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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不便人员使用的楼道升降机安装安全验收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安装于公共场所、供行动不便人员（可站立、坐着或乘坐轮椅车）使用的楼道升降

机的安装安全验收条件、检验项目、技术要求和安装安全验收规则。

本标准仅适用于电力驱动的并且满足如下条件的楼道升降机：

a) 在固定层站之间的楼道或倾斜面上运行；

b) 额定速度不大于 0.15m/s；

c) 导轨与水平面的倾斜角不大于 75°；

d) 运载装置由一条或多条导轨支撑或导向。

其他场所使用的楼道升降机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24806 行动不便人员使用的楼道升降机

3 术语和定义

GB 24806-2009界定的（为便于使用，将有关内容重复列出）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安装安全验收 installation safety acceptance

设备安装后，为验证设备安全运行性能，受相关方委托进行的的验收检验。

3.2

防护臂 barrier arm

护栏/围杆或类似的装置，用于防止使用人员从楼道升降机上坠落。

[对应GB 24806-2009的3.1]

3.3

运载装置 carriage

用于运送和承载乘客(包括乘坐轮椅车的乘客)的楼道升降机运动部件的总成。

[对应GB 24806-2009的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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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螺母 driving nut/load carrying nut

内部具有螺纹的零件，它与螺杆共同作用使楼道升降机产生线性运动。如:一个转动的螺杆与固定

的螺母啃合，反之亦然。

[对应GB 24806-2009的3.13]

3.5

极限开关 final limit switch

在运载装置超出正常运行行程的情况下，自运载装置机械强制断开的电气安全开关。

[对应GB 24806-2009的3.17]

3.6

搁脚板 footrest

为了让乘客在运载装置运行中或停止时能够安全地站立或搁脚而设计的具有一定强度的平台或支

架。

[对应GB 24806-2009的3.19]

3.7

导轨 guide rail

供运载装置运行的导向部件。

[对应GB 24806-2009的3.21]

3.8

层站 landing

楼道升降机要服务的制定平面，具有足够的空间，使用人员（可能乘轮椅车）能登上或离开运载

装置。

[对应GB 24806-2009的3.25]

3.9

限速器 overspeed governor

当楼道升降机达到预定速度时，其动作能导致安全钳起作用使楼道升降机停止的安全装置。

[对应GB 24806-2009的3.26]

3.10

小齿轮 pinion

与具有相同齿形的齿轮或齿条啮合，用来传递相对运动，并具有机械加工齿形的齿数较少的齿轮。

[对应GB 24806-2009的3.27]

3.11

平台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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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升降机上用于承载使用人员的部分。

[对应GB 24806-2009的3.28]

3.12

齿条 rack/driving rack

具有特定形状齿的条，小齿轮与其啮合，将旋转运动转换为直线运动。

[对应GB 24806-2009的3.31]

3.13

额定载重量 rated load

楼道升降机设计所规定的运载装置载重量。

[对应GB 24806-2009的3.32]

3.14

额定速度 rated speed

楼道升降机设计所规定的运载装置运行速度。

[对应GB 24806-2009的3.33]

3.15

安全触点 safety contact

通过强制方式可靠断开电路的触点。

[对应GB 24806-2009的3.37]

3.16

安全钳 safety gear

在下行超速和/或悬挂装置断裂的情况下，用于制停和保持运载装置静止在导轨上的机械装置。

[对应GB 24806-2009的3.39]

3.17

安全螺母 safety nut

内部具有螺纹的零件，它与螺杆/螺母驱动装置一起使用，在正常运行时不承载，但承载螺母失效

时它能承受载荷。

[对应GB 24806-2009的3.40]

3.18

安全开关 safety switch

由一个或多个安全触点组成的电气开关。

[对应GB 24806-2009的3.41]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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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锁式驱动系统 self-sustaining drive system

在制动器松开的情况下，该系统使楼道升降机的速度不能增大。

[对应GB 24806-2009的3.42]

注：在制动器松开时，该系统使楼道升降机在停止状态下不能自行移动。除此以外的其他驱动系统都是非自锁式

的。

3.20

感知边 sensitive edge

设置在运载装置任意边缘的安全装置，以防止在运载装置的边缘发生剪切、挤压或卡阻。

[对应GB 24806-2009的3.43]

