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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 GB/T 39679—202X 

《电梯用智能识别装置》 

征求意见说明 

一、任务来源 

2024 年 3 月 25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一批推荐

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4〕16 号）下

达了国家标准《电梯用智能识别装置》修订项目计划，项目编号为：

20240377-T-469。 

本项目计划在 2025年 5月完成标准报批。 

二、目的及意义 

GB∕T 39679—2020《电梯 IC卡装置》已发布实施近 4年，该标准在规范我

国电梯 IC 卡装置的设计、制造、试验检测评价、使用等实践工作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电梯行业的快速发展、智能识别装置在电梯中的普

遍应用、电梯法规的变化以及使用推广中存在的问题，迫切需要对该标准进行修

订。 

1) 电梯行业快速发展的需要 

截至 2023年底，我国在用电梯数量已超过 1000万台。作为使用最为频繁的

垂直交通工具，电梯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

数字化技术和电梯控制技术的发展，“智能电梯”“智慧楼宇”已成为电梯生产

企业的研发方向。特别是前几年的新冠疫情，加快推进了电梯智能控制装置的应

用和发展。例如电梯语音交互系统、无接触式电梯智能联控识别系统、电梯物联

网安防识别系统、智能电梯视频监测系统等，已逐步应用于电梯行业。 

近期由于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引发的火灾事故，催生出电梯智能消防识别装

置；智能车间、智慧酒店等为自动导引车（AGV）、公共服务机器人等智能运载

识别装置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应用需求和发展空间。这些智能化装置具有高效、便

捷、新颖等特点，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逐步成为助力电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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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技术力量。然而，在电梯上应用这些新型智能识别装置缺少

相应的技术要求，2020年版本标准仅针对电梯 IC卡产品，需要对其进行修订以

扩大适用范围。 

2) 电梯法规发生了变化 

2022 年《电梯型式试验规则》（TSG T7007—2022）发布实施，该版规则删

除了电梯 IC卡有关的内容；2023年《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TSG T7001

—2023）、《电梯自行检测规则》（TSG T7008—2023）发布实施，该版规则删

除了电梯检验时查验电梯 IC卡装置功能、电梯退出正常运行时退出服务的要求。

相关的电梯法规均未涉及电梯用电动自行车智能识别装置、电梯用 AGV、智能识

别装置、无接触式呼梯系统等的技术要求和安全要求。 

为了进一步推进电梯的智能化、智慧化和使用的定制化，近些年来电梯法规

弱化了电梯智能识别装置的加装监管要求。通过修订本标准，可以进一步规范电

梯智能识别装置的技术要求、安全要求。修订后的标准与电梯法规配套使用，可

以有效保障电梯加装智能识别装置后的安全性、可靠性，并提高电梯使用便捷性

和运载效率。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对电梯用智能识别装置的需求量非常之大，但

在电梯上进行加装涉及建筑、消防、特种设备等多个行政主管部门。目前缺少统

一的技术规范，导致电梯用智能识别装置在推广应用中遇到障碍。电梯行业迫切

需要对现行的 GB/T 39679—2020《电梯 IC 卡装置》进行修订，以适应当前电梯

法规的变化。 

3) 电梯用智能识别装置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电梯用智能识别装置在应用中，特别是在后期加装中，存在诸多安全风险，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机械安全风险。由于采用外围接线方式加装电梯用智能识别装置，属于

一般修理的范畴，施工单位仅履行告知义务，由此不规范安装产生了各种乱象。

例如对轿厢壁开孔过大、设备固定不可靠、私拉线路等。甚至加装的设备对电梯

的基本安全运行产生一定影响。 

——电气安全风险。电梯本身带有很多电气装置，而加装的智能识别装置也

可能涉及集成电路等电气装置，新铺设的电线电缆可能影响电梯的正常使用，有

可能会对电梯产生电磁干扰、电压不稳定、电气元件短路或断路等影响，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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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电梯产生故障，影响电梯的正常运行。 

