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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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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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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所要求达到的性能指标，应由采用本文件的制造企业在设计制造过程中自行进行验证测试，

并对销售的产品作产品符合性声明。 

本文件由中国电梯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中国电梯协会负责解释。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奥的斯电梯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通力电梯有限公司、东南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曼隆蒂升电梯有限公司、山东博尔特电梯有限公司、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

蒂升电梯（上海）有限公司、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西子电梯科技

有限公司、上海贝思特电气有限公司、快客电梯有限公司、湖州东塑电梯配件有限公司、国家电梯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巨龙电梯有限公司、苏州富士精工电梯有限公司、重庆迈高电梯有限公司、苏州江南嘉

捷电梯有限公司、杭州新马电梯有限公司、上海贝思特电气有限公司、广东广菱电梯有限公司、沈阳远

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西继迅达电梯有限公

司、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菱王电梯有限公司、时代新安能源科技有些公司、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

研究院中山检测院、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易升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庆奇、陈宏、龚悦、徐培根、林忠立、余国清、李海涛、贺云朗、张寿林、

杨银国、黄磊、吴润源、谢宝富、萧人大、荆华俊、王衡、顾佳金、许林荣、傅利丰、唐川东、王威、

周鹏、易秀峰、王佳凡、尹大军、李小良、郑尧、黄力敏、高起鹏、李忠铭、何自立、时宝星、范晶晶、

陈文知、沈福、沈雪、姚建创。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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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0.1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镇中的住宅楼越来越多，住宅楼的高度也越来越高，电梯也就慢

慢地走近了千家万户的普通住宅中。而且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随着老龄化增速加快，住宅电梯的强

大需求是必然的趋势。 

0.2 住宅电梯关系到城市居民的日常出行,对于住宅电梯的技术要求不但要满足基本安全标准和安全

技术规范的要求，而且需要考虑高层住宅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制定住宅用梯相关的技术规范或要求,以

及电梯配置、功能选择等。 

0.3 本文件实施后，在以下方面均有重要意义：在建筑初期设计阶段，给住宅建筑设计者提供足够的

电梯技术、配置及选型的指导，避免后期因为电梯配置和选型不准确而带来的各种潜在问题；对于电梯

采购者，为电梯功能的选择提供必要的建议；对于电梯制造企业，也应当充分考虑电梯在住宅中的应用

场景，现场的土建布局，在设计时，充分考虑住宅用梯所需功能的完整性；对于住宅用梯可靠性提供必

要的依据。 

0.4 本文件是针对住宅用电梯的特殊性而提出的特定要求，电梯本身应符合国家对电梯设计制造的基

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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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住宅电梯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层住宅用电梯的技术要求，包括电梯配置、选型、性能、功能、可靠性等各种要求

以及相关的土建技术要求。 

经过调研以及参考相关标准的发展趋势，本文件将高层住宅定义为入户层为四层及四层以上，或入

户层楼面距室外设计地面的高度超过 9m，且建筑高度在 100 米及以下的新建住宅。 

对于高度大于 100 米的住宅建筑用电梯也可参照执行。 

对于既有住宅电梯的更新、改造及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可参照执行。  

本规范不适用于非公共场所安装且仅供单一家庭使用的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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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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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42623—2023  安装于办公、旅馆和住宅建筑的乘客电梯的配置和选择 

GB/T 24476—2023  电梯物联网 企业应用平台基本要求 

GB/T 24477 适用于残障人员的电梯附加要求 

GB/T 24480—2009 电梯层门耐火试验 

GB/T 26465—2021  消防员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T 27903—2011  电梯层门耐火试验 完整性、隔热性和热通量测定法 

GB/T 40081—2021 电梯自动救援操作装置 

GB 50096—2011  住宅设计规范 

GB 55037—2022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T/CEA 0010  电梯对重系统技术规范 

T/CEA 0012—2020 电梯操纵箱及按钮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T/CEA 022—2019 电梯用随行电缆 

T/CEA 0027—2021 电梯补偿链 

T/CEA 9010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土建的技术规范和验收 

3 术语和定义 

GB/T 7588. 1—2020、GB/T 26465—2021、GB/T 24477、GB 50096—201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

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额定载重量  rated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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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正常运行时预期运载的载荷,可以包括装卸装置。 

[来源：GB/T 7588.1—2020，3.43，有修改] 

3.2 额定速度  rated speed 

电梯设计所规定的轿厢运行速度。 

[来源：GB/T 7588.1—2020，3.44，有修改] 

3.3 消防员电梯  fire lift; firefighters lift 

设置在建筑的耐火封闭结构内，具有前室和备用电源，在正常情况下为普通乘客使用，在建筑发生

火灾时其附加的保护、控制和信号等功能可专供消防员使用的电梯，能将消防员及其设备运送至指定楼

层。 

[来源：GB/T 26465—2021，3.5] 

3.4 上行高峰运行间隔时间  uppeak interval  

tint 

电梯依次从主入口层连续离开的平均运行间隔时间. 