3.21

感知面 sensitive surface

与感知边有相似功能的安全装置，用于运载装置下表面或其他较大平面下部的保护。

[对应GB 24806-2009的3.44]

3.22

绳/链松弛开关 slack rope/chain switch

当悬挂的绳或链松弛到设定量时，使楼道升降机停止的开关或开关组合。

[对应GB 24806-2009的3.45]

3.23

楼道升降机 stairlift

一种为运送行动不便人员（包括乘坐轮椅车人员）而使用的楼梯升降运输设备。它包括一个被导

向的运载装置，运载装置能够在两个或多个水平面间沿楼道方向平稳地运行。

[对应GB 24806-2009的3.46]

3.24

楼道 stairway

建筑物中提供上/下通道的部分，由一段或多段楼梯和一个或多个休息平台组成。

[对应GB 24806-2009的3.47]

3.25

端站开关 terminal switch

可使楼道升降机在接近或达到端站出入口时自动停止的开关或开关组合。

[对应GB 24806-2009的3.48]

3.26

行程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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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升降机在起点和终点之间运行路程的长度。

[对应GB 24806-2009的3.50]

3.27

开锁区域 unlocking zone

层站上下延伸的区域。仅当运载装置在这个区域时，才能开启相应的坡板和防护臂。

[对应GB 24806-2009的3.51]

3.28

使用人员 user

利用楼道升降机为其服务的人员。

[对应GB 24806-2009的3.52]

4 安装安全验收条件

4.1 楼道升降机的工作条件应符合 GB 24806 中 4.10 的规定。

4.2 对楼道升降机进行安装验收时，现场应当具备以下安装验收条件：

a) 对于安装于室内的楼道升降机，环境温度应保持在 5℃～40℃之间；对于安装于室外的楼道

升降机，使用环境应该满足该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

b) 检验现场没有与楼道升降机工作无关的物品和设备，检验现场放置表明正在进行检验的警示

牌；

c) 各机械活动部位应按照说明书要求加注润滑油；各安全装置安装齐全、位置正确，功能有效，

能保证楼道升降机安全运行。

4.3 检验现场必须有使用单位的安全管理人员和安装单位的机械和电气操作人员配合。

4.4 检验人员应熟悉所验收的楼道升降机，熟悉相应的检验方法和要求。

4.5 检验所需仪器设备及其准确度要求见附录 A。检验仪器设备应当依法检定或校准合格，并且在有

效期内。

5 检验项目和技术要求

5.1 文件资料

5.1.1 安装资料

制造或安装单位应提供以下资料：

a) 产品质量合格证明；

b) 安装及使用维护说明；

c) 电气原理图。

5.1.2 使用资料

使用单位应提供以下资料：

a) 和楼道升降机安装有关的隐蔽工程资料；

b) 设备使用和运营安全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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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已经接受了正确与安全地使用楼道升降机的相应培训和演示的确认书；

d) 设备技术档案；

e) 事故与故障的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管理规章制度。

5.2 驱动系统

5.2.1 一般要求

5.2.1.1 在两个运行方向上均应提供动力。

5.2.1.2 防护材料应是无孔的。

5.2.1.3 如果驱动系统中间传动采用链条或皮带，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驱动输出装置应设置在传动的链条或皮带负载侧；

b) 驱动输出装置是自锁型的；

c) 制动器在链条或皮带传动的负载侧且至少使用二根链条或皮带。

5.2.2 钢丝绳驱动

5.2.2.1 钢丝绳

钢丝绳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钢丝绳末端应固定在运载装置、平衡重或系结钢丝绳固定部件的悬挂部位上，固定应安全可

靠；

b) 钢丝绳公称直径不应小于 5mm；

c) 至少使用 2 根相互独立的钢丝绳；

d) 应设置调整装置以均衡各钢丝绳张力；

e) 不允许采用钢丝绳曳引驱动。

5.2.2.2 卷筒

卷筒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卷筒上仅绕一层钢丝绳；

b) 运载装置在最低位置时，绳槽中应至少剩有 1.5 圈的安全圈。

5.2.2.3 卷筒、滑轮（如果有）应进行防护，确保钢丝绳保持在绳槽内，且不会与滑轮或卷筒挤夹在

一起；其他危险位置也应进行防护。

5.2.3 齿轮与齿条驱动

齿轮与齿条的防护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采取防护措施，防止齿条和小齿轮及其他部分之间卡阻；

b) 如使用弯轨式楼道升降机，对可能产生危险的楼道区域应设置警示标识。

5.2.4 链条驱动

5.2.4.1 链条

链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链条应至少有 2 根；

b) 链条至少有一端设置调整装置以均衡各链条张力。

5.2.4.2 链条悬挂系统应有防护装置，防止链轮与链条之间、链条与其他部分之间产生卡阻，防止链

条脱链或跳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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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螺杆和螺母驱动

