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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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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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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Ｃ１９６）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寰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

司、苏州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奥的斯电梯

（中国）有限公司、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

院苏州分院、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东南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菱王电梯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帝奥电梯有限公司、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广东铃木电梯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

鼎力电气有限公司、蒂森电梯有限公司、上海爱登堡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龙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现代电梯制造有限公司、日立楼宇技术（广州）有限公司、森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通电梯有限

公司、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宁波申菱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宏安电

梯有限责任公司、厦门碬通科技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昊鸿电子有限公司、上海市特种设备监

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飞辉、薛驰、陈凤旺、卜灵伟、李志钢、杜永聪、郭智于、赵碧涛、王鹏、温爱民、

唐晓彬、邹志文、王浩、蔡亚光、林进展、邢箭、郑曲飞、范大颖、孟庆东、赵震、杨科、唐林钟、邹亮华、

范奉和、谢君、张伟伦、孙志超、庞仙锋、肖利、程伟、李东流、王明福、孙强、王诚、侯胜欣、王克洪、卢卫民、

章正、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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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０．１　本文件未重复列入适用于任何电气和机械的通用技术规范。

０．２　本文件未涉及不采用自动救援电源供电的救援操作。

０．３　采用自动救援操作装置的电梯已符合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的有关规定。

０．４　供应商和买方之间就下列内容已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了一致：

ａ）　预定用途，如运行至预定层站释放乘客；

ｂ）　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曝露在阳光或腐蚀性气体中等；

ｃ）　安装地点，如与机器空间相关的事宜。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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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的技术要求、自动救援电源、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具有动力驱动自动门的曳引驱动的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其他电梯可参考本文件

执行。

本文件不适用于人为干预的救援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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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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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Ｔ４２０８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ＧＢ４８２４　工业、科学和医疗设备　射频骚扰特性　限值和测量方法

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５４６５．２—２００８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２部分：图形符号

ＧＢ／Ｔ７０２４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ＧＢ／Ｔ７５８８．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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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７５８８．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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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００５９—２００９　电梯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３３８４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２０１２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１６８９５．２１—２０１１　低压电气装置　第４４１部分：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４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５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６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１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９６３８．１　固定型阀控式铅酸蓄电池　第１部分：技术条件

ＧＢ／Ｔ２４４７４．１—２０２０　乘运质量测量　第１部分：电梯

ＧＢ／Ｔ２４８０７　电磁兼容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产品系列标准　发射

ＧＢ／Ｔ２４８０８　电磁兼容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产品系列标准　抗扰度

ＪＢ／Ｔ１１１３７　锂离子蓄电池总成通用要求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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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７０２４和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自动救援操作　犪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狉犲狊犮狌犲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电梯供电电源故障或中断时，自动使轿厢移动至预定层站，打开电梯轿门和层门，维持一定时间后

关闭电梯轿门和层门的操作。

３．２

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　犪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狉犲狊犮狌犲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犱犲狏犻犮犲犳狅狉犾犻犳狋狊

执行电梯自动救援操作的装置。

３．３

自动救援电源　犪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狉犲狊犮狌犲狆狅狑犲狉狊狌狆狆犾狔

由电能的储存元件或元件组合（如蓄电池）提供给自动救援操作所需电能的电源。

３．４

供电电源故障　狆狅狑犲狉狊狌狆狆犾狔犳犪犻犾狌狉犲

供电电源缺相或电压异常而导致电梯意外停止运行的故障。

４　技术要求

４．１　总则

４．１．１　当电梯配置自动救援操作装置时，该装置应为电梯控制系统的一部分，其本身的失效不应影响

电梯的运行安全。

电梯自动救援操作不应使电梯的任一电气安全装置失效。

４．１．２　在特殊情况（如：残障人员使用、火灾情况、潜在的爆炸环境、极端的气候条件或地震情况等）下

使用的电梯，除本文件的要求外，还应满足相关的附加要求。

４．２　使用条件

４．２．１　海拔高度

安装地点的海拔高度应不超过１０００ｍ。

海拔高度超过１０００ｍ时，其低压电器的选用按ＧＢ／Ｔ２０６４５的要求进行修正；自动救援电源的选

用按其类型进行相应的修正。

４．２．２　环境温度

环境温度应保持在５℃～４０℃。

４．２．３　湿度

运行地点的空气相对湿度在最高温度为４０℃时应不超过５０％，在较低温度下可有较高的相对湿

度，最湿月的月平均最低气温应不超过２５℃，该月的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应不超过９０％。若可能在电