[来源：GB/T 42623—2023，3.37] 

3.5 输送能力  handling capacity  

Ch 

%Ch 

在规定的载荷限制下，以及在特定的客流组合下，单部电梯或电梯群组在规定的时间内能持续运送

的最大乘客人数或者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来源：GB/T 42623—2023，3.12] 

3.6 名义行程时间  nominal travel time  

理论行程时间  theoretical time of travel 

tnt 

电梯以额定速度(3.2)从最低楼层直驶到最高楼层的运行时间。 

[来源：GB/T 42623—2023，3.19] 

3.7 住宅单元  residential building unit 

由多层、高层楼房中的独立建筑部分，该部分内的人员可通过共用楼梯和安全出口进行疏散。 

[来源：GB50096—2011，2.0.22] 

3.8 地下室  basement 

室内地面低于室外地平面的高度超过室内净高的1/2的空间。 

[来源：GB50096—2011，2.0.23] 

3.9 半地下室  semi-basement 

室内地面低于室外地平面的高度超过室内净高的1/3，且不超过1/2的空间。 

[来源：GB50096—2011，2.0.24] 

4 高层住宅电梯技术、配置和选型要求 

4.1 配置要求 

4.1.1 四层及四层以上住宅或住户入口层楼面距室外设计地面的高度超过 10 m 时，应至少设置一部

电梯。十二层及以上的住宅建筑中，应至少设置两部电梯。 

4.1.2 应至少设置一部符合 GB/T 24477 的电梯。当配置电梯数量达到两部及以上时，符合 GB/T 24477

的层站操作装置被操作时，应由符合 GB/T 24477 的电梯对其响应。 

4.1.3 至少一部电梯为可容纳担架的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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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建筑高度大于 33 m 的住宅建筑，至少有一部电梯设计应满足 GB/T 26465 的要求和 GB 55037—

2022 中关于消防员电梯的规定。该电梯可兼为可容纳担架的电梯。 

4.1.5 有地下室或半地下室的住宅建筑，至少一部电梯应服务至人员可到达的最低楼层。 

4.1.6 电梯数量为两部及以上时，电梯宜集中布置且采用并联控制或者群控。 

注1：本文件中电梯数量均为同一住宅单元内的电梯数量。 

4.2 选型要求 

4.2.1 住宅电梯额定速度不宜小于 1 m/s。 

4.2.2 每个住宅单元应至少设置一部额定载重量不小于 1 000kg 的电梯。 

4.2.3 住宅电梯的轿厢内部净高不应小于 2 300 mm,如考虑运送装修材料及大型家具，推荐 2 500 mm。

层门和轿门入口的净高度不应小于 2 100 mm。 

4.2.4 对于可容纳担架的电梯，推荐轿厢尺寸如下： 

1）宽轿厢：轿厢长边尺寸不小于1 600 mm，短边尺寸不小于1 500 mm； 

2）深轿厢：轿厢宽度尺寸不小于1 100 mm，深度尺寸不小于2 100 mm； 

3）开门宽度不小于900 mm。 

4.2.5 电梯运行级别通常以电梯轿厢在客流上行高峰期相邻两次离开基站的时间间隔的平均值（tint）、

5min 客流输送能力（%Ch）和电梯最大行程时间（tnt）来衡量，其值可由建设单位提出，但至少应满足

表 1 的相应要求。 

 

表1  住宅建筑采用计算法的典型设计准则 

tint (s)* %Ch (%) tnt (s) 

≤60 ≥6 25-45 

注：* 每5min运送的总人数的百分比 

 