5.2.5.1 所有运动部件应采取措施有效保护，防止灰尘或异物附着在螺杆的螺纹上。

5.2.5.2 安全螺母

安全螺母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在承载螺母失效的情况下，用以承受负载；

b) 自锁式螺杆和螺母驱动，可采用安全螺母代替安全钳。

5.2.6 其他类型驱动

应满足5.2.1及制造厂家的相关要求。

5.3 制动系统

5.3.1 制动器应为机电式摩擦制动器。

5.3.2 被制动零件应以机械方式与卷筒、链轮、齿轮、螺母或螺杆等最终驱动零件直接刚性连接(除

自锁型驱动系统)。

5.3.3 手动释放的制动器应需用持续力保持制动器的松开状态。

5.4 导轨

5.4.1 一般要求

5.4.1.1 应在整个行程上设置为运载装置导向的导轨。

5.4.1.2 导轨应由金属材料制成。

5.4.1.3 导轨应当安装牢固，可靠。

5.4.2 可折叠导轨

5.4.2.1 可折叠导轨在折叠位置时，不应阻碍楼道或层站的通道。

5.4.2.2 应设置安全装置避免在非正常工作位置的折叠导轨上运行。

5.4.2.3 电动折叠导轨应由手动持续施力操作，并同时具有手动紧急操作功能。

5.5 限速器和安全钳

5.5.1 限速器

5.5.1.1 限速器动作时应在 10s 时间或 1m 行程内断开驱动电机和制动器的供电。

5.5.1.2 限速器机械动作速度不能大于 0.3m/s。

5.5.1.3 限速器的试验方法应标注在显著位置。

5.5.2 安全钳

5.5.2.1 安全钳使载有 125%额定载重量的运载装置制停距离不应大于 150mm。

5.5.2.2 只有将运载装置提起，才能使安全钳释放并自动复位。

5.6 电气设备

5.6.1 电源

用专用电源供电。除了电池供电的楼道升降机，电源与楼道升降机之间应设置主开关和熔断器或

过载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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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电压

电压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驱动单元的工作电压不应大于 500V；

b) 对于控制电路和安全电路，导体之间或导体与地之间的额定直流电压或额定交流电压不应大

于 250V。

5.6.3 接地

电气接地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零线与任何电路保护的导线应分开；

b) 所有易于带电的外露金属构件应接地。

5.6.4 绝缘电阻

导线与导线之间以及导线与接地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1000Ω/V，且应满足：

a) 电源电路和含有电气安全装置的电路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0.5MΩ；

b) 其他电路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0.25MΩ。

5.6.5 随行电缆

动力和控制电缆应可靠地夹紧，且不承受机械载荷，有防磨损措施。

5.6.6 用于换向的接触器应设置电气互锁。

5.6.7 电动机和制动器电路应符合以下要求之一：

1) 由交流电源直接供电的电动机，应采用两个独立的接触器切断电源，其触点应串联于电动机

和制动器电源电路中。当楼道升降机停止时，如果其中一个接触器的主触点没有断开，则最迟在下一

次改变运行方向时应防止楼道升降机的再运行；

2) 由固态元件控制并供电的直流或交流电动机，应有一个切断各相(极)电流的接触器。至少在

每次改变运行方向之前应释放接触器线圈。如果接触器未释放，应防止楼道升降机再运行。同时还有

用来阻断固态元件中电流流动的独立控制装置。以及用来检验楼道升降机每次停止时电流流动阻断情

况的监测装置。在正常停止期间，如果未能有效地阻断通过固态元件的电流，监测装置应使接触器释

放并应防止楼道升降机再运行。

5.6.8 驱动电动机和制动器供电

方向控制信号终止、电气供电故障或电气安全装置的动作应切断驱动电动机和制动器的供电。

5.6.9 驱动电动机的保护

驱动电动机应采用自动断路器进行过载保护。

5.6.10 外壳要求

控制箱带电部分和安全触点应设置在防护罩壳内。壳盖应保持关闭，使用工具才能打开。对于安

装于公共场所的楼道升降机，还应采用需要钥匙或专用工具才能打开的固定装置或锁住装置进行防护。

5.6.11 时间延迟

楼道升降机从停止到再启动之前，应至少有1s的延迟 。

5.6.12 电气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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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连接器件和电气元件应在适当的地方进行标识。

