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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所要求达到的性能指标，应由采用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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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梯线束技术要求》分以下几个部分：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第 2 部分：柜内线束技术要求； 

——第 3 部分：无分支固定安装线束技术要求； 

——第 4 部分: 有分支固定安装线束技术要求； 

——第 5 部分：随行电缆线束技术要求； 

——第 6 部分：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线束技术要求。 

本部分为《电梯线束技术要求》的第 2 部分 

本标准由中国电梯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XXXXXX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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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内线束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为电梯控制柜线束的一种基础标准，规定了电梯控制柜线缆及其终端连接元件的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贮存、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等功能相同的接近的设备用线束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本文件。 

GB/T2900.83  电工术语  电的和磁的器件（GB/T2900.83-2008,IEC 60050-151:2001,IDT） 

GB/T 17045-2006 电击防护  装置和设备的通用部分（IEC 61140:2001,IDT） 

GB 2900.70-2008  电工术语  电器附件（IEC 60050-442:1998,IDT）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GB4208-2008,IEC 529,IDT） 

GB15934－1996  《电线组件》   

GB17196-1997   《连接器件 连接铜导线用的扁形快速连接端头 安全要求 

GB/T 2828.1-2003《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IEC 60050-826:1982  国际电工词汇  第 826 部分：建筑物的电气装置 

3  技术要求  

3.1  外观要求   

3.1.1  线束表面应光滑、外皮均匀、无气孔、裂纹、压痕、凹凸、破损、花斑、污浊等。  

3.1.2  导线与压接筒连接应牢固、无松脱。若与端头进行焊接，应焊接牢固，无散芯。 

3.1.3  接插件表面应具有良好的外观、不得有划痕、毛刺、明显的变形及电镀不良等现象。 

3.1.4  标识应清晰，内容正确，不易损坏。 

3.1.5  热缩管或其它合适的防护层应紧密包裹在需防护位置上，无位移、脱开现象。 

3.2  长度  

3.2.1  线束裁线长度应符合图纸设计要求。 

3.2.2  剥皮长度 

护套的剥离长度应符合客户图样及技术文件要求，绝缘的剥离长度应与端子的压接筒或连接器

的接线位置相匹配，由供需双方协商剥皮长度可接受公差。 

3.3  连接强度 

压接筒与导线连接应牢固，压接高度应符合技术文件要求，最小拉力值应符合 T/CEA 021.1-2020

中 6.3 条款的表 3 规定。 

3.4   布线 

3.4.1  柜内线束应在理线排（槽）中横平竖直布置并应捆扎和固定, 变换布线走向时应垂直布

放。捆扎间距不宜大于 100mm,水平线束固定间距不宜大于 300mm,垂直线束固定间距不宜大于 400mm。 

 3.4.2 机柜内电缆弯曲半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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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类型 导体类型 材料 芯数 最小弯曲半径（mm） 

软导体 

圆电缆 
第 5 类导体 

PVC（聚氯乙烯） 
单芯 6*电缆外径 

多芯 4*电缆外径 

LSOH（低烟无卤） 
单芯 10*电缆外径 

多芯 6*电缆外径 

硬导体 

圆电缆 
第 2 类导体 

PVC（聚氯乙烯） 
单芯 10*电缆外径 

多芯 6*电缆外径 

LSOH（低烟无卤） 
单芯 15*电缆外径 

多芯 10*电缆外径 

 