4.2.6 电梯选型可参考附录 A。附录 A是依据传统计算方法确定的典型住宅建筑的电梯选型图。 

4.2.7 在遵守各地法规要求的前提下，要准确地确定电梯数量和规格，宜采用基于客流高峰期的电梯

客流分析模型。对于简单客流的情况，根据不同的运行级别要求，用传统计算方法确定，遵守附 录 B

的规定。对于复杂客流或目的楼层控制的情况，需根据计算机模拟仿真来确定。 

4.3 性能要求 

4.3.1 整机 

4.3.1.1 驱动主机的制动器应满足 T/CEA 021—2019 中 4.2.6 制动器的寿命要求。 

4.3.1.2 电磁兼容应符合 GB/T 24807 和 GB/T 24808 的规定。 

4.3.1.3 电梯的运行噪声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至少应满足表 2 的相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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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电梯的运行噪声要求 

注：本文件限定为住宅用电梯，基本在6.0 m/s及以下，对更高速度暂不定义。 

 

4.3.2 部件 

4.3.2.1 在 GB/T 10058—2009 规定的条件下使用和正常维护保养，曳引钢丝绳（包覆带/包覆绳）的

设计使用年限不应低于 5 年或驱动主机启动次数不宜低于 120 万次。 

4.3.2.2 如果建筑物需要电梯层门具有耐火性能，电梯层门应按 GB/T 24480—2009 或 GB/T 27903—

2011 要求进行测试，耐火完整性不应低于 120 分钟。 

4.3.2.3 轿厢内通风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轿厢通风装置的风量应能够保证轿厢内空气每小时更换不宜小于 20 次。 

b) 通风装置在实验室环境下，距离通风装置出风口 1米处的噪声不应大于 50 dB(A)。 

4.4 功能要求 

4.4.1 出入保护功能 

应能检测出直径不小于 50 mm 的障碍物，当检测到相应的障碍物时，应保持电梯开门并不应启动

电梯运行。 

宜配置探测电动自行车的进入功能，当探测到有电动自行车进入轿厢，应保持电梯开门并不应启动

电梯运行。 

4.4.2 物联网 

住宅用电梯宜配置符合 GB/T 24476—2023 的物联网系统。 

4.4.3 电梯自动救援装置 

在没有配备双电源的情况下，宜配置符合 GB/T 40081—2021 的自动救援装置。 

4.4.4 防捣乱功能 

当电梯负载较轻或者探测到乘客数量过少，但选层数量过多时，可以判定出现不正常的选层，导致

运行效率的下降，宜配备防捣乱功能进行校正。 

4.4.5 楼层登记取消功能 

当乘客进入电梯后，由于拥挤或者乘客误操作等原因，而导致按错按钮，非目的层被错误地登记，

这会造成电梯停的次数增加，电梯运行效率降低，以及能耗也相应增加。 

额定速度 v 

额定速度运行时 

机房内各测量位置最大

噪声的平均值 

额定速度运行时 

轿厢内最大噪声 

开关门过程 

最大噪声 

额定速度运行时 

无机房电梯距离驱动主机安装位

置最近层门处最大噪声 

v≤2.5 m/s ≤80 dB(A) ≤55 dB(A) ≤65 dB(A) ≤65 dB(A) 

2.5 m/s＜v

≤6.0 m/s 
≤85 dB(A) ≤60 dB(A) ≤65 dB(A) 由制造单位与买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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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宜配备错误登记取消功能。当有错误登记时，只要乘客连续按动两次或者长时间按住按钮，就