气设备上产生凝露时，应采取相应防护措施。

４．２．４　污染等级

环境空气中不应含有腐蚀性和易燃性气体，污染等级不应大于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２０１２中６．１．３．２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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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污染等级３。

４．２．５　工作区域

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所处机器空间的工作区域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工作区域的净高度应不小于２．１０ｍ，且在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前应有一块水平净面积；该

面积的深度，从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的外表面测量时应不小于０．７０ｍ；该面积的宽度，取

０．５０ｍ或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全宽中的较大值。

ｂ）　工作区域应采用永久安装的电气照明，保证人员工作区域的地面照度应不小于２００ｌｘ。

４．２．６　通向工作区域的通道及通道门

４．２．６．１　通向工作区域的通道应符合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中５．２．２的要求。

４．２．６．２　井道外的通道门应满足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中５．２．３的要求，并按照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中

５．２．４的要求设置警告标志。

４．３　结构

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的结构设计应满足预定用途，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外壳具有稳固、耐久的防护作用，能承受正常使用、运输及贮存时可能产生的应力；

ｂ）　安装在井道外时，满足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中５．２．６．５．１的规定；

ｃ）　电气、机械零部件易于安装、拆卸、维修和操作。

４．４　电气设备及其连接

４．４．１　电磁兼容

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ＧＢ／Ｔ２４８０７和ＧＢ／Ｔ２４８０８的规定。

４．４．２　电击防护

４．４．２．１　总则

保护措施应符合ＧＢ／Ｔ１６８９５．２１—２０１１的规定。

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的外壳上应设置具有ＧＢ／Ｔ５４６５．２—２００８中图形符号５０３６的警告标志，

该警告标志应在外壳的门或盖上清晰可见。

４．４．２．２　基本保护（直接接触的保护）

除满足４．４．２．１的要求外，还应满足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中５．１０．１．２．２的要求。

４．４．２．３　残余电压的保护

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６．２．４的规定。

４．４．２．４　附加保护

应符合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中５．１０．１．２．３的规定。

４．４．３　绝缘电阻

应符合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中５．１０．１．３的规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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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４　耐压要求

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的电源输入电路对地、电源输出电路对地之间施以电路最高电压的两倍，再

加１０００Ｖ的５０Ｈｚ正弦交流电历时１ｍｉｎ，不应有击穿或者闪络现象，漏电流应小于３０ｍＡ。

４．４．５　接触器、接触器式继电器和安全电路元件

应符合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中５．１０．３的规定。

４．４．６　电气设备的保护

４．４．６．１　总则

当发生４．４．６．２、４．４．６．３的电气设备保护后，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应退出自动救援操作，恢复电梯

正常供电电源回路。

４．４．６．２　自动救援操作装置的过流保护

当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输出电流超过其工作电流的规定值时，应退出自动救援操作，并恢复电梯

正常供电电源回路。

４．４．６．３　异常温度的保护

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７．４的规定。

４．４．７　自动救援电源切断开关

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应设置一个非自动复位的开关，用于切断自动救援电源的输出，该开关应满

足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５．３．２和５．３．３的要求。

４．４．８　电气配线

电气配线应满足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中５．１０．６的要求。

４．４．９　接地保护

应满足ＧＢ／Ｔ１６８９５．２１—２０１１中４１１．３．１．１的要求。

４．４．１０　振动和冲击

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的印制电路板应按照ＧＢ／Ｔ７５８８．２—２０２０中５．６．３．１的方法进行验证。

４．４．１１　标记

应满足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中５．１０．１０的要求。

４．５　电气故障的防护

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中发生的下列任何单一电气设备故障，除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的５．１１．１．３

和ＧＢ／Ｔ７５８８．２—２０２０的５．１５所述情况外，其本身不应成为导致电梯危险故障的原因：

ａ）　无电压；

ｂ） 电压降低；

ｃ） 导体（线）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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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对地或对金属构件的绝缘损坏；

ｅ） 电气元件（如电阻器、电容器、晶体管、灯等）的短路或断路以及参数或功能的改变；

ｆ） 接触器或继电器的可动衔铁不吸合或不完全吸合；

ｇ） 接触器或继电器的可动衔铁不释放；

ｈ） 触点不断开；

ｉ） 触点不闭合；

ｊ） 错相。

４．６　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运行

４．６．１　总则

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应具有自动隔离电梯供电电源的器件，该器件在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投