3.4.2   一次设备间连接电缆应采用符合技术要求导线，绑扎整齐并敷设在电缆槽盒中。一次

设备连线应用相色区别并穿号头。  

3.4.3   所有二次回路连接导线不能从母线间穿过，中间不应有接头,连接头只能位于器件的接

线端子或接线端子排上。 

3.4.4   每个电器元件的接点最多允许接 2 根线。每个端子的接线点一般不宜接二根导线, 特

殊情况时如果必须接两根导线,则连接必须可靠。 

3.4.5   电流表与分流器的连线之间不得经过端子,其线长不得超过 3 米。 

3.4.6   回拉式弹簧端子的联接，若用软导线应套上线鼻子压紧后后再插到端子上,注意铜线芯

不要露出线鼻子且要压实。若用硬导线，其剥线长度约 10 mm 为宜，再插到端子上。 

3.4.7   柜内线束在控制柜空间允许条件下，应把连接发热元件，噪声振动大的电气部件的线

束尽量放在离其它元件较远的地方或隔离起来，选用的导线应符合设计工况要求。       

3.4.8   柜内线束应区分强、弱电控制，为减少干扰，它们不宜安装在同一理线槽内，如： 24V 

DC 和 110/240V AC 信号控制线不能共用同一条线槽。弱电控制组件、印制电路板组件之间应采用

标准接插件连接；    

3.4.9   信号线应避免同电源线从一侧进入电柜，信号电缆的屏蔽层双端接地。模拟信号的传

输线、低压数字信号线应使用双屏蔽的双绞线，也可以使用单屏蔽的双绞线。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

的传输电缆应该分别屏蔽和走线。在屏蔽电缆进入电柜的位置，其外部屏屏蔽部分与电柜嵌板都要

接到一个大的金属台面上。 

3.4.10  电机电缆应独立于其它电缆走线，其最小距离为 500mm。同时应避免电机电缆与其它

电缆长距离平行走线。如果控制电缆和电源电缆交叉，应尽可能使它们按 90 度角交叉。同时必须

用合适的夹子将电机电缆和控制电缆的屏蔽层固定到安装板上。 

3.4.11  变频器的电机电缆必须采用屏蔽电缆。为有效的抑制电磁波的辐射和传导，屏蔽层的

电导必须至少为每相导线芯的电导的 1/10。 

3.4.12  柜内非屏蔽控制线束为了避免强的磁场干扰，不能靠近显示器的操作面板和带有线圈

的设备旁边，例如电源电缆，接触器，继电器，螺线管阀，变压器等等。 

4  试 验  

4.1  擦拭耐久性    

用浸过水的一团脱脂棉或一块棉布轻轻擦拭标识、绝缘层颜色，共擦 10 次后，正常目力标识应

仍清晰，绝缘层颜色应没有明显的褪色。 

4.2  压接高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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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选用的测量工具：压接高度千分尺，不可使用游标卡尺。 

4.2.2 测量示意图： 

 

 

1：不正确的高度测量（游标卡尺） 

2：挤压痕 

 

图 1:不正确的测量示意图 

 

1：压接区 

2：高度千分尺卡尺板边缘 

3：千分尺砧座 

4：压接卷包面平放在千分尺砧座上 

5：千分尺点状接触卡周放在压接区中心 

 

  图 2:正确的测量示意图 

 

 

4.2.3  压接高度测量时机，是在制造过程中不测试导线与压接筒之间的拉脱力时进行。其值是

否合格的最低评判依据是，合适压接高度的值一定能满足导线与压接筒之间的最小拉脱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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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验规则   

5.1 线束经检验合格后出厂，并附有证明产品质量合格的文件或标记。检验项目符合表 1 规定。 

5.2 线束的检验分为例行试验（符号 R）,抽样试验（符号 S）,鉴定试验（符号 Q）， 

5.2.1 例行试验是指 100%的检验。 

5.2.2 抽样试验按 GB/T2828.1-2012 规定，检查水平 S-3，接受质量限 AQL1.5（确认），采用一

次正常抽样方案。 

5.2.3 鉴定试验 

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鉴定试验 

新产品批量投产前 

b)  易地生产批量投产前；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成批或大量生产的产品每 2 年不少于一次; 

d)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鉴定试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5.2.4 产品的鉴定试验必须合格。如有一项不合格，允许重新抽取加倍数量的产品，对该不合

