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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1·1-2020《  标准化丁作导则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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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0—201U电梯安装验收规范》,与GB/T10060—2011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

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范围的适用界限(见第1章.2011年版的第1章);

b)     更改了 · ·术语和定义气见第3章，2011年版的第3章);

c)     更改了安装验收前提条件的要求(见第4章.2011年版的第4章);

d)     更改了通道的要求(见5.1.1,2011年版的5.1.1);

e)     更改了机器空间和滑轮间的要求(见5.1.2,2011年版的5.1.2)

f)     更改了主开矣和照明的验收要求(见5.1.3,2011年版的5.1.3);

g)     增加了警告和说明的验收要求(见5.1.4);

h)     更改了由静态元件供电的驱动主机电动机的供电回路的验收要求(见5.1.5.3,2011年版的

5.1.4.3);

i)      更改了电气布线及安装的要求(见5.1.6,2011年版的5.1.5);

j)      更改了接触器和接触器式继电器的验收要求(见5.1.7,2011年版的5.1.6);

k)     更改了制动器分组设置的验收要求(见5.1.9.5,2011年版的5.1.8.4),增加了井道外分组测试的要求(见5

⊥9.6),更改了切断机电制动器供电的验收要求(见5.1.9.7,2011年版的5L&6);

1)  更改了防护装置的验收要求(见5·1·10·1、5·1·10·2.2011年版的5⊥9·1、5·1·9·2); 

m)    更改了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起作用的时间的验收要求(见5.1.12.2,2011年版的5.1.11.2);

n)     更改了紧急操作的验收要求(见5.1.13,2011年版的5.1.12):

o)     更改了通道门、安全门、通道活板门和检修门的验收耍求(见5.2.2,2011年版的5.2.2);

P)   增加了轿顶避险空间和底坑避险空间的验收要求(见523.3.523.4,2011年版的5.2.3);

q)     更改了导轨的验收要求(见5.2.4.2,2011年版的5.2.S.2);
r)     更改了对重和平衡重破裂后防止掉落的验收要求(见5.2.5,2011年版的5.2.6);

s)      增加了限速器低速触发测试的验收要求(见5·2·7·6);

t)      更改了使用减行程缓冲器及非线性蕃能型缓冲器的验收要求(见5.2.8,2011年版的5.2.9);

u)     更改了底坑内电气装置的设蚩、对重和井道隔障以及井道下方有人员能够到达的空间的验收要求(见

5.2.9,2011年版的5.2.10);

v)    更改了机器设置在不同位置的验收耍求，增加了机器设置在井道外的验收要求(见5.3,2011年版的5.3);

w)    更改了轿厢总体的验收要求(见5.4.1,2011年版的5.4.1);

x)     更改了轿厢护脚板的验收要求(见5.4.2,2011年版的5.4.2);

y)     更改了轿门矣闭后的间隙丶轿门保护装置、轿门开后和轿门强度的验收要求(见5.432011年版的5.4.3);

5.1.5.3
5.1.4.3
5.1.9.5
5.1.8.4
5.1.9.7
5.1.12.2
5.1.11.2
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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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更改了轿厢玻璃的验收要求(见5.4.4,2011年版的5.4.4);

aa)   更改了轿顶装置和轿顶强度的验收要求(见5.4.5.2011年版的5.4.5);

ab)   更改了轿厢安全窗和轿厢安全门的验收要求(见5·4·6·1、5·4.6·2,2011年版的5.4.6.1、5·4.6 ·

2);

ac)    更改了应急照明的验收要求(见5.4.7,2011年版的5.4.7);

5.4.6.1


GB/T  10060—2023

ad)     更改了安全钳触发和释放的验收要求(见548,2011年版的5.4.8);

ae)     增加了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自监测功能的验收要求(见5·4·9·2);

af)  增加了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的验收要求(1/15.4.10)     ;

ag)     更改了悬挂和补偿装置的验收要求(见5.5.1.5.5.2,2011年版的5.5);

ah)     增加了强制驱动电梯钢丝绳卷绕的验收要求(见5.5.3);

ai)      更改了层站指示和操作装置的验收要求(见5.6.1.2,2011年版的5.6.1.2);
aj)      更改了轿厢地坎、层门地坎和层门矣闭后的间隙以及侨厢门刀和层门滚轮啮合深度的验收要求(见