可取消该登记楼层，达到避免电梯不必要停层的目的 

4.4.6 峰时服务 

考虑上行或下行高峰的使用情况，宜设置电梯的峰时服务模式。对于安装在楼宇内的并联或群控电

梯群组优化派梯算法或者尽可能优先派梯服务客流拥挤楼层。 

4.4.7 闲时节电（节能环保） 

为提升绿色节能，电梯宜设置闲时节电功能。当电梯在一段时间内运行次数较低，判定为闲时状态，

则设定时间后将照明、风扇等转为节能模式（如断电或降档运行等），当有来自外部的指令时恢复正常

的模式。 

4.4.8 困人提示功能 

当电梯故障造成困人时，轿厢内应有故障注意事项的听觉和视觉的信号提示，提醒被困人员正确操

作报警装置和不得自行扒门逃生。 

4.5 可靠性要求 

4.5.1 电梯整机可靠性 

电梯整机的可靠性应满足 GB/T 10058-2009 中 4.1 和 4.3 的要求。启制动运行 60 000 次中失效（故

障）次数不应超过 5 次。每次失效（故障）修复时间不应超过 1 h。失效（故障）是指由于电梯本身原

因造成的停机或不符合本文件规定的整机性能要求的非正常运行。可靠性试验完成后整机应运行正常，

功能完好，机械结构性能完好。 

4.5.2 电梯部件可靠性 

4.5.2.1 控制系统可靠性 

在被控制柜驱动与控制的电梯启制动运行 60 000 次中，控制柜失效（故障）次数不应超过 2 次。

失效（故障）是指由于控制柜本身原因造成的停机或不符合本文件规定的有关性能要求的非正常运行。

与控制柜相关的整机性能项目包括： 

a) 起动加速度与制动减速度； 

b) 最大加、减速度和 A95 加、减速度； 

c) 平层准确度。 

4.5.2.2 按钮、显示装置可靠性 

电梯整机制造单位应对层站操作装置和轿内操作装置上的按钮进行可靠性试验，依照标准 T/CEA 

0012—2020。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层站和轿厢内的轿厢位置、运行方向及状态的显示装置的设计使用年限不应低

于 5 年。 

4.5.2.3 门系统可靠性 

由轿门、层门和门机组合的系统可靠性试验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在不需任何期间维护保养的情况下，其无故障运行次数不低于 10 000 次； 

b) 在正常维护保养情况下，无故障运行次数不低于 1 000 0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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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门导靴的设计使用年限不低于 3年或运行次数不低于 500 000 次； 

d) 门挂板滚轮和门系统钢丝绳导向轮的设计使用年限不低于5年或运行次数不低于1 000 000次。 

注：一次运行是指完成开门和关门两个动作。 

4.5.2.4 补偿系统可靠性 

补偿链（缆）应能满足 T/CEA 0027—2021 的要求。 

4.5.2.5 随行电缆可靠性 

随行电缆应能满足 T/CEA 022—2019 中 6.4.6 的要求。 

5 土建技术要求 

5.1 基本要求 

对于电梯土建的技术，应遵循T/CEA 9010—2020的相应要求。 

5.2 井道 

5.2.1 电梯不应紧邻卧室布置，当受条件限制，电梯不得不紧邻兼起居的卧室布置时，井道应采取隔

声、减振的构造措施。 

5.2.2 对于速度较高的电梯，应提供一定的措施尽量降低因活塞效应带来的不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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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住宅电梯基本选型图 

A.1 住宅电梯基本选型图 

 

图 A.1 住宅电梯基本选型图 

注 1：图中的斜线表示每个楼层平均人口； 

注 2：图中设计指标依据：tint为 60s，%Ch为 6%，tnt为 35s； 

注 3：实际配置电梯规格可高于图示查询结果。 

A.2 电梯选型示例 

某 25 层住宅建筑，每层 4户，按每户平均 3.2 人计算，根据图 A.1 可以选择电梯的基本选型

配置。该建筑基本电梯选型配置为 2部额定载重量分别为 630 kg（8人）和 1 000 kg（13 人）、额

定速度为 2.5 m/s 的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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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B 

（规范性） 

电梯选型配置的传统计算方法 

B.1  电梯数量和规格的选择，应满足 5min 客流高峰期输送能力的要求。5min 客流高峰期输送能

力的要求（[%Ch]）可由建设单位提出，但至少应满足 4.3.5 的要求。 

B.2  5min 客流高峰期一般应采用一天内最繁忙 5min 上行高峰期，也可按照实际情况，采用一天

内最繁忙 5min 下行高峰期或其他有代表性的客流高峰期。 

%𝐶 =
× 

×
× 100% ≥ [%𝐶 ]             ……………………（1） 

𝑡 =                                    ……………………（2） 

𝑡 = 2 × 𝐻 × 𝑡 + (𝑆 + 1) × 𝑡 + 2 × 𝑃 × 𝑡   ……………………（3） 

𝑡 =                                     ……………………（4） 

式中： 

Pcalc ——客流高峰期电梯平均乘客人数，一般取由轿厢面积确定额定乘客人数的80%； 

U  ——目标建筑所能容纳的最大人数； 

trt ——电梯往返一次运行时间，单位为秒（s）； 

L  ——计算电梯组中的电梯总数； 

H  ——平均最高折返楼层； 

S  ——预期停层数； 

ts   ——停靠时间，单位为秒（s）； 

tv  ——以额定速度在标准间距的两个相邻楼层之间运行的时间，单位为秒（s）； 

tp  ——单个乘客进入或者离开轿厢的平均时间， 单位为秒（s）； 

df  ——平均层间距，单位为米（m）； 

vn  ——电梯额定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B.3  H 和 S 可分别按式（5）和式（6）计算： 