格项目进行复检。如仍不合格，该批产品判为不合格。 

表 1     控制柜线束试验项目 

序号 测试&检查项目 试验种类 试验方法 

1 电气性能测试   

1.1 线束电气连接 Q,S,R T/CEA 021.1 中 6.1.1 

1.2 线束耐压测试 Q,S,R T/CEA 021.1 中 6.1.2 

1.3 线束绝缘电阻 Q,S T/CEA 021.1 中 6.1.3 

1.4 线束接触电阻 Q,S T/CEA 021.1 中 6.1.4 

2 结构尺寸检查   

2.1 线束长度 Q,S 检查和手工测量 

2.2 压接高度 Q,S 4.2 

3 机械性能测试   

3.1 压接连接部分抗拉力测试 

 

Q,S 

 

T/CEA 021.1 中 6.1.4 

4 产品防护 Q,S 目视检查 

5 标志 Q,S 目视检查 

6 外观 Q,R 目视检查 

6  标志、包装、贮存、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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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标识  

6.1.1  线束的各部件应有明确的标志。 标志应字迹清晰，容易辨认，耐擦。如采用其它标志

方法时，应在相应的产品标准中规定。  

 6.1.2  标志可以印刷，也可以采用凸模或凹模压印在绝缘或护套上。   

6.2 包装 

线束端末的连接器、端子应使用塑料袋包扎防护。单根或单组线束应打圈到合适直径，使用塑

料袋包装，包装袋外粘贴产品标签。 

已装袋线束在流转或储存过程中使用合适容器、控制堆高、防刺破包装、防雨防潮。 

线束产品最终包装材料选择应该满足牢靠、抗压、经济、环保的要求。 

6.3 储存和保管 

 产品应避免长期露天存储，在室温下的储存期通常为 2 年。储存期满 2 年时，产品仍应符合本

标准上述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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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走线和绑线基准 

一、布线时，要考虑到部品振动时对导线的外力影响，故布线时要有余量。在导线转向时，应

有自然圆润的转角，呈明显的 R 角度。尤其注意，不得人为的随意弯折。如图：A1。    

 

图 A1 布线时 R 角的要求 

  

 

 

二、在使用扎线带绑扎时，不准绑的太紧，导致凹痕部位的电缆最薄点不合格，同时，不得绑

扎过多的扎线带，扎线带之间要有较均衡的间距；收紧扎线带时，要沿着带孔的水平方向拉拔；最

后，剪切时， 在带孔的根部切出平整的切口。示范如下： 

 

 

 

三、布线注意事项 

1） 部品配线时，需考虑以后的部品更换和点检； 

2）部品配线时需考虑到部品的振动、发热、绝缘等对配线的影响。 

3） 发热部件的电线耐温等级应不低于发热元件的温度。 

 

四、导线进柜时的组立 

1）完整圆形出线孔的护线套组立 

依据出线孔钣金的厚度，选择相应规格的护线套，紧实的敷在出线孔的圆周上，并使切口首尾

相连，成封闭圆环状。 

 

2）非完整圆形出线孔的护线套组立 

   当出线孔为方形、半圆形、或其他非规则圆形形状时，戚护线套组立与圆形基本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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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导线颜色可识别的一般电路（仅供参考用） 

黄色——三相电路的 A相。 

绿色——三相电路的 B相。 

红色——三相电路的 C相。 

淡蓝色——三相电路的零线或中性线；  

黄/绿双色——安全用的接地线。 

白色双向可控硅管的主电极；无指定用色的半导体电路。 

交流电路 

红、黑色并行——用双芯导线或双根绞线连接的。 

直流电路 

正极：棕色；负极：蓝色；接地中线：淡蓝色 

半导体电路 

半导体三极管的集电极：红色；基极：黄色；发射极：蓝色。 

半导体二极管和整流二极管的阳极：蓝色；阴极：红色。 

可控硅管的阳极：蓝色；控制极：黄色；阴极：红色。 

双向可控硅管的控制极：黄色；主电极：白色。 

黑色——装置和设备的内部布线。 

有混淆时：容许选指定用色外的其它颜色（如：橙、紫、灰、绿蓝、玫瑰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