562,2011年版的5.6.2);

ak)  更改了层门运行相矣的保护的验收要求(见5.6.3,2011年版的5.6.3);

al)      更改了耐火层门的验收要求(见5.6.4,2011年版的5.6.6);

am)    更改了电气装克的验收要求(见5.7,2011年版的5.7);

an)     更改了紧急报警装置的触发和供电的验收要求(见5.8.2011年版的5.8);

ao)     更改了电梯运行控制的验收要求(见5.9,2011年版的5.9);

ap)     增加了电梯数据信息输出的验收要求(见5.10);

aq)     增加了消防员电梯的附加验收要求(见5J1);
ar)     增加了防爆电梯的附加验收要求(见5.12);

as)     更改了验收试验项目与试验的要求(见第6章，2011年版的第6章);

at)      更改了电梯安装验收规则(见第7章，2011年版的第7章);

au)     删除了电气安全装置表(见2011年版的附录A)。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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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研机械检验检测(北京)有限公収通力电梯有限公取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奥的斯电梯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杭州优迈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迅达(中  

国)电梯有限公司、河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技术研究院、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蒂升电梯(上海)有限公司、  

西子电梯科技有限公司、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广州广日电梯丁-业有限公司、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  

究院、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僧检验研究院、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巨人通力电  

梯有限公司、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上海爱登堡电梯集I 才 I 股份有限公司、菱王电梯有  

限公司、两继迅达电梯有限公司、巨龙电梯有限公司、苏州帝奥电梯有限公司、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上  

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辛格林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宏大电梯有限公司、广东铃木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山东富士制御电梯有限公司、巨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怡达快速电梯有限公司、通祐电梯有限公司、常熟理工学院、

宁波申菱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戈尔电梯(天津)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春明、韩超、胡新阳、甘靖戈、夏英姿、林建杰、邹同锋、冷鹏、唐的杰、张华军、蔡 

志华、滕飞、梁鹏羽讯文斌、贺云朗、王磊、骆伟、李桦、王晓君、屠月平、张建祥、许林、黄子军、潘依航、高起 

鹏、孟国桦、唐林钟、李普祥、李琳、张建腾、郑煜、李后文、王玉磊、芮洪伟、钱江、赵海林、窦岩、侯胜欣、翟

敬祥。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8年首次发布为 GB   10060—1988,1993年第一次修订.2011年第二次修订·并由强制性国家标准转化

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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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电梯作为一种需要在使用现场组装调试的产品，安装及验收环节对电梯的质量有重要影响。为了规范电梯的验

收过程·特制定本文件。

0.2本文件的制定考虑了与电梯设备相矣的危险、危险状态和危险事件的程度。

0.3假设买方和供应商之间就下列内容已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了一致：

a)     电梯的预定用途；

b)     对于载货电梯·预计使用的装卸装置的类型和质量；

c)     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暴露在阳光、风、雪或腐蚀性空气中；

d)  土木工程问题(如建筑法规);

e)  与安装地点相矣的其他事宜；

f)     为了电梯部件或设备的散热·对井道和(或)机器空间、设备安装位置的通风要求；

g)     与设备所引起的噪声和振动相矣的信息；

h)     自动救援操作的相矣事宜(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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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安装验收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梯安装竣工后验收的条件、项H、 要求和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额定速度不大于6.0m/s 的曳引式电梯和额定速度不大于0.63 m/s 的强制式电梯。 对丁·额定

速度大T6.0   m/s的曳引式电梯参照本文件执行，不适用部分由制造单位(供应商)与买方协商确定。

本文件不适用于液压电梯、杂物电梯、家用电梯、仅载货电梯和斜行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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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期

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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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8外壳防护等级 (IP  代码)

GB/T   5226.1—2019机械电气安全机械电气设备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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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0058—2023 电梯技术条件

GB/T10059—2023    电梯试验方法

GB/T   16895.21—2020 低压电气装置第4-41 部分：安全防护电击防护

GB/T  18894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GB/T24475—2023    电梯远程报警系统