入自动救援操作过程中应能切断电梯供电电源。该器件发生４．５中的ｃ）、ｅ）、ｆ）、ｇ）、ｈ）或ｉ）任一故障

时，应防止电梯自动救援操作，并能提供故障信号。

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投入自动救援操作过程中，如电梯供电电源恢复，不应影响电梯的安全

运行。

自动救援操作期间，应防止电梯在开门情况下的平层、再平层运行和预备操作。

注：典型的电梯自动救援操作流程图参见附录Ａ。

４．６．２　运行控制

４．６．２．１　基本要求

４．６．２．１．１　电梯供电电源故障导致电梯停止运行，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应启动自动救援操作。

４．６．２．１．２　电梯供电电源中断导致电梯停止运行，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应启动自动救援操作。

４．６．２．１．３　当电梯处于以下任一状态时，不应使轿厢移动及自动门运行：

ａ）　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表Ａ．１中的任一电气安全装置动作；

ｂ） 检修运行；

ｃ） 紧急电动运行；

ｄ） 供电电源故障导致电梯停止运行时间小于３ｓ；

ｅ） 供电电源中断导致电梯停止运行时间小于３ｓ。

４．６．２．１．４　电梯的主开关断开时，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不应启动自动救援操作。

４．６．２．２　运行速度

电梯自动救援操作时，轿厢移动的速度应不大于０．３０ｍ／ｓ。

４．６．２．３　平层准确度

电梯自动救援操作时，轿厢的平层准确度应在±２０ｍｍ范围内。

４．６．３　平层位置自动门控制

电梯自动救援操作时，当轿厢位于４．６．２．３规定的平层准确度范围内，电梯轿门和层门应打开并保

持完全打开状态不小于１０ｓ。

４．６．４　退出自动救援操作

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应按下列步骤退出自动救援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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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维持动力驱动的自动门完全打开状态不小于１０ｓ；

ｂ）　关闭电梯轿门和层门；

ｃ）　恢复电梯正常供电电源回路。

４．６．５　听觉信号和视觉信号

自动救援操作期间，轿厢内的听觉信号应起作用，轿厢地板中央上方１ｍ处的听觉信号的声级应

为３５ｄＢ～６５ｄＢ。轿厢内宜提供视觉信号。

４．６．６　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

４．６．６．１　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应具有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功能，在下列情况下断开驱动主机的供电

并保持在断电状态：

ａ）　当启动电梯时，驱动主机不转；

ｂ）　轿厢或对重向下运动时由于障碍物而停住，导致曳引绳在曳引轮上打滑。

４．６．６．２　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功能应在不大于下列两个时间值的较小值时起作用：

ａ）　４５ｓ；

ｂ）　电梯以自动救援操作速度运行最大层间距离的时间再加１０ｓ。如果运行的时间小于１０ｓ，则

最小值为２０ｓ。

５　自动救援电源

５．１　安全使用要求

５．１．１　自动救援电源的安全性和使用性应满足ＧＢ／Ｔ１９６３８．１、ＪＢ／Ｔ１１１３７等相关标准的要求，例如：

采用铅酸蓄电池时，应满足ＧＢ／Ｔ１９６３８．１的要求；采用锂离子蓄电池时，应满足ＪＢ／Ｔ１１１３７的要求。

５．１．２　自动救援电源的容量应满足按下列条件进行自动救援操作所需要的能量：

ａ）　轿厢装载６０％额定载重量；

ｂ）　向上运行最大层间距离；

ｃ）　连续运行两次。

５．１．３　自动救援电源应设置电压自动监测装置，电压一旦低于规定的阈值，应自动报警。

５．２　耐久性要求

５．２．１　自动救援电源的使用寿命应满足ＧＢ／Ｔ１９６３８．１、ＪＢ／Ｔ１１１３７等相关标准的要求，例如：采用铅

酸蓄电池时，其充放循环次数应满足ＧＢ／Ｔ１９６３８．１的要求；采用锂离子蓄电池时，其标准循环使用寿

命应满足ＪＢ／Ｔ１１１３７的要求。

５．２．２　自动救援电源应在规定的使用期限内使用，如超出该期限，应及时更换。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试验环境条件及试验仪器

６．１．１　试验环境条件

除非有特殊规定，测量和试验应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ａ）　４．２．２规定的温度；

