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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及意义 

中国电梯市场经过 20 多年的高速发展，电梯的市场保有量达到了 600余万台，且仍以每年 70-80

万台的数量在提增，电梯保有量、年产量、新装台量均稳居全球之首。尤其是由于永磁同步无齿轮驱

动主机的普及，新增电梯的驱动主机制动器除了承担制动器的功能外，还需要承担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的制动部件的功能。 

因此，制动器作为电梯安全相关的核心部件，确保电梯制动器的产品质量，对电梯的安全性、可

靠性以及舒适性起着重要作用。近几年来，由于制动器质量问题而导致的事故常有发生，对人民的正

常生活和出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为了改善电梯安全运行，避免由于制动器问题导致的电梯事故，本

标准的制订十分必要。 

二、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说明 

国内其他行业有针对汽车等设备的制动器相关标准 GB/T 13594-2003《机动车和挂车防抱制动性

能和试验方法》、GB/T 23926-2009《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 行车制动器》等，有通用电磁式制动器的相

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GB/T 26665-2011《制动器术语》、JB/T 12416-2015 《电磁失电制动器》、

JB/T 10917-2008《钳盘式制动器》、JB/T 12982-2016《电磁圆盘式制动器》、JB/T 7685-2006《电磁

鼓式制动器》等，但是这些标准无法满足电梯行业对制动器在安全性、制动能力、响应时间、可靠性、

试验方法等方面的特殊要求。 

在电梯行业方面，国际标准及国外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标准中未见有针对电梯制动器的专门标准。

我国电梯国家标准 GB 7588-2003《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T 24478―2009《电梯曳引机》对

制动器提出了一些基于安全目标、性能要求和测试方法的要求，但不够详细，对于性能方面的要求也

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三、 编制原则 

3.1 本标准符合以下电梯安全技术规范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1) TSG T7007-2016 电梯型式试验规则 

2) TSG T7001-2012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含第 1号、第 2

号修改单） 

3) GB 7588-2003+XG-2015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3.2 本标准采用以下规范性引用文件： 

1) GB 7588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2) GB/T 24478―2009 电梯曳引机 

3) GB/T 26665―2011 制动器术语 

4)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5) 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四、 编制过程 

4.1 编制大纲及编制项目组成立 

2017年 11月，中国电梯协会标委会在海安通过电梯制动器标准大纲草案。2018 年 3月，中国电

梯协会标委会在海宁召开会议，组建成立电梯制动器标准编制项目组。 

4.2 编制项目组第一次工作会议 

2018年 6月，制动器编制项目组在黄山举行第一次工作会议，讨论电梯制动器标准草案，并对草

案稿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会中和会后又收到项目组成员 20余份书面建议，会后制动器编制项

