平等地参与社会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标准是全国适用的标准，在家用电梯行业起引领作用。 

本标准自 2008 年发布至今标龄为 16 年，期间家用电梯技术有了较大发展，

现行标准所引用的文件大部分已更新，因此，现行标准已不能满足家用电梯专项

领域的发展需要，需要进行修订，以满足家用电梯市场发展需要。 

三、编制原则 

1、主要技术依据 

以现行电梯相关国家标准为主，如以下国家标准，但不限于：  

GB/T 7024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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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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8.2—2020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 2部分：电梯部件的设

计原则、计算和检验 

GB 8903  电梯用钢丝绳 

GB/T 10059—2023  电梯试验方法 

GB/T 24480  电梯层门耐火试验  泄漏量、隔热、辐射测定法 

GB/T 28621—2023  安装于现有建筑物中的新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T 39172  电梯用非钢丝绳悬挂装置 

GB/T 40081  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 

2、主要编制原则 

SAC 于 2008年发布了 GB/T 21739—2008《家用电梯制造与安装规范》。该标

准发布实施已 16 年，随着家用电梯的应用与技术的发展以及电梯相关国家标准

和国际标准的更新发布，为了满足适应当前社会和科技的发展需求，同时与现行

国家法规和国家标准保持协调一致，本标准将基于以下主要编制原则进行修订： 

1) 总结经验：提炼和吸取 GB/T 21739—2008实施的经验； 

2) 标准化要求：我国和国际标准化组织（例如 SAC、ISO、IEC 等）发布的

标准文件与家用电梯相关的内容。 

3) 技术进步：随着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应用，家用电梯出现的包覆绳和包覆

带悬挂装置、STO等新技术。 

4) 用户和社会需求：用户安全需求的提高、环保节能的趋势以及对家用电

梯乘坐舒适性、可靠性期望的提高。 

四、主要内容及技术变化 

1、主要内容 

主要章节包含： 

1) 前言 

2) 引言 

3) 范围 

4) 规范性引用文件 

5) 术语和定义 

6) 基本安全要求 

7) 安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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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用信息 

9) 附录 A（资料性） 重大危险清单 

10) 附录 B（规范性） 螺杆和螺母驱动家用电梯安全部件符合性认证的     

型式检验程序 

11) 附录 C（规范性） 电气安全装置表 

12) 附录 D（资料性） 技术符合性文件 

13) 附录 E（资料性） 定期检查和维护 

14) 参考文献 

2、主要技术变化 

本文件与 GB/T 21739—200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

变化如下： 

——更改了适用的额定速度和提升高度的范围，删除了适用于齿轮和齿条驱

动家用电梯的内容和有关要求； 

——更改了部分术语与定义； 

——增加了标志、标记、警示和操作说明的要求； 

——更改了火灾情况下的性能的要求； 

——增加了噪声的要求； 

——删除了防止设备遭受外部有害影响的防护的要求； 

——删除了室外使用的防护等级的要求； 

——删除了最小通道的要求； 

——更改了井道和机房专用的要求； 

——增加了井道和机器空间的通风的要求； 

——增加了井道和机器空间照明的要求； 

——增加了机器空间内设置照明控制开关的要求； 

——增加了设备的吊运的要求； 

——更改了墙壁、底面和顶板的强度的要求； 

——增加了进入井道和机器空间的通道的要求； 

——更改了通道门、通道活板门和检修门的要求； 

——增加了通往机器空间的门、活板门和通道门设置警告标识的要求； 

——更改了井道的封闭的要求； 

——更改了有轿门家用电梯面对轿厢入口的层门与井道壁的结构的要求； 

——更改了井道下方空间的防护要求； 

——增加了对重或平衡重运行区域的防护的要求； 

——更改了顶层空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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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了底坑空间的要求； 

——增加了机器空间的警告和说明的要求； 

——增加了机器在机房内的要求； 

——增加了机器在井道内的防护、活动空间和标志的要求； 

——增加了井道内工作区域的尺寸的要求； 

——增加了轿厢内工作区域的要求； 

——更改了机器在井道外的工作区域的要求； 

——更改了紧急和测试操作装置的要求； 

——更改了手动轿门轿厢地坎与层门地坎的水平距离的要求； 

——更改了层门和轿门的机械强度的要求； 

——更改了动力驱动门的要求； 

——增加了关门过程中反开的要求； 

——增加了层站局部照明的要求； 

——更改了轿厢在此指示的要求； 

——更改了开锁区域的要求； 

——增加了轿门锁紧装置型式检验的要求； 

——增加了三角形开锁装置位置的要求； 

——增加了证实层门锁紧状态和关闭状态装置的共同要求； 

——更改了机械连接的多扇滑动门层门的要求； 

——更改了机械连接的多扇滑动门轿门或折叠轿门的要求； 

——更改了轿门的开启的要求； 

——更改了有轿门家用电梯轿厢有效面积计算方式的要求； 

——更改了轿内标明信息的要求； 

——更改了轿壁的机械强度的要求； 

——增加了可伸展的护脚板的要求； 

——更改了轿顶的机械强度的要求； 

——更改了护脚板机械强度的要求； 

——更改了轿顶踢脚板的设置要求； 

——增加了轿顶护栏的机械强度的要求； 

——更改了折叠椅的安装位置和所支撑重量的要求； 

——增加了有轿门家用电梯的通风孔设置的要求； 

——更改了轿厢照明的要求； 

——更改了轿厢应急照明的要求； 

——增加了包覆绳、包覆带作为悬挂装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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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了驱动链轮的要求； 