GB/T  26465 消防员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T31094  防爆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T39172—2020    电梯用非钢丝绳悬挂装置

3术语和定义

GB/T  7024.GB/T  7588.1—2020和 GB/T39172—2020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曳引式电梯 traction        lift
通过悬挂钢丝绳或包覆绳(带)与驱动主机曳引轮槽(面)的靡擦力驱动的电梯。

[来源：GB/T   10058—2023,3.1]

4安装验收前提条件



4.1电梯的基本要求应符合GB/T100582023

中4.1的规定正常使用条件应符合GB/T100582023   中4.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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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提交验收的电梯应具备完整的纸质资料和文件或符合GB/T18894  规定的电子资料和文件。应包括下列资料和文

件 。

a)     制造单位应提供的资料：

1)  产品配置表或配置说明；

2)  整机型式试验证书复印件；

3)  电梯安全保护装置〔包括门锁装置、限速器、安全钳、缓冲器、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减速部件) 

(如果有)、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和电梯安全相矣的可编程电子系统(如

果有)〕型式试验证书复印件·限速器与渐进式安全钳(如果有)调试证书；

4)  电梯主要部件〔驱动主机、控制柜、悬挂装置的端接装置、层门、玻璃轿门和玻璃轿壁(如果有)〕

型式试验证书复印件；

5)  井道、机器空间和滑轮间布置图；

6)  安装说明书；

7)   主要部件现场安装示意图；

8)  动力电路、控制电路和电气安全问路的电气原理图及电气接线图

9)  使用维护说明书(含紧急操作、动态测试及紧急救援操作说明);

10)合同双方确认的技术变更证明文件(如果有)。

b)     安装单位应提供的资料和文件：

1)  安装告知证明文件(如果有);

2)  电梯整机制造单位出具或者确认的自检报告(含安装过程自检记录);

3)  安装过程中事故记录与处理报告(如果有);

4)  安装质量证明文件。

4.3安装完毕的电梯设备及其机器空间、滑轮间、井道、候梯厅应清理干净；机器空间和滑轮间的门窗应防风雨；在 

通往机房和滑轮间的门或活板门的外侧以及在井道外的通道门和安全门近旁应设置包括 GB/T7588.1—2020   中 5.2.4

规定的警告。

通向机器空间和滑轮间的通道应畅通、安全；井道应无杂物、积水、漏水或渗水；机器空间、滑轮间、井道与 

底坑不应有与电梯无矣的其他设备；井道、机器空间和滑轮间的通风应符合GB/T7  588.1-2020 中 5.2.1.3的规定。

4.4提交验收的电梯应已安装竣工并能连续正常运行·各安全设施和安全保护功能完备且有效。

4.5验收用试验仪器和量具应符合GB/T   10059—2023中4.3的规定。

4.6电梯系统的保护接地应符合GB/T   16895.21—2020中411.3.1.1的要求。

5验收检查项目及检查要求

5.1 机器空间和滑轮间

5.1.1 通道

检查通往机器空间及滑轮间的通道设置，应符合GB/T758&1—2020     中 5.2.2的规定。

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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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机器空间和滑轮间的要求

5.1.2.1测量位于机房内和井道内无防护的驱动主机旋转部件上方的净垂直距离·应不小于0.30 m 。5.1.2.2 测量滑轮间 

内从通道地面到顶部突出物最低点的供人员活动区域的净高度，应不小于1·50 m。测量无防护的滑轮上方的净垂直距 

离·应不小于0.30 mo

5.1.2.3 测量控制柜(控制屏)、紧急和测试操作屏前的水平净面积■该面积应符合下列要求：

5.1.2.1
5.1.2.2
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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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深度：从控制柜(控制屏)的外表面测最时不小于0.70 m;

b)   宽度：不小于0.50 m或控制柜(控制屏)全宽两者中的较大值。

5.1.2.4测量对运动部件进行维护和检杳以及需要手动紧急操作的地方的水平净面积·应不小于0.50 mX0·60      mo

5.1.2.5 测量除滑轮间外的工作区域的净高度，应不小于2.10m。

5.1.2.6测量活动区域的净高度和通往5.1.2.3和5.1.2.4所述净空间的通道宽度。活动区域的净高度(滑轮间除外)  

