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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和意义 

1.1. 贯彻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增加标准有效供给  

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

变方案》和《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20 号）关于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加强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的有关要求，国务院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印发“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13 号）。 

《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第三章“改革措施”中明确指出，在标准制定主体上，鼓

励具备相应能力的学会、协会、商会、联合会等社会组织和产业技术联盟协调相关市场主体

共同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标准，供市场自愿选用，增加标准的有效供给。 

2017 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明确了团体标准的法律地位。 

中国电梯协会（CEA）积极响应国家有关政策，于 2016 年底成立了中国电梯协会标准

委员会（CEA 标委会）。CEA 标委会的宗旨是，秉持社会公益属性，以满足政府监管和客户

需求，提升产品质量和安全，促进消费提升为目标。遵循市场导向、体系优化、协调配套、

国际接轨、开放众创的原则，统一组织、管理制定并发布实施团体标准。 

T/CEA 3016《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楼层板技术规范》（以下简称为“T/CEA 3016”）

是为服务政府监管和市场需求，按 CEA 标委会有关工作程序批准立项的 CEA 团体标准项

目。 

1.2. 积极响应市场需求，补充完善标准体系 

自动扶梯被广泛用于商场、酒店、医院、机场、车站、地铁站点等公共场所，已成为现

代建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截至 2019 年底，国内电梯（含自动扶梯类产品）总量达到 709

万台，自动扶梯类产品的台数约占其中的 10 %~20 % 左右，数量十分巨大。随着我国城市

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商业地产和城市地铁是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各大城市的发展重点。 

现行国家标准 GB 16899—2011《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对出

入口的表面特性以及梳齿板提出了专门的要求，但主要侧重于梳齿板的安装以及梳齿与梯级

踏面的啮合，对楼层板的结构以及试验要求没有进行规定。而在楼层板的日常使用中，存在

易滑、易勾绊、站立时易变形或产生异响等问题。 

综上，有必要在 GB 16899—2011《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等

相关标准基础上，制定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楼层板的技术规范，以规范这类产品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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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楼层板的耐用性、可靠性以及安全性，进一步整体提升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制动系统

的安全水平，更好地保障人们日常安全出行的需求，创建更加和谐的社会。 

1.3. 探索团体标准制定模式，积累宝贵经验 

目前团体标准在我国还是新生的事物，需要有关各方积极参与，以形成较为系统和专业

的工作模式。T/CEA 3016 是 2019 年 CEA 批准立项的第 1 批团体标准之一。在 T/CEA 3016

编制过程中，以 CEA 标委会宗旨为指引，以完全开放的态度欢迎自动扶梯整机/部件制造企

业、检测机构等有关各方参与标准的制定以及相关议题的研讨，促进了行业间的交流，为探

索团体标准制定的工作模式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2.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2.1. 国内情况 

a)  GB 16899—2011《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修改采用 EN 

115-1:2008+A1:2010）对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出入口的表面特性、梳齿板的安全要求

以及楼层板的防滑性能等给出了专门的技术要求。 

b)  TSG T7007—2016《电梯型式试验规则》相较 GB 16899—2011 对自动扶梯和自动

人行道检修盖板和楼层板提出了特殊要求，包括：为防止倾覆、翻转应当采取适当的措

施；检修盖板和楼层板设置的电气安全装置应符合的要求；楼层板的强度。 

c)  GB/Z 31822—2015《公共交通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安全要求指导文件》给出

了公共交通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检修盖板和楼层板、梳齿支撑板的强度要求和防

滑性能要求。 

d)  GB 50157—2013《地铁设计规范》、GB 50490—2009《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等

国家标准未对楼层板提出特别要求。 

e)  北京市地方标准 DB11/T 705－2010《重型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技术要求》，未对

楼层板提出特别要求。 

2.2. 国外情况 

a)  ISO/TC 178 正在构建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及评价的标准体系，已发

布了 ISO 14798《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风险评价和降低的方法》、ISO 225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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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安全要求 第 1 部分：电梯基本安全要求》、ISO 22559-2《电梯安全要求 第 2 部

分：满足电梯基本安全要求的安全参数》、ISO 22559-3《电梯安全要求 第 3 部分：电

梯、电梯部件和电梯功能符合性评价的前提条件》以及 ISO 22559-4《电梯安全要求 第

4 部分：评价要求》。ISO/TC 178 计划根据电梯领域的经验制定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领域的相关标准，现已发布了 ISO/TS 25740-1:2011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要求 

第 1 部分：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基本安全要求》和 ISO/TS 8103-6：2017《自动扶梯

和自动人行道 第 6 部分：满足基本安全要求的安全参数》。ISO/TS 25740-1:2011 规定

了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及其部件、功能的基本安全要求，并建立了一个降低自动扶梯

和自动人行道使用或作业过程中可能产生安全风险的系统方法，该标准未针对楼层板提

出专门要求，即所有自动扶梯及其部件、功能的安全目标是一致的。 

b)  EN115-1:2017《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对涉及楼层板的基

本安全要求给出了指导，该部分内容与 EN115-1:2008+A1:2010 相同。 

c)  美国标准 ASME A 17.1-2016《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规范》中除对梳