5.6.13 剩余电流装置

剩余电流装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所有对地电压高于 50V 的电气电路(除电池供电)，应采用一个剩余电流装置(RCD)进行保护；

b) 剩余电流装置的最大额定跳闸电流应为 30mA。

5.6.14 电池供电

5.6.14.1 电池供电时控制电路的电压不应大于 60V。

5.6.14.2 在电池的供电线路中宜安装熔断器，该熔断器只有使用适当的工具才能接近。

5.6.14.3 电池应被固定在安全的位置上，即使倾斜也不应泄漏。

5.6.14.4 只有停止在指定的位置时才能对电池充电，充电触点宜设置在导轨的两端。

5.6.14.5 当驻停时，如果充电触点未接触，电池的充电电路应以视觉信号或听觉信号提示使用人员。

5.6.14.6 运载装置上应设置断路开关，它可切断电池对控制电路和驱动电动机电路的供电。

5.6.15 无线控制

5.6.15.1 无线控制系统应仅能在单一的楼道升降机上使用。

5.6.15.2 遥控装置应位于楼道升降机附近的固定位置，或由专人管理。

5.6.15.3 运载装置上安装的停止开关、安全触点和安全电路应优先于所有方向的信号(不管是来自于

楼道升降机操作装置还是遥控装置)。

5.6.15.4 无线通信连接应在整个运载装置行程中保持有效。

5.6.16 操作装置

5.6.16.1 应在每个层站和运载装置上设置操作装置。它们可以用来控制楼道升降机的上下运行，用

于控制楼道升降机运行的操作装置应持续施力以保持运行。

5.6.16.2 运载装置上应设置紧急停止装置，该停止装置应为双稳态安全开关，该开关动作时，应直

接断开安全回路。该开关对于使用人员应清晰可见、可接近且易操作，并应以位置或设计来防止误动

作。

5.6.16.3 应在每个层站操作装置上设置能直接切断控制运行方向电路的装置。

5.6.16.4 应设置可锁住的开关，以便使楼道升降机只为指定的使用人员服务。

5.7 运载装置

5.7.1 扶手间距

运载装置用作可支撑扶手的部件或边缘与固定部件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80mm。

5.7.2 座椅式运载装置

5.7.2.1 座位表面距离顶部上空障碍物的垂直净高度不应小于 1.1m。

5.7.2.2 对于座椅是可滑动或旋转的，应可通过机械定位装置安全地固定在各个位置。

5.7.3 站立平台式运载装置

5.7.3.1 站立平台距离顶部上空障碍物的垂直净高度不应小于 2m。

5.7.3.2 站立平台表面在正常层站停靠位置时，距离地面高度不应大于 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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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轮椅车平台式运载装置

5.7.4.1 轮椅车平台入口边缘应设置坡板，坡板打开后的上表面距离层站地面的垂直高度不应大于

15mm，轮椅车平台地面与层站地面垂直高度不应大于 75mm。

5.7.4.2 坡板处于抬起位置时，坡板上缘高出轮椅车平台地面不应小于 100mm。

5.7.4.3 轮椅车平台防护臂

轮椅车平台防护臂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轮椅车应在下楼侧设置防护臂；

b) 对于运行中有弯道的运载装置或平台地面与楼梯梯级前沿的垂直距离大于 300mm 的运载装

置，其上楼侧和下楼侧都应设置防护臂。对于无弯道的运载装置，如果轮椅车平台与楼梯扶手之间间

隙不大于 100mm，则扶手侧的防护臂可以不设置；

c) 相邻防护臂之间的间隙不应大于 80mm；

d) 防护臂的定位应是稳定安全的。

5.7.4.4 防护臂和坡板的安全开关和锁紧装置

防护臂和坡板的安全开关和锁紧装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轮椅车平台打开位置时，所有防护臂都应伸出且坡板被完全提起；轮椅车平台折叠时，所有