从通道地面测量到顶部最低点·净高度应不小于1.80m。通道的宽度应不小于0.50 m,如果没有运动部件或热表面，

该值应不小于0.40 m。

5.1.2.7检查机房地面的平整度及防护措施，应符合GB/T7588.1—2020   中 526.3.2.4和5.26325 的规定。

5.1.2.8检查机器空间以及井道顶部的悬挂点，悬挂点的设置位置和数量应符合电梯制造单位的安装要求和维护检 

查的需要，悬挂点附近应具有安全工作负荷标志。

5.1.2.9检查同一机房和滑轮间内多部电梯的部件标识，应符合GB/T7588.1—2020   中 5.2.1.1.2的 规 定 。

5.1.3 主开矣、照明及其开矣

5.1.3.1 主开矢

5.1.3.1.1 检查主开矣的设置并验证主开矣的功能，应符合GB/T   7588.1—2020中 5.1 0.5.1和 5.10.5.2的要求。

5.1.3.1.2 操作主开矣切断电梯供电，电梯应不能进行任何自动操作的运行。

5.1.3.2 照明及其开失

检查照明及其开矣的设置·用照度计测量不同区域的照度，照明及其开矣的设置和照度应符合 GB/T

7588.1—2020 中 5.2.1.4和 5.10.8的要求。

注：井道内机器空间和工作区域的照明可以是井道照明的组成部分。

5.1.4警告和说明

检查机器牢间和滑轮间内的警告和说明的设克·应符合GB/T7588.1         2020中5 · 2 · 6 · 2的规定。

5.1.5  断相、错相保护和电动机电源切断检查

5.1.5.1 按照 GB/T  10059     2023中5.1.1规定的方法，断开主电源线的任一相，电梯应停止运行并保

持停止状态咬换主电源线的任两相·电梯应停止运行并保持停止状态或仍能按照交换相线前的运行方向正常运行、

检修运行或紧急电动运行。

5.1.5.2 检杳由交流或直流电源直接供电的驱动主机电动机的供电电路和控制电路·切断供电电源的问路应至少采  

用两个独立的接触器，且接触器的触点应串联连接。电梯停止时·模拟其中一个接触器的主触点未断开，最迟到下  

一次运行方向改变时，应能监测到故障并防止轿厢再运行。当监测功能发生固定故障时■也应能防止轿厢再运行。 

5.1.5.3 检杳由静态元件供电的號动主机电动机的供电回路和控制■应符合 GB./T   7588.1—2020 中5  ·  9  ·  2  ·  5

· 4的规定。

5.1.6电气布线及安装

5.1.2.4
5.1.2.5
5.1.2.6
5.1.2.3
5.1.2.4
5.1.2.7
5.1.2.8
5.1.2.9
5.1.3.1
5.10.5.1
5.10.5.2
5.1.3.2
5.2.1.4
5.1.5.1
5.1.5.2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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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1 检查电梯动力线路与控制线路的敷设，线路宜分离敷设或采取屏蔽措施。检查设计上需要接地的电气设备  

金属外壳(罩),应设有易于识别的接地端且接地良好。检查接地线的配置，应采用黄绿双色绝缘电线分别直接接 

至接地端上，不应互相串接后再接地。

检查电梯供电的中性导体 (N, 零线)和保护导体 (PE,  地线)的分开设置。

5.1.6.2检查线管、线槽的敷设，应平直.整齐、牢固。测量软管固定间距和端头固定间距，软管固定间距应不大于1m, 
端头固定间距应不大于0.1 mo

5.1.6.3 检查或审查资料确认在井道.机器空间和滑轮间内的电气设备的防护外壳(罩)的设置·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5.1.6.1
5.1.6.2
5.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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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4208 所规定的IP2Xo 检查或审查资料确认未设置在保护外壳内的接头、接线端子和连接器件在连接和断开时

的防护，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2X, 并应适当固定，以防意外松脱。

5.1.6.4验证附加保护和残余电压的防护，应符合 GB/T7588.1—2020   中 5.10.L2.3 和5.10.1.2.4的规定。

5.1.6.5 按照 GB/T  10059-2023 中 6.11.1 规定的方法进行通电导体与地之间的绝缘电阻试验，结果应符合 GB/T  
7588.1—2020中 5.10.1.3.1 的 规 定