——更改了轿厢或对重滞留工况下的曳引条件； 

——更改了曳引轮、滑轮、链轮、限速器和张紧轮的防护的要求； 

——增加了防脱槽装置的要求； 

——删除了液压驱动家用电梯机械防沉降措施中的“夹紧装置”的规定； 

——删除了安全钳制动距离的要求； 

——增加了释放安全钳的载荷条件和释放方式的要求； 

——更改了安全钳的结构和触发方式的要求； 

——更改了限速器触发的要求； 

——增加了悬挂装置的断裂触发的要求； 

——增加了安全绳触发的要求； 

——更改了破裂阀的要求； 

——更改了节流阀的要求； 

——更改了棘爪装置的要求； 

——更改了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的要求； 

——增加了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的要求； 

——更改了作用在导轨上力的要求和导轨计算的方法； 

——增加了缓冲器固定在轿厢或对重上时，底坑设置障碍物的要求； 

——修改了顶部设置缓冲器的要求； 

——增加了轿厢和对重缓冲器的行程的要求； 

——增加了对可接近的旋转部件防护的要求； 

——更改了速度偏差的要求； 

——更改了机电式制动器的制动力要求，增加了监测要求； 

——增加了切断制动器供电方式的要求； 

——更改了持续手动打开制动器的方式的要求； 

——增加了手动释放制动器时向附近层站移动的要求； 

——更改了电动机供电和控制的要求； 

——更改了液压驱动家用电梯的相关要求； 

——更改了电磁兼容性的要求； 

——增加了电气操动器的要求； 

——增加了控制装置位置的要求； 

——增加了部件温度和可接近的设备温度限值的要求； 

——增加了电击防护的要求； 

——更改了绝缘电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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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了接触器和接触器式继电器的要求； 

——更改了电气设备的保护要求； 

——增加了主开关设置位置的要求； 

——增加了每路输入电源的电源切断开关的要求； 

——更改了电气配线的要求； 

——增加了照明和插座电源控制的要求； 

——更改了电气安全装置的要求； 

——增加了门未关闭和未锁紧情况下再平层的要求； 

——更改了检修运行控制的要求； 

——更改了紧急电动控制的要求； 

——增加了层门和轿门旁路装置的要求； 

——增加了门触点电路故障时防止家用电梯正常运行的要求； 

——更改了液压驱动家用电梯电气防沉降系统的要求； 

——更改了停止装置的要求； 

——更改了极限开关的要求； 

——更改了优先权的要求； 

——更改了电池供电的附加要求； 

——增加了技术符合性文件的要求； 

——增加了设计验证的要求； 

——更改了交付使用前的检查的要求； 

——更改了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要求。 

五、主要技术难点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主要技术难点如下： 

1、研究浅底坑和顶层空间不足的安全风险，制定相关要求； 

2、研究包覆绳和包覆带的安全风险，针对家用电梯使用工况制定相应安全

要求； 

3、为加大对使用人员的保护，研究如何制定相关要求，提高层门强度； 

4、研究 GB/T 7588—2020（所有部分）及 GB/T 28621—2023等相关标准

条款的适用性，充分借鉴相关标准的要求。 

六、工作进度计划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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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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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通过视频方式召开了国家标准《家用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项目组

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与会项目组成员（代表）对标准项目工作大纲（草

案）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讨论和修改，形成了标准项目工作大纲。确定了标准

的编制原则、主要工作计划和任务分工；提出了下一步标准初稿编制工作任

务，以及开展标准调研的研究重点和要求。 

2、第二次工作会议 

2024 年 6月 13 日至 14日，电梯标委会秘书处在柳州市组织召开了本标准

第二次工作会议。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机械

化研究分院对本标准第一次工作会议后项目组的工作情况和主要进展进行了汇

报。与会项目组成员对本标准草案稿逐条进行了研究讨论，形成了本标准征求

意见稿会议记录稿，并确定了需进一步落实的工作和安排。 

3、第三次工作会议 

2024 年 7月 8 日至 11日，电梯标委会秘书处在兰州市组织召开了本标准

第三次工作会议。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机械

化研究分院对第二次工作会议后工作情况进行了整理并形成征求意见稿初稿，

与会项目组成员对征求意见稿初稿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并形成本标准征求意见

稿。 

七、申请征求意见 

经过项目组成员的共同努力，已完成本标准征求意见稿等征求意见文件，具

备了征求意见条件，请电梯标委会审查并组织向社会征求意见。 

 

 

 

 

国家标准《家用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项目组 

2024年 8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