ｂ）　４．２．３规定的相对湿度。

６

犌犅／犜４００８１—２０２１



６．１．２　试验仪器

除非有特殊规定，仪器的准确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对于质量、距离、速度，为±１％；

ｂ） 对于电压、电流，为±１％；

ｃ） 对于温度，为±１℃；

ｄ） 记录设备能检测到０．０１ｓ变化的信号；

ｅ） 噪声试验用仪器的性能符合ＧＢ／Ｔ２４４７４．１—２０２０中４．２和４．５的规定。

６．２　绝缘耐压试验

６．２．１　试验准备

在进行绝缘试验和耐压试验之前，应断开所有含有电子元器件的电路。

６．２．２　绝缘试验

按ＧＢ／Ｔ１００５９—２００９中５．１１．１的方法进行绝缘试验，判定是否符合４．４．３的规定。

６．２．３　耐压试验

绝缘试验结果符合规定后，方可进行耐压试验。

用耐压测试仪分别对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的电源输入电路对地、电源输出电路对地进行试验。

试验电压应从零开始，升压至规定电压后持续１ｍｉｎ，记录并判定是否符合４．４．４的规定。

６．３　电磁兼容试验

６．３．１　发射试验

按ＧＢ４８２４的规定进行发射试验，记录并判定其值是否符合４．４．１的规定。

６．３．２　抗扰度试验

按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４、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５、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６和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１的

规定进行抗扰度试验，记录并判定其值是否符合４．４．１的规定。

６．４　保护功能试验

６．４．１　过流保护试验

使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输出电流超过其工作电流的规定值，记录并判定该装置是否符合４．４．６．２

的规定。

６．４．２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按ＧＢ／Ｔ４２０８的规定进行外壳防护等级试验，记录并判定其外壳防护等级是否符合４．４．２．２的

规定。

６．５　自动救援操作功能试验

６．５．１　供电电源缺相试验

电梯正常运行过程中，切断电梯供电电源中任一相，判定是否符合４．６．２．１．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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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２　切断供电电源试验

电梯正常运行过程中，保持电梯主开关闭合状态，切断电梯供电电源，判定是否符合４．６．２．１．２的

规定。

６．５．３　电气安全装置动作试验

人为动作ＧＢ／Ｔ７５８８．１—２０２０表Ａ．１中的任一电气安全装置，保持电梯主开关闭合状态，切断电

梯供电电源，判定是否符合４．６．２．１．３的规定。

６．５．４　检修运行试验

将电梯设定在检修运行模式，保持电梯主开关闭合状态，切断电梯供电电源，进行检修运行操作，判

定是否符合４．６．２．１．３的规定。

６．５．５　紧急电动运行试验

将电梯设定在紧急电动运行模式，保持电梯主开关闭合状态，切断电梯供电电源，进行紧急电动运

行操作，判定是否符合４．６．２．１．３的规定。

６．５．６　供电电源断电延时启动试验

电梯正常运行过程中，保持电梯主开关闭合状态，测量从切断电梯供电电源开始，到轿厢开始移动

的时间值，判定是否符合４．６．２．１．３的规定。

６．５．７　供电电源故障延时启动试验

电梯正常运行过程中，测量从切断电梯供电电源中任一相开始，到轿厢开始移动的时间值，判定是

否符合４．６．２．１．３的规定。

６．５．８　断开电梯主开关试验

电梯正常运行过程中，使电梯的主开关断开，判定是否符合４．６．２．１．４的规定。

６．６　性能试验

６．６．１　轿厢内听觉信号试验

使电梯处于自动救援操作状态，在轿厢地板中央上方１ｍ处测试听觉信号，判定声级是否符合４．６．５

的规定。

６．６．２　自动救援操作运行速度试验

按下列条件分别进行自动救援操作，测量轿厢运行的最大速度，记录并判定是否符合４．６．２．２的

规定：

ａ）　空载轿厢上行；

ｂ） 满载轿厢下行；

ｃ） 载有５０％额定载重量轿厢上行；

ｄ） 载有５０％额定载重量轿厢下行。

６．６．３　平层准确度试验

按下列条件分别进行自动救援操作，轿厢平层后，在开门宽度的中部，测量层门地坎上表面与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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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坎上表面的垂直高度差，记录并判定是否符合４．６．２．３的规定：