5.1.7接触器和接触器式继电器

检查接触器和接触器式继电器的型式·应是GB/T7588.1—2020  中5.10.3.1规定的AC-15  或 DC-13  型。检查

接触器和接触器式继电益的安装，应固定可靠，接线牢固。检查器件标识·应与电气原理图一致。

5.1.8设备安装

5.1.8.1 测量机房、滑轮间内的悬挂装置与楼板孔洞每边的间隙，宜为20mm～40mm,  检查通向井道的孔洞四周圈框 

的设置·测量通向井道的孔洞四周圈框的高度，应高于楼板或完工后地面至少50mmo5.1.8.2 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资 

料·确认埋入承重墙内的驱动主机承重梁入墙的支撑长度，应不低于制造单位的设计值。

5.1.&3 限速器与水平面垂直安装时·测量限速器绳轮轮缘端面相对水平面的垂直度·不宜大于2/1000,测量曳引轮和 

导向轮轮缘端面相对水平面的垂直度，在空载或满载工况下均不宜大于4/1000。限速器与相对水平面倾斜安装的，应

符合电梯制造单位的设计要求。

5.1.&4 检查或测量骏动主机、导向装置以及悬挂装置的安装位置及偏差，均应符合电梯制造单位的安装施工要求。

5.1.&5 检杳限速器的安装和运转·动作速度整定封记应完好，安装位置应正确，底朋应牢固，运转应平稳。

5.1.9驱动主机

5.1.9.1检查手动操作苏动主机制动器的装置上或近旁张贴的使用信息和相应的警示信息，尤其是减行程缓冲器的使 

用信息和警乐信息。检查制动器附近帐贴的制动衬块磨损后更换的警乐信息(如检查方法、更换条件等)。信息内容 

均应完整清晰。

5.1.9.2检查电梯驱动主机上靠近盘车手轮处或不可拆卸盘车手轮上张贴的轿厢运动方向的标识，内容应清晰。

5.1.9.3  检查电梯的制动系统·应为机电式(摩擦型)制动器。模拟动力电源失电或控制电路电源欠电，验证该制 

动器的自动动作。

5.1.9.4验证机电式制动器在持续通电情况下的状态，应保持松开。检查被制动部件与曳引轮或卷筒、 链轮的连接， 

应直接采用刚性机械装置。

5.1.9.5检查報动主机所有参与向制动轮(盘)施加制动力的制动器机械部件的分组，应至少分两组设置。 检查或审 

查设计文件确认电磁铁线圈、静铁芯以及为动铁芯导向的零件的分组·也应至少分两组设置。

5.1.9.6按照GB/T10059—2023   中 5.1.11.2规定的方法在井道外独立地测试每组制动器， 一组制动器失效后的制动

力应符合GB/T  7588.1                   2020 中5.9.2.221的规定。

5.1.9.7审查切断机电式制动器供电的控制回路图样，模拟验证其控制和保护功能，应符合GB./T7588.1-2020  中5 ·

9·2·2·2·3的规定。

5.1.9.8验证制动器每组机械装置的正确提起(或释放)监测功能或每组机械装置作用下制动力的监测

功能。如果检测到失效，应防止电梯的下一次正常后动。

5.1.6.4
5.1.6.5
5.10.3.1
5.1.8.1
5.1.8.2
5.1.9.1
5.1.9.2
5.1.9.3
5.1.9.4
5.1.9.5
5.1.9.6
5.1.11.2
5.9.2.221
5.1.9.7
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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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9检查持续手动操作打开菠动主机制动器的方法，应符合GB/T7588.1           2020中5·9·2·2·2 ·

7 的

规定。

5.1.10 旋转部件的防护

5.1.10.1检查曳引轮、滑轮、链轮、限速器和张紧轮的防护装置的设置·应符合GB/T7588.1—2020  中5.5.7的规

5.1.9.9
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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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5.1.10.2检查防止异物进入包覆绳(带)与曳引轮、滑轮之间的防护装置的设置·验证或审查证明文件〔如试验(检 