齿板、楼层板的基本安全要求外，对静强度也进行了规定。另外，一些专业协会发布了

基于本行业特点所制定的技术规范或指南，例如：美国公共交通运输协会针对所属交通

系统所使用的自动扶梯制定了设计指南（APTA RT-RP-FS-007-02《重载型交通系统自动

扶梯设计指南》）用以指导该协会成员在相关工程项目中自动扶梯的选择、配置以及设

计要求。 

d)  日本建筑基准法中没有针对楼层板提出专门的技术要求。 

e)  美国公共交通运输协会（APTA）发布了 APTA RT-RP-FS-007-02《重载型交通系统

自动扶梯设计指南》。根据其说明，该指南不作为所有运输系统的技术规范，各运输机

构可作必要的修改来适应其特殊需求。该指南中的重载自动扶梯是指用于公共汽车、轻

轨、地铁、水上交通等公共交通系统的自动扶梯。该指南中 2.6.3 和 2.6.4 对梳齿板组件

以及楼层板进行了规定。由于该指南的限制较多，所以在本标准编制时仅参考了部分相

关内容。 

3. 编制原则 

3.1. 符合以下技术规范和强制性标准要求： 

a)  GB 16899—2011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http://192.9.200.168:808/NEWSL/sl_detail.php?id=-887
http://192.9.200.168:808/NEWSL/sl_detail.php?id=-887
http://192.9.200.168:808/NEWSL/sl_detail.php?id=-888
http://192.9.200.168:808/NEWSL/sl_detail.php?id=-888
http://192.9.200.168:808/NEWSL/sl_detail.php?id=-889
http://192.9.200.168:808/NEWSL/sl_detail.php?id=-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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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SG T7007—2016 电梯型式试验规则； 

c)  TSG T7005—2012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

（含第 1 号、第 2 号修改单）。 

3.2. 基于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楼层板的产品技术，以提高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楼层板

的安全性、可靠性为目标，以用户可感知、可检测、可评价的明确要求为原则，提出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楼层板的技术规范。 

4. 编制过程 

T/CEA 3016 编制组主要成员包括来自自动扶梯整机/部件制造商以及检测机构的代表。

T/CEA 3016 每次编制组会议以及相关技术研讨会都持完全开放的态度欢迎所有相关方的参

与，编制过程公开、公平、公正。T/CEA 3016 的主要编制过程如下： 

——2019.9.20~9.21（黄山），2019 年第 1 批 CEA 团体标准编制工作启动动员大会以及

编制组第 1 次工作会议。 

工作会议上对本标准的编制大纲进行了讨论，并确定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2019.11.26~11.27（丹阳），编制组第 2 次工作会议。 

根据编制原则和标准编制大纲要求，对前期预研阶段收集的内容进行了讨论研究，形成

了本标准的初稿。 

——2019.12.25（黄山），编制组第 3 次工作会议。 

对标准初稿进行了逐条讨论，完善了标准初稿内容，并形成征求意见稿初稿。 

——2019.12.27（黄山），CEA 标委会 2019 年第 2 次全体会议暨电梯标准周。 

活动期间，就本标准的编制情况向 CEA 标委会委员作了报告，并根据委员的意见与标

准编制组成员进行了讨论与修改完善，形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5. 与 GB 16899—2011 以及 TSG T7007—2016 的主要差异 

与 GB 16899—2011 以及 TSG T7007—2016 相比，T/CEA 3016—202X 大幅增加了技术

要求。这些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定义了室内外自动扶梯的使用环境条件要求、以及超出这些环境条件范围时的设计

指南，为自动扶梯客户和制造商之间提供通用的协商基础； 

——规定了楼层板材料的许用要求，对采用不锈钢装饰面板型式结构的面板名义厚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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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规定； 

——规定了楼层板装饰面板与底板允许采用的连接方式，对各连接方式可能产生的风险

进行了说明； 

——规定了楼层板的安装要求； 

——规定了检修盖板的重量要求； 

——规定了适用室外使用环境的楼层板的技术要求； 

——规定了边框的技术要求； 

——定义了表面防滑性能的技术要求； 

——定义了火灾防护的技术要求； 

——增加了楼层板的试验及评价要求，具体见表 1 和表 2。 

表 1  T/CEA 3016—202X楼层板的试验项目与 GB16899和 TSGT7007的差异 

试验项目 T/CEA 3016—202X GB 16899—2011 TSG T7007—2016 

楼层板静载试验 √ × √ 

楼层板动载试验 √ × × 

表 2  T/CEA 3016—202X提高的楼层板的试验及评价要求 

试验项目 T/CEA 3016—202X GB 16899—2011  TSG T7007—2016 

楼层板静载试验 试验方法 a：参考 ASME 

A17.1 6.1.3.6.1 和 6.2.3.8.1 

  

评价标准：梳齿板、楼层

板(含梳齿支撑板)不应与梯

级或踏板的踏面接触 

试验方法 b：同 TSG T7007   

评价标准：在楼层板踏面

测得的变形应当不大于 4 

mm，且永久变形不大于 1 

mm 

评价标准：在楼层板踏

面测得的变形应当不大

于 4 mm，且永久变形不

大于 1 mm 

楼层板动载试验 试验方法：以 5 Hz ～ 2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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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项目 T/CEA 3016—202X GB 16899—2011  TSG T7007—2016 

之间任一频率的无干扰的

谐振力波，施加 500 N ～ F 

N 之间脉动载荷进行至少 5 

× 106 次循环。 

评价标准：楼层板表面不

应产生大于 4 mm 的永久变

形。楼层板、边框、支撑

梁（如果有）及其零部件

（例如：固定件）应可靠

连接且不发生松动，无开

裂、变形及其他异常的发

生，焊接部位应无异常，

不应出现脱胶 

 

——详细规定了楼层板的检验规则； 

——规定了铭牌应包含的内容； 

——规定了包装和运输的技术要求； 

——规定了贮存的技术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