防护臂应被折叠且坡板被适当而安全的固定；

b) 防护臂和坡板应有锁紧装置，在开锁区域外时，如轮椅车平台未折叠时，可自动的以机械方

式将防护臂锁在伸出位置，坡板锁在抬起位置；其锁紧应是通过重力、永久磁铁、压缩弹簧或其它等

效的方法保持其锁紧状态；

c) 仅在紧急情况下，才能在轮椅平台上或层站处使用工具或等效的装置进行手动开锁。

5.7.4.5 如轮椅车平台或防护臂的折叠操作是由电力驱动的，则它们也应可以手动折叠。

5.7.4.6 如果在层站控制区域的操作人员不能在整个楼道升降机的行程中直接看到轮椅车平台，则处

于未折叠状态的轮椅车平台应不能由位于层站的操作装置来操纵。

5.7.4.7 轮椅车平台式升降机应设置载荷控制装置，载荷超过 125%额定载重量时应能防止正常启动，

并且运载装置上应有音响或发光信号提示。

5.8 紧急/手动操作、报警装置及标识

5.8.1 手动紧急操作

手动紧急操作应使用一个光滑且无轮辐的盘车子轮来操作提升装置。如果需要，应设置一个安全

触点来防止紧急操作期间正常控制装置误动作。

当通过紧急盘车子轮提供的扭矩不足以克服制动器所施加的扭矩时，应提供松开制动器的方法。

在任何情况下，不应出现失控的自由下行的情况。用来操作制动器的装置应易于取得。

5.8.2 紧急电动运行

可采用一个备用电源供电做紧急电动运行。备用电源应使载有最大工作载荷的运载装置到达层站。

5.8.3 紧急操作说明应标示在明显易见的位置，并清晰标明：在紧急操作情况下，须先切断楼道升降

机电源且运载装置应在完全监控之下运行。

5.8.4 应在明显位置设置运行方向标识说明运载装置运行方向。

5.8.5 轮椅车平台楼道升降机应设置紧急报警操作装置。

5.8.5.1 紧急报警装置

轮椅车平台的紧急报警装置应为下列两者之一：

a) 独立于驱动电动机主电源的电源供电；

b) 配置备用电源(例如备用电池)。

5.8.5.2 轮椅车平台楼道升降机紧急报警装置应为黄色且采用警铃进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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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运载装置上的标识