测)报告〕  ·确认该装置能防止直径不小于2.5 mm的砂粒进入。

5.1.10.3检查可接近的旋转部件的防护，应符合GB/T  7588.1—2020中5.9.1.2的规定。

5.1.10.4检查制动轮、盘车手轮、限速器轮和无防护的曳引轮等旋转部件的外侧面，应至少部分地涂成黄色。检查 

手动释放制动器的机械操作部件，应至少部分地涂成红色。

5.1.11 电动机和其他电气设备的保护

5.1.11.1审杳交流或直流电源直接供电的电动机的供电电路图样·确认其具有短路保护功能

5.1.11.2 审查电动机的供电电路图样，确认过热保护功能符合GB/T7588.   1—2020 中 5.10.4.2和 5.10.4.3的 规 

定 。

5.1.11.3审查其他电气设备的电路图样，确认保护功能符合GB/T5226.12019   中7.1～7.4的规定。

5.1.12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

5.1.12.1模拟出现下列两种情况时·曳引式电梯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应在5.1.12.2规定的时间内切断驱动主机的 

供电并保持其断电状态：

a)      当后动电梯时■驳动主机不转；

b)  向下运行的轿厢或对重由于障碍物而停止，导致钢丝绳或包覆绳(带)在曳引轮上打滑。

5.1.12.2按照GB/T10059—2023   中5.1.13.1规定的方法测量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起作用的时间C 该时间应符合

下列要求：

a)  电梯全程运行时间不小于35 s 时"M45s;

b)      电梯全程运行时间小于35 s且大于10 s 时"W全程运行时间加10s;

c)      电梯全程运行时间不大于10s 时“M20  s;

d)     当采用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作为曳引轮与包覆绳(带)持续相对滑移保护时，除符合a)～c)        项相矣

要求外异还不超过制造单位给出的限定值。

5.1.12.3按照GB/T10059—2023   中5.1.13.2规定的方法验证恢复电梯正常运行的方式，应只能通过手动复位的 

方式恢复电梯正常运行。恢复断开的电源后，驱动主机无需保持在停止位置。

5.1.12.4按照GB/T10059—2023   中5.1.13.3规定的方法验证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的功能■电动机运转时间限 

制器动作后不应影响检修运行和紧急电动运行。

5.1.13紧急操作

5.1.13.1 模拟电梯停电或故障时轿厢停在开锁区域之外·验址将轿厢移动到开锁区域之内的措施有效。

5.1.13.2 验证手动释放制动器的紧急操作的功能，应符合GB/T7588.1—2020   中5.9.2.229的规定。

如果轿厢移动到附近层站的方式采用GB/T7588.1—2020   中5.9.2.2.2.9b)   规定的手动操作，验证确认其手动操

作符合GB/T7588.1              2020中5.9.2.3.1的规定。

5.1.10.2
5.1.10.3
5.9.1.2
5.1.10.4
5.1.11.1
5.1.11.2
5.10.4.2
5.10.4.3
5.1.11.3
5.1.12.1
5.1.12.2
5.1.12.2
5.1.13.1
5.1.12.3
5.1.13.2
5.1.12.4
5.1.13.3
5.1.13.1
5.1.13.2
5.9.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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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3模拟进行紧急操作，验证应易于通过观察孔、悬挂装置的标记或英他方式，观察轿厢到达开锁区域。

5.1.13.4如呆向上移动载有额定载重最的轿厢所需的手动操作力大于400 N,或者未设置(; B/T7588.1-2020  中

5.9.2.3.1a)规定的机械装置，应确认设置了符合GB/T7588.1—2020  中5.12.1.6规定的紧急电动运行控制装置。

5.1.13.5检查紧急操作装置的设置位置，应符合GB/T7588.1-2020   中5.9·2.3·4的规定。

5.2井道

5.1.13.3
5.1.13.4
5.12.1.6
5.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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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井道壁