——影响电梯预期运行。智能识别装置控制逻辑与电梯预期运行控制逻辑存

在一定的技术差异，在电梯正常运行期间可能存在智能识别装置故障后不能自动

退出，以及电梯检修运行或紧急电动运行期间智能识别装置不能退出等问题，给

电梯的预期运行造成影响。 

——数据接口不统一。不同制造商的智能识别装置可能使用不同的数据接口

标准，导致系统之间的兼容性问题，使得集成和协同工作变得困难。与此同时，

缺乏统一的数据接口可能导致数据格式不一致，使得数据整合和分析变得更加复

杂和耗时。 

为了有效防止以上问题的发生，规范电梯用智能识别装置的生产、安装和使

用等行为，提高设备安全水平，推动智能产品与电梯行业的融合发展，满足人们

日益增长的对健康安全生活的需求。需要对现行 GB/T 39679—2020 标准进行修

订，从标准范围、功能要求、技术特性、试验方法等方面，全面考量智能识别装

置的风险和安全要求，为电梯行业的规范、有序、健康发展提供标准依据。 

三、编制原则 

3.1 主要技术依据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

低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符合部分：试验方法  试

验B：高温 

GB/T 2423.3—2016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

试验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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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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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C61B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C61B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6114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6114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1601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1601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B691BB7786EED126E05397BE0A0AF3B3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B691BB7786EED126E05397BE0A0AF3B3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5B30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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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5211—2013  安全防范报警设备  环境适应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 16895.2—2017  低压电气装置  第4-42部分：安全防护  热效应保护 

GB/T 20645  特殊环境条件  高原用低压电器技术要求 

GB/T 20721  自动导引车  通用技术条件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4476  电梯物联网  企业应用平台基本要求 

GB/T 24807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电磁兼容  发射 

GB/T 24808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电磁兼容  抗扰度 

GB/T 30029  自动导引车  设计通则 

GB/T 30560—2014  电梯操作装置、信号及附件 

GB/T 37036.1  信息技术  移动设备生物特征识别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37036.2  信息技术  移动设备生物特征识别  第2部分：指纹 

GB/T 37036.3  信息技术  移动设备生物特征识别  第3部分：人脸 

GB/T 37036.4  信息技术  移动设备生物特征识别  第4部分：虹膜 

GB/T 37036.5  信息技术  移动设备生物特征识别  第5部分：声纹 

GB/T 37036.6  信息技术  移动设备生物特征识别  第6部分：指静脉 

GB/T 38632  信息安全技术  智能音视频采集设备应用安全要求 

GB/T 42616  电梯物联网  监测终端技术规范 

GB/T 42756.1  卡及身份识别安全设备  无触点接近式对象  第1部分：物

理特性 

GB/T 42756.2  卡及身份识别安全设备  无触点接近式对象  第2部分：射

频功率和信号接口 

GB/T 42756.3  卡及身份识别安全设备  无触点接近式对象  第3部分：初

始化和防冲突 

GB/T 42756.4  卡及身份识别安全设备  无触点接近式对象  第4部分：传

输协议 

GB/T XXXXX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电气要求  信息传输与控制安

全 

3.2 主要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2020年版的基础上，提炼、借鉴2020年版标准实施过程中的各方面

经验，总结相关安全事故的研究分析成果，并遵循以下原则：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7894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EE74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22A6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BD89DE8E07073D08E05397BE0A0A4FAD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C816D04FFE462EBE05397BE0A0AD5F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ED12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E2903B0D51E5A63E05397BE0A0AF660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95A47695C5424F2CE05397BE0A0AB3E0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95A47695C5394F2CE05397BE0A0AB3E0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C1A814733AD67A48E05397BE0A0A1C8D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789206610F2B223E05397BE0A0AE533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159DFC2A8D347EFE05397BE0A0AF334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A47A713B763514ABE05397BE0A0ABB25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C816D04FEB762EBE05397BE0A0AD5F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C816D04FEB762EBE05397BE0A0AD5F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C816D04FF4062EBE05397BE0A0AD5F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C816D04FF4062EBE05397BE0A0AD5F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C816D04FF4162EBE05397BE0A0AD5F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FC816D04FF4162EBE05397BE0A0AD5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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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标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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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编写； 

2) 本标准将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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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从功能要求、技术特性以及试验要求等方面

开展电梯用智能识别装置风险识别和分析； 

3) 依据现有相关技术标准，例如 GB/T 7588.1—2020、GB/T 7588.2—2020、

GB/T 10058—2023以及相关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等，修订标

准技术要求； 

4) 依据主要电梯制造企业、智能识别装置制造企业已有接口协议，规范和

统一电梯与智能识别装置的接口，进一步提高电梯、电梯智能识别装置

的通用性。 

四、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和技术难点 

4.1 修订前后技术内容对比 

与 GB/T 39679—2020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

下： 

1) 更改了适用范围（见第 1章，2020 年版的第 1章）； 

2) 增加了电梯用智能识别装置、身份识别、危险状态识别、自动运载装置

识别、响应时间、检出率、误检率的术语和定义（见 3.1、3.2、3.3、

3.4、3.5、3.7、3.8）； 

3) 删除了电梯 IC卡装置、电梯 IC卡装置操作的术语和定义（见 2020年版

的 3.1、3.3）； 

4) 增加了缩略语（见第 4章）； 

5) 更改了通用要求中的通则（见 5.1，2020年版的 4.1）； 

6) 更改了使用环境的要求（见 5.2，2020 年版的 4.2）； 

7) 增加了外观的要求（见 5.3.1）； 

8) 更改了供电的要求（见 5.3.2，2020 年版的 4.3）； 

9) 更改了警示和提示信号的要求（见 5.3.3，2020年版的 4.6.4）； 

10) 增加了数据接口的要求（见 5.3.4）； 

11) 更改了轿厢开孔的要求（见 5.4.1，2020年版的 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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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更改了电气配线的要求（见 5.4.2，2020年版的 4.13.3）； 