𝐻 = 𝑁 − ∑                        ……………………（5） 

 

𝑆 = 𝑁 1 − 1 −                       ……………………（6） 

式中： 

N ——入口层以上服务的层站数； 

部分额定乘客人数和N 对应的H和S值可查表B.1。 

B.4  电梯数量和轿厢容量的选择，应考虑电梯分层分组或建筑服务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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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H 和 S取值（CC为电梯的额定乘客人数） 

N 
CC=10 CC=13 CC=18 CC=21 CC=26 

H S H S H S H S H S 

7 6.6 5 6.8 5.6 6.9 6.2 6.9 6.5 7 6.7 

8 7.5 5.3 7.7 6 7.8 6.8 7.9 7.2 7.9 7.5 

9 8.4 5.5 8.6 6.4 8.8 7.3 8.8 7.8 8.9 8.2 

10 9.3 5.7 9.5 6.7 9.7 7.8 9.8 8.3 9.9 8.9 

11 10.2 5.9 10.5 6.9 10.7 8.2 10.8 8.8 10.8 9.5 

12 11.1 6 11.4 7.1 11.6 8.6 11.7 9.2 11.8 10 

13 12 6.1 12.3 7.3 12.6 8.9 12.7 9.6 12.8 10.5 

14 12.9 6.3 13.2 7.5 13.5 9.2 13.6 10 13.7 11 

15 13.8 6.4 14.1 7.7 14.4 9.4 14.6 10.3 14.7 11.4 

16 14.7 6.5 15 7.8 15.4 9.7 15.5 10.6 15.7 11.8 

17 15.6 6.5 16 8 16.3 9.9 16.5 10.9 16.6 12.2 

18 16.5 6.6 16.9 8.1 17.3 10.1 17.4 11.1 17.6 12.5 

19 17.4 6.7 17.8 8.2 18.2 10.3 18.4 11.3 18.5 12.8 

20 18.2 6.7 18.7 8.3 19.1 10.4 19.3 11.6 19.5 13.1 

21 19.1 6.8 19.6 8.4 20.1 10.6 20.3 11.7 20.5 13.4 

22 20 6.8 20.5 8.4 21 10.7 21.2 11.9 21.4 13.6 

23 20.9 6.9 21.4 8.5 22 10.9 22.1 12.1 22.4 13.9 

24 21.8 6.9 22.4 8.6 22.9 11 23.1 12.3 23.3 14.1 

25 22.7 7 23.3 8.6 23.8 11.1 24 12.4 24.3 14.3 

26 23.6 7 24.2 8.7 24.8 11.2 25 12.5 25.2 14.5 

27 24.5 7 25.1 8.8 25.7 11.3 25.9 12.7 26.2 14.7 

28 25.4 7.1 26 8.8 26.6 11.4 26.9 12.8 27.2 14.9 

29 26.3 7.1 26.9 8.9 27.6 11.5 27.8 12.9 28.1 15 

30 27.1 7.1 27.8 8.9 28.5 11.6 28.8 13 29.1 15.2 

31 28 7.2 28.8 9 29.4 11.7 29.7 13.1 30 15.3 

32 28.9 7.2 29.7 9 30.4 11.7 30.7 13.2 31 15.5 

33 29.8 7.2 30.6 9 31.3 11.8 31.6 13.3 31.9 15.6 

34 30.7 7.2 31.5 9.1 32.3 11.9 32.5 13.4 32.9 15.7 

35 31.6 7.2 32.4 9.1 33.2 11.9 33.5 13.5 33.8 15.8 

36 32.5 7.3 33.3 9.1 34.1 12 34.4 13.6 34.8 16 

37 33.4 7.3 34.2 9.2 35.1 12.1 35.4 13.6 35.8 16.1 

38 34.3 7.3 35.1 9.2 36 12.1 36.3 13.7 36.7 16.2 

39 35.1 7.3 36.1 9.2 36.9 12.2 37.3 13.8 37.7 16.3 

40 36 7.3 37 9.3 37.9 12.2 38.2 13.9 38.6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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