运载装置上的明显位置应有明显标识，至少应标明：

a) 额定载重量，乘客人数；额定载重量应在每个层站都有标示；

b) 制造商名称、序列号及安装日期；

c) 用于公共场所的楼道升降机，应在每个层站附近标示符合 GB 24806-2009 的无障碍设施标志；

d) 操作说明，应能识别操作运载装置运行的所有装置的功能。

5.9 电气安全装置

5.9.1 应有电源断错相保护。

5.9.2 应有失压保护。

5.9.3 悬挂绳系统或悬挂链系统应有一个装置，在绳或链松弛的情况下，该装置应断开安全触点以切

断电动机和制动器的供电，且在绳或链再次正确张紧前防止运载装置运行。

5.9.4 应在下列位置设置感知边或感知面的动作开关：

a) 平台上楼侧边缘；

b) 平台下表面；

c) 平台折叠后的下表面与地面的垂直高度小于 120mm 时的，平台折叠后的下表面；

d) 底架结构靠近导轨部分的上楼侧和下楼侧表面；

e) 运载装置下表面与地面垂直度高小于 120mm 时，运载装置的下表面。

5.9.5 应设端站限位开关和极限安全开关。极限安全开关的断开应防止楼道升降机在两个方向的进一

步运行，直至楼道升降机被人工复位。除去以下两种情况：

a) 如果驱动系统的设计使得即使没有使用机械的端部停止装置，运载装置也不可能越过正常的

行程限制位置，则、下极限安全开关都可以省略；

b) 如果端站限位开关是安全开关，且下部越程导致运载装置底架、站立平台、搁脚板或者轮椅

车平台下面的安全开关动作，下极限安全开关也可以被省略。

5.9.6 应有一个安全钳动作时触发的电气开关。该开关应为安全触点。

5.9.7 应有一个能机械触发的电气安全装置，该装置能验证防护臂和坡板的锁紧状态。

5.9.8 应有一个能验证防护臂和坡板打开和折叠状态时的电气安全装置，除打开和折叠外，轮椅车平

台都不能运行。

5.9.9 应有一个验证承载螺母失效的电气安全装置。

5.9.10 应有一个验证座椅恢复到正常位置的电气安全装置。

5.9.11 以上 5.9.3～5.9.10（5.9.5 中的限位开关除外）的电气安全装置均应为安全触点，且直接作

用在控制驱动电动机和制动器电源上。

5.10 试验

5.10.1 运行试验

楼道升降机空载，以正常运行速度上、下运行，在整个行程中应功能有效、动作无误、无异常现

象发生。

5.10.2 制停试验

5.10.2.1 楼道升降机额定载重量下行时的制停距离不应大于 20mm。

5.10.2.2 楼道升降机 125%额定载重量下行制停时应保持在停止位置，并无永久变形。

5.10.3 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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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升降机装有额定载重量，以额定速度下行，进行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限速器、安全钳动

作应当可靠。

6 安装安全验收规则

6.1 检验应按照附录 B 规定项目进行。

6.2 判定规则

附录B中的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则判定为合格；如有项目不合格，则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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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楼道升降机检验仪器设备及其准确度要求

A.1 楼道升降机检验仪器设备及其准确度要求如表A.1 所示。

表 A.1 楼道升降机检验仪器设备及其准确度要求

序 号 仪器设备或计量器具 准确度要求

1 万用表 ±2%

2 钳型电流表 ±2%

3 接地电阻仪 ±2%

4 绝缘电阻仪 ±1.5%

5 游标卡尺 0.02mm

6 钢直尺 1 级

7 卷尺 1 级

8 塞尺 1 级

9 温湿度计 ±2%

10 放大镜 20倍

11 常用电工工具

12 便携式检验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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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楼道升降机安装安全验收检验项目分类表

B.1 楼道升降机安装安全验收检验项目分类如表B.1 所示。

表 A.2 楼道升降机安装安全验收检验项目分类表

序号 检验类别 检 验 项 目 及 其 内 容 检验方法

1
5.1 文件资料

5.1.2 安装资料 审查相应资料

2 5.1.3 使用资料 审查相应资料

3

5.2 驱动系统

5.2.1 一般要求

5.2.1.1 动力方向
验证是否在在两个运行方向上

均应提供动力

4 5.2.1.2 防护材料 目测

5
5.2.1.3 中间传动采用链条或皮

带的驱动系统
目测驱动系统

6

5.2.2 钢丝绳驱动

5.2.2.1 钢丝绳 目测检查及游标卡尺测量

7 5.2.2.2 卷筒 目测

8 5.2.2.3 卷筒、滑轮的防护 目测

9
5.2.3齿轮与齿条驱

动
齿轮与齿条的防护 目测

10

5.2.4 链条驱动

5.2.4.1 链条 目测

11 5.2.4.2 链条悬挂系统的防护 目测

12 5.2.5螺杆和螺母驱

动

5.2.5.1 运动部件的防护 目测

13 5.2.5.2 安全螺母 检查其设置正确性

14 5.2.6 其它类型驱动
目测及按制造单位规定的方法

进行检查

15

5.3 制动系统

5.3.1 制动器类型 目测制动器选型

16 5.3.2 制动连接方式 目测检查连接方式

17 5.3.3 手动松闸
人为释放制动器，观察是否需

用持续力保持制动器的松开

18

5.4 导轨
5.4.1 一般要求

5.4.1.1 导轨设置 目测

19 5.4.1.2 导轨材料 目测

20 5.4.1.3 导轨安装 目测

21 5.4.2 可折叠导轨 5.4.2.1 折叠位置 目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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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楼道升降机安装安全验收检验项目分类表（续）