13) 更改了操作控制的要求（见 5.5.1，2020年版的 4.6.3）； 

14) 更改了耐压性能的要求（见 5.6.2，2020年版的 4.8）； 

15) 更改了电源适应能力的要求（见 5.6.3，2020年版的 4.9）； 

16) 更改了外壳防护等级的要求（见 5.6.4.1，2020年版的 4.11）； 

17) 增加了发热元件防护的要求（见 5.6.4.2）； 

18) 增加了可靠性的要求（见 5.6.7）； 

19) 删除了工作区域的要求（见 2020年版的 4.13.1）； 

20) 增加了身份识别装置的通则（见 6.1）； 

21) 增加了身份识别装置的技术指标的要求（见 6.3）； 

22) 更改了身份识别装置的信号传输和数据交互的要求（见 6.4.1，2020 年

版的 4.5）； 

23) 增加了身份识别装置的数据安全的要求（见 6.4.2）； 

24) 增加了身份识别装置的数据存储的要求（见 6.4.3）； 

25) 增加了危险状态识别装置的要求（见第 7章）； 

26) 增加了自动运载装置识别装置的要求（见第 8章）； 

27) 增加了试验环境条件及试验仪器的要求（见 9.1）； 

28) 更改了功能试验的要求（见 9.2，2020 年版的 5.1）； 

29) 增加了发热元件防护试验的要求（见 9.3.4.2）； 

30) 增加了环境适应性试验的要求（见 9.4）； 

31) 删除了温度试验的要求（见 2020年版的 5.5） 

32) 更改了贮存温度上限试验的要求（见 9.5.2，2020年版的 5.6.2）； 

33) 更改了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项目的要求（见表 6，2020年版的表 2）； 

34) 删除了标志的要求（见 2020年版的 7.1）； 

35) 更改了随行文件的要求（见 11.2，2020年版的 7.3）； 

36) 更改了包装和运输的要求（见 12.1，2020年版的 8.1）； 

37) 更改了贮存的要求（见 12.2，2020 年版的 8.2）。 

4.2 技术难点 

本标准在修订的过程中，主要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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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适用范围 

此次标准修订工作首先要考虑电梯用智能识别装置的概念和范围，在电梯

IC卡装置基础上需要增加电梯用消防智能识别装置、电梯用 AGV、电梯用服务机

器人等智能化装置电梯接口要求。因此，本次修订需考虑智能识别装置的类型，

适用于电梯的场合等。 

2) 标准架构调整 

电梯身份识别装置、危险状态识别装置以及电梯用自动运载装置，这三类智

能化产品其原理不同，技术特性具有共性和差异。本次修订需要对标准架构进行

调整，以便将各类智能识别装置的技术要求表述清晰。 

3) 技术要求和关键技术指标的确定 

例如电梯用智能识别装置与电梯控制系统的接口要求，危险状态识别装置的

信号传输、数据安全、数据存储和技术指标要求，自动运载装置的通讯协议、数

据交互和技术指标等。 

五、主要编制工作 

5.1 项目组成立及第一次工作会议 

2024 年 5月 30 日，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电梯标委会）秘

书处组织召开了国家标准《电梯用智能识别装置》项目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视频

会议。与会项目组成员对本标准编制工作大纲（草案）和标准草案进行了认真的

研究、讨论和修改，形成了编制工作大纲和标准讨论稿初稿。会后，项目组成员

按照工作大纲中的要求认真落实了调研报告、译文稿、标准讨论稿等多项工作。 

5.2 第二次工作会议 

2024 年 8月 14 日～16日，电梯标委会秘书处在西宁组织召开了本标准项目

组第二次工作会议。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介

绍了项目组第一次工作会议后编制工作的开展情况。与会项目组成员对标准讨论

稿逐条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形成了本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并对下一

阶段的重点工作进行了讨论和任务分工。 

5.3 第三次工作会议  

2024 年 9月 12日～13日，电梯标委会秘书处在合肥组织召开了本标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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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第三次工作会议。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介

绍了项目组第二次工作会议后编制工作的开展情况。与会项目组成员对第三次会

议讨论稿逐条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形成了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并对下

一阶段的重点工作进行了讨论和任务分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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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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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79《电梯用智能识别装置》项目组 

2024 年 10月 0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