ａ）　空载轿厢上行；

ｂ） 满载轿厢下行；

ｃ） 载有５０％额定载重量轿厢上行；

ｄ） 载有５０％额定载重量轿厢下行。

６．６．４　平层位置自动门控制试验

使轿厢位于４．６．２．３规定的平层准确度范围内，保持电梯主开关闭合状态，切断电梯供电电源，判定

是否符合４．６．３的规定。

６．６．５　自动救援电源容量试验

轿厢装载６０％额定载重量，向上运行最大层间距离，且连续运行两次，判定自动救援电源的容量是

否符合５．１．２的规定。

６．６．６　自动救援电源低电压报警试验

使自动救援电源电压低于规定的阈值，判定低电压自动报警功能是否符合５．１．３的规定。

６．７　印制电路板试验

６．７．１　温度试验

按ＧＢ／Ｔ７５８８．２—２０２０中５．６．３．２的方法对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的印制电路板进行温度试验，印

制电路板应工作正常。

６．７．２　振动试验

按ＧＢ／Ｔ７５８８．２—２０２０中５．６．３．１．２的方法对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的印制电路板进行振动试验，

印制电路板应符合４．４．１０的规定。

６．７．３　冲击试验

按ＧＢ／Ｔ７５８８．２—２０２０中５．６．３．１．３的方法对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的印制电路板进行冲击试验，

印制电路板应符合４．４．１０的规定。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项目均应满足本文件的规定。

７．２　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项目见表１。

表１　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验证方法

１ 外观检查 ○ ○ 目视检查

２ 绝缘试验 ○ ○ ６．２．２

３ 耐压试验 ○ ○ ６．２．３

４ 发射试验 ○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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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项目表 （续）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验证方法

５ 抗扰度试验 ○ ６．３．２

６ 过流保护试验 ○ ○ ６．４．１

７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 ６．４．２

８ 供电电源缺相试验 ○ ○ ６．５．１

９ 切断供电电源试验 ○ ○ ６．５．２

１０ 电气安全装置动作试验 ○ ○ ６．５．３

１１ 检修运行试验 ○ ○ ６．５．４

１２ 紧急电动运行试验 ○ ○ ６．５．５

１３ 供电电源断电延时启动试验 ○ ○ ６．５．６

１４ 供电电源故障延时启动试验 ○ ○ ６．５．７

１５ 断开电梯主开关试验 ○ ○ ６．５．８

１６ 轿厢内听觉信号试验 ○ ６．６．１

１７ 自动救援操作运行速度试验 ○ ６．６．２

１８ 平层准确度试验 ○ ６．６．３

１９ 平层位置自动门控制试验 ○ ６．６．４

２０ 自动救援电源容量试验 ○ ６．６．５

２１ 自动救援电源低电压报警试验 ○ ○ ６．６．６

２２ 印制电路板温度试验 ○ ６．７．１

２３ 印制电路板振动试验 ○ ６．７．２

２４ 印制电路板冲击试验 ○ ６．７．３

　　注：表中“○”表示进行该项试验。

８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８．１　标志

应在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的明显位置设置永久性标志，并标明下列内容：

ａ）　产品名称、型号；

ｂ） 防护等级；

ｃ） 制造日期；

ｄ） 制造商名称；

ｅ） 警告标志（见４．４．２．１）；

ｆ） 产品执行标准号（本文件编号）。

８．２　包装和运输

８．２．１　随行文件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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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产品说明书；

ｂ）　装箱单；

ｃ）　产品合格证。

８．２．２　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的包装图示标志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及ＧＢ／Ｔ１３３８４的规定。

８．２．３　在运输过程中，产品不应受到剧烈机械冲撞和曝晒雨淋；自动救援电源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运输

要求。

８．３　贮存

８．３．１　产品（不包含自动救援电源）应贮存在温度为 －２５℃～＋５５℃的干燥、清洁及通风良好的场所。

８．３．２　应避免受到阳光直射，距离热源（暖气设备等）应不少于２ｍ。

８．３．３　产品应避免与任何液体和有害物质接触，其内部不应掉入任何金属杂质。

８．３．４　产品不应受任何机械冲击或重压。

８．３．５　当存放时间超过６个月时，应检查零部件的完好情况。

８．３．６　自动救援电源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贮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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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

典型的电梯自动救援操作流程图

　　图Ａ．１为典型的电梯自动救援操作流程图。

图犃．１　典型的电梯自动救援操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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