序号 检验类别 检 验 项 目 及 其 内 容 检验方法

22
5.4 导轨 5.4.2 可折叠导轨

5.4.2.2 安全装置 目测安全装置位置

23 5.4.2.3 电动折叠导轨 模拟试验

24

5.5 限速器和安

全钳

5.5.1 限速器

5.5.1.1 动作响应 模拟试验，测量其时间或距离

25 5.5.1.2 机械动作速度 查验其调试证书

26 5.5.1.3 试验方法标识 目测

27
5.5.2 安全钳

5.5.2.1 制停距离 模拟试验并测量其距离

28 5.5.2.2 释放和复位 目测其设置位置

29

5.6 电气设备

5.6.1 电源 目测，操作验证开关试验

30 5.6.2 电压 电压表测量

31 5.6.3 接地 目测，必要时测量

32 5.6.4 绝缘电阻 绝缘表测量

33 5.6.5 随行电缆 目测

34 5.6.6 换向的接触器互锁保护 目测，检查电路图，手动试验

35 5.6.7 电动机和制动器电路 目测，检查电路图，手动试验

36 5.6.8 驱动电动机和制动器供电 手动试验

37 5.6.9 驱动电动机的保护 目测、检查电路图

38 5.6.10 外壳要求 目测

39 5.6.11 时间延迟 手动试验

40 5.6.12 电气标识 目测

41 5.6.13 剩余电流装置 目测、检查电路图

42

5.6.14 电池供电

5.6.14.1 电压 电压表测量

43 5.6.14.2 熔断器 目测、检查电路图

44 5.6.14.3 电池固定 目测

45 5.6.14.4 电池充电 目测

46 5.6.14.5 充电提醒 目测

47 5.6.14.6 断路开关 目测、检查电路图

48

5.6.15 无线控制

5.6.15.1 单一使用 手动试验

49 5.6.15.2 遥控装置 手动试验

50 5.6.15.3 运载装置优先 手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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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楼道升降机安装安全验收检验项目分类表（续）

序号 检验类别 检 验 项 目 及 其 内 容 检验方法

51

5.6 电气设备

5.6.15 无线控制 5.6.15.4 通信连接 手动试验

52

5.6.16 操作装置

5.6.16.1 设置 目测

53 5.6.16.2 紧急停止装置 目测，手动试验

54 5.6.16.3 层站操作装置 目测，手动试验

55 5.6.14.4 可锁住的开关 目测，手动试验

56

5.7 运载装置

5.7.1 扶手间距 测量相关尺寸

57 5.7.2 座椅式运载装

置

5.7.2.1 顶部空间 测量相关尺寸

58 5.7.2.2 座椅的固定 手动试验

59 5.7.3 站立平台式运

载装置

5.7.3.1 顶部空间 测量相关尺寸

60 5.7.3.2 离地高度 测量相关尺寸

61

5.7.4 轮椅车平台式

运载装置

5.7.4.1 离地高度 测量相关尺寸

62 5.7.4.2 坡板上缘离地高度 测量相关尺寸

63 5.7.4.3 防护臂
目测及手动试验、测量相关尺

寸

64
5.7.4.4 防护臂和坡板的安全开

关和锁紧装置
目测及手动试验

65 5.7.4.5 可手动折叠 手动试验

66 5.7.4.6 层站操作限制 目测及手动试验

67 5.7.4.7 超载装置 目测及手动试验

68

5.8 紧急/手动

操作、报警装置

及标识

5.8.1 手动紧急操作 手动试验

69 5.8.2 紧急电动运行 手动试验

70 5.8.3 紧急操作说明 目测

71 5.8.4 运行方向标识 目测

72
5.8.5 紧急报警装置

5.8.5.1 装置类型 断开电源，分别验证

73 5.8.5.2 标识 目测

74 5.8.6 运载装置标识 目测

75

5.9 电气安全装

置

5.9.1 断错相保护 目测

76 5.9.2 失压保护 手动试验

77 5.9.3 悬挂绳/链防松开关 手动试验

78 5.9.4 感知边或感知面动作开关 手动试验

79 5.9.5 端站限位和极限开关 手动试验

80 5.9.6 安全钳开关 手动试验

81 5.9.7 防护臂和坡板锁紧开关 手动试验

82 5.9.8 防护臂和坡板状态检测开关 手动试验

83 5.9.9 承载螺母失效开关 手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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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楼道升降机安装安全验收检验项目分类表（续）

序号 检验类别 检 验 项 目 及 其 内 容 检验方法

84
5.9 电气安全装

置
5.9.10 座椅位置开关 手动试验

85

5.10 试验

5.10.1 运行试验
分别以空载、满载以正常速度

上、下运行，观察运行情况

86

5.10.2 制停试验

5.10.2.1 额定载重运行时的制

停距离

将额定载重量均匀分布在平台

上，从上往下运行至正常速度

后制停，测量其制停距离

87
5.10.2.2 125%额载平稳制停时

的制停距离

将 125%额定载重量均匀分布在

平台上，从上往下运行至正常

速度后制停，观察其制停情况

88 5.10.3 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
根据制造厂家提供的方法进行

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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