目组把标准相关内容布置给成员单位完善、改进。7月 24日，项目组收到了项目组成员提交的完成任

务后的资料，经整理形成制动器标准黄山草案稿。 

其中，本次会议及会后对以下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并达成共识： 

1） 本标准取名电梯机电式制动器还是电梯电磁式制动器？ 

制动器编制项目组认为在 EN81 以及 GB7588 等国际国内标准中均提到的是机电式制动器，但

近年来液压式的制动器在电梯中广泛应用，而液压式制动器与电磁式制动器有本质上的区别。本

标准只涉及机电式制动器中的电磁式制动器，因此本标准采用电梯电磁式制动器作为标题。 

2） 制动器环境温度应保持在+5℃ ～ +40℃ 还是 0℃ ～ +45℃ 或更大范围？ 

制动器编制项目组认为制动器工作环境的温度范围出自 GB 7588、GB/T 24478 等标准，这一

范围不适用于北方冬季零度以下的环境，但是电梯的工作环境温度应按+5℃ ～ +40℃确定。因此，

本标准规定电梯制动器的环境温度仍保持在+5℃ ～ +40℃的基础上，但增加可在此基础上与用户

进行商定的内容。 

3） 本标准是否需要涉及电梯对制动系统的要求？ 

制动器编制项目组认为电梯是特种设备，制动器又是电梯关键的安全部件，随着电梯技术的

发展，制动器的功能从工作制动发展到兼备上行超速保护和轿厢意外移动保护等功能，近年来由

于制动器故障而发生事故的案例较多，制动器生产商与电梯或与曳引机技术沟通的缺失脱节可能

造成设计缺陷或其他问题。因此，本标准中适当增加电梯对制动系统的要求，有利于电梯制造商

与制动器厂家在技术上达成共识，从而有利于提高制动器质量、避免制动器故障导致的事故。 

4.3 编制项目组第二次工作会议 

2018年 10月，制动器编制项目组在张家港举行第二次工作会议，会议对黄山草案稿进行研究和

讨论。项目组成员对定义内容、正确性、制动器力矩检测方法，摩擦材料等提出了意见，并对新增的

内容进行研究、补充，多次召集项目组部分成员进行讨论论证，形成了张家港草案稿。 

其中，本次会议及会后对以下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并达成共识： 

1） 按中国的国情，标准中是否强调制动器免维护？ 



免维护的目的，是防止没有经过培训的作业人员调节制动器监测装置、磁间隙或摩擦片间隙

或动作行程等，会影响制动器的动作、制动力矩等，反而会对电梯的安全运行造成不利影响。针

对目前中国市场的现状，强调免维护概念可能会误导维保人员对有问题制动器不进行及时维护而

造成制动器潜在的隐患甚至导致电梯安全事故。实际上，制动器在电梯维护时应对外观、监测装

置、磁间隙或摩擦片间隙或动作行程、摩擦片等进行检查，但不应由不具备技能的人员或者不按

规定规程对制动器制动力矩、磁间隙或摩擦片间隙或动作行程、监测装置进行调整，当制动器需

调整时应由具备专业电梯维修资质未经专门培训的人员按特定的作业规程进行操作。基于以上考

虑，本标准不强调制动器免维护，相关要求考虑并保留维护、免维护两种制动器设计思路。 

2） 制动器动作的寿命应不低于 1000万次？ 

制动器中部分部件如摩擦片、减震垫、监控装置、减震降噪零件等寿命目前很难达到 1000万

次。1000万次的寿命是制动器生产商在设计的时候遵循的目标要求，也是制动器制造商对用户的

承诺。因此，规定制动器设计动作寿命不低于 1000万次，但是应当按指定规程进行正常的维护保

养、易损件更换和必要的维修。 

3） 制动器样机 500万次试验时是否强调不得进行任何维护？ 

本标准规定制动器样机应进行不小于 500万次动作试验，期间应当不发生任何可能产生危险

的故障。由于制动器中的一些部件如摩擦片、减震垫、监控装置、减震降噪零件等寿命理论上难

以达到 500万次，一些制动器按设计要求也需要进行定期的检查维护，电梯制动器在实际的 500

万次运行过程中不可能不进行任何维护。因此，本标准不强调试验过程中不得进行任何维护。 

4） 在标准中如何确定制动扭矩值？ 

依据 GB 7588，要求当轿厢载有 125%额定载荷并以额定速度下运行时，操作制动器应能使驱

动主机停止转动。GB/T 24478-2009中规定曳引机的额定制动力矩应按 GB7588-2003 中 12.4.2.1

与曳引机用户商定，或为额定转矩折算到制动轮（盘）上的力矩的 2.5倍。GB/T 24478中对为额

定转矩折算到制动轮（盘）上的力矩的 2.5倍的要求是以不确定制动器实际应用电梯规格时确定

的值，而我国的驱动主机和制动器都是以 GB 7588为基础并由电梯整机单位根据制动器所应用的

电梯规格确定合理的余量后再与驱动主机或制动器制造单位约定制动器的制动力矩，因此该要求

存有争议且与实际情况不符合，本标准未采用“额定转矩折算到制动轮（盘）上的力矩的 2.5 倍”

的表述。本标准规定制动器的制动力矩和部件分组设置，应按照 GB 7588对制动系统的要求及国

家有关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由制造单位与用户进行商定。 

4.4 编制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 

2018年 12月，制动器编制项目组在上海举行第三次工作会议，会中及会后对张家港草案稿进行

了讨论，就制动器静动态制动力矩的测试、电源、制动器型式分类和定义、制动衬燃烧性能等内容等

进行了讨论形成上海草案稿。 



其中，本次会议及会后对以下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并达成共识： 

1） 制动衬应是不易燃还是难燃？ 

目前编制项目组没有找到专门针对制动器摩擦材料的燃烧性能分级，只能参考 GB 8624-2012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编制项目组成员专门对制动器制动衬的燃烧性能进行了分析研

究，同时注意到在 GB 8624-2012 中，燃烧性能等级并没有不易燃的分级。因此本标准所以把摩擦

材料燃烧性能按 GB 8624-2012确定为 B1:难燃材料。 

2） 制动器静态制动扭矩的测试中取平均值还是最小值？ 

考虑电梯制动器作为核心安全部件其安全性应放在第一位，制动器的力矩不允许取负差。测

试时，通过力矩传感器记录制动面刚好开始转动的力矩，多次测量取最小值为静态制动值。 

4.5 形成征求意见稿 

2018 年 12月，制动器编制项目组按上海工作会议及会后讨论意见对草案稿进行了完善，向中国

电梯协会标委会提交《电梯电磁式制动器》征求意见稿，建议公开征求意见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