5.2.1.1检查井道的结构，应全封闭或部分封闭，且应符合GB/T7588」2020   中 5.2.5.2的规定。

5.2.1.2检查井道壁、底面和顶板使用的玻璃面板标记，确认玻璃面板均为夹层玻璃。

5.2.1.3测量或审查证明丈件〔如试验(检测)报告〕,确认层门地坎下的井道壁(含层门护脚板)的尺寸及强度”应 

符合 GB/T7588.1—2020   中525.3.2的规定。

5.2.2通道门、安全门、通道活板门和检修门

电梯如果设置有通道门、安全门、通道活板门或检修门，通过检查、测量或审查证明文件〔如试验(检测)报

告〕等方式来确认其设置和强度符介GB/T   7588.1—2020中5.2.3的规定。

5.2.3安全空间和安全间距

5.2.3.1测童轿厢及其矣联运动部件与对重(或平衡重)及其矣联运动部件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50mmo5.2.3.2 测量 

电梯井道内表面与轿厢地坎、轿门框或滑动轿门的最近门口边缘的水平距离，应符合 GB/T   758&1   2020       中

5.2.5.3.1 的规定

5.2.3.3 测量轿顶避险空间和顶层间距，应符合GB/T  7588.1-2020中 5.2.5.7的规定。

5.2.3.4 测量底坑避险空间和间距，应符合GB/T       7588.1—2020中 5.2.5.8的规定。

5.2.4 导轨

5.2.4.1 检查轿相、对重(或平衡重)导轨的布置及结构型式，均应至少山两根刚性的钢质导轨导向。对于未设置安 

全钳的对重(或平衡重)导轨·可使用成型金属板材，并应作防腐蚀保护。

审查资料确认采用的导轨符合设计计算文件的规定。

5.2.4.2 检查每根导轨的导轨支架的配置，每根导轨应至少有 2 个导轨支架，安装丁·井道上、下端部的非标准长度 

导轨的支架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测量导轨的支架间距·不宜大于2.5 mo当不能满足此要求时，应审查计算文件确

认安装后的导轨符合GB/T7588.1-2020  中5.7.2的规定。

5·2·4.3 固定导轨支架的预埋件，通过审杳施工单位提交的资料确认其入墙的深度‘不宜小于120 mmo
采用建筑锚栓安装的导轨支架，只能用于具有足够强度的混凝土井道构件上。检查建筑锚栓的安装方式，应垂

直于墙面·测量锚栓间的间距和锚栓与构件边缘的距离，应符合建筑锚栓的使用要求。

采用焊接方式连接的导轨支架，检杳其焊缝·应无明显缺陷。

5·2·4.4 测量轿厢和对重(或平衡重)的制导行程，应符合GB/T758&1-2020    中5 · 2 · 5 · 6的规定。

5.2.4.5测量每列导轨丁·作面(包括侧面与顶面)相对安装基准线每5m 长度内的偏差，应不大于下列数值：

a)      轿厢导轨和设置有安全钳的对重导轨为0.6 mm;

b)     不设安全钳的T 型对重导轨为1.0 mm。

对丁·铅垂导轨的电梯·电梯安装完成后检测导轨时·对每5m 长度相对铅垂线分段连续检测(至少测3次), 

取测量值间的相对最大偏差，其值应不大于上述规定值的2倍。

5·2·4.6 检查轿厢导轨和设有安全钳的对重导轨的工作面接头，该处不应有连续缝隙。测量局部缝隙值，该缝隙值

应不大于0.5mm。用直线度为0.01/300的平直尺或其他工具测量工作面接头处台阶·应不大于0·05 mm。

5.2.1.1
5.2.5.2
5.2.1.2
5.2.1.3
5.2.3.1
5.2.3.2
5.2.3.3
5.2.5.7
5.2.3.4
5.2.5.8
5.2.4.1
5.2.4.2
5.2.4.5


6

不设安全钳的对重导轨工作面接头处缝隙应不大于1.0mm, 工作面接头处台阶应不大于0.15mm。

5.2.4.7测量两列导轨不同区域顶面间的距离值，其距离值的允许偏差为：

a)      轿厢导轨为：飞mm;

b)     对重导轨为：*o     mm

5.2.4.S检查导轨在导轨支架上的固定方式，应用压板固定而不应采用焊接或螺栓等方式与导轨支架直接连接。

5·2·4.9 检查设有安全钳的轿厢导轨和对重导轨，除悬挂安装外·确认其下端的导轨座支撑在坚固的地面上。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81704614211200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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