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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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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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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线束技术要求 

第 5 部分：随行电缆线束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扁形电梯随行电缆线束（以下简称线束）的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和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部分不适用于圆形随行电缆线束和船用、车辆、建筑施工等特殊用途电梯的随行电缆线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2828.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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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2859-1:1999,IDT） 

GB/T 2900 电工术语 

GB/T 7024-2008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GB 7588 电梯制造与安全安装规范 

GB/T 10060-2011 电梯安装验收规范 

GB 17465.1-2009 家用和类似用途器具耦合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 17465.2-2009 家用和类似用途器具耦合器第 2 部分_家用和类似设备用互连耦合器标准 

GB/T 18290.2-2015 无焊连接第 2 部分压接连接一般要求、试验方法和使用导则 

YDT 1272.3-2005 光纤活动连接器_第 3 部分：SC 型 

YDT 1272.4-2007 光纤活动连接器 第 4 部分：FC 型 

IPC 620/WHMA-A-620C CN 线缆及线束组件的要求与验收 

T/CEA  022-2019《电梯用随行电缆》 

ANSI/TIA-568. 用户建筑物通用布线标准（Generic Telecommunications Cabling for Customer 

Premises）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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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随行电缆吊具 Travelling Cable Hanger 

用于悬挂电梯随行电缆承拉元件的装置，分别设置在轿厢下和井道内。 

3.2 随行电缆夹具 Travelling Cable clamper 

用于夹持随行电缆的装置，分别设置在轿厢下和井道内。 

4 使用特性 

4.1 随行电缆吊具和夹具要求随行电缆的吊具和夹具应考虑与电缆的外形尺寸、承拉钢丝绳或其它

承拉元件的间距相适应。 

4.2 线束安装要求 

4.2.1 无承拉元件的电梯用随行电缆自由悬挂长度不宜超过 35m，超出上述限制时，宜增加承拉元件或

由供需双方协定。经过强度校验的随行电缆线束，悬挂高度可以不受以上限制。 

4.2.2 随行电缆线束在安装时，应保证电缆自由悬挂间距不小于电缆使用温度范围内自由弯曲直径的最

大值；复合通信单元的随行电缆固定敷设部分的最小弯曲直径不小于的电缆自由弯曲直径值的 50%。（建

议增加示意图） 

4.2.3 具有承拉元件的随行电缆线束悬挂后，靠近吊具的下端位置宜采用压板等适合的限位装置对电缆

限位。 

4.2.4 线束放线时，应采用适当装置避免电缆扭曲和跌落。当两根随行电缆叠放时，内侧电缆的自由弯

曲直径应不大于外侧电缆，且悬挂间距小于外侧电缆；两根随行电缆在 U形弯曲的底部应保持适合的垂

直间距以避免两根电缆的干涉； 

4.2.5 其它应符合 T/CEA 021.1-2020 中 5.1 和 5.3 的要求。 

5 技术要求 

5.1 总则 

随行电缆线束应符合本部分规定技术要求，还应符合T/CEA21.1-2020相关要求和按约定程序批准的

技术文件的规定。 

5.2 电缆 

5.2.1 电缆应符合《电梯用随行电缆》T/CEA 022 的要求。 

5.2.2 电缆长度与外护套剥线长度误差应符合相关方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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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端子与连接器 

5.3.1 压接端子 

    开环型冲压成形压接端子（接头）和闭环型冲压成形端子（接耳）的加工宜符合 IPC/WHMA-A-620C 

CN 中 5.1 和 5.2 条中相关目标要求，不得低于可接受—1,2,3 级的要求。 

5.3.2 分立导线端子 

    分立导线端子宜符合 IPC/WHMA-A-620C CN 中 6. 2 条中相关目标要求，不应低于可接受—1,2,3

级的要求。 

5.3.3 同轴电缆组件 

    同轴电缆直角连接器宜符合 IPC/WHMA-A-620C CN 中 13.5～13.8 条中相关要求，中心导体长度、

中心导体焊接、端子盖焊接或压合、屏蔽层收尾的压接等均不得低于可接受要求-1,2,3 级的要求。 

5.3.4 RJ45 连接器 

    连接器应与电缆特性相适应，压接线序宜符合 ANSI/TIA-568B 或相关方技术文件要求。 

5.3.5 光纤连接器 

    随行电缆中的光缆单元采用连接器及适配器应符合 YD/T1272 技术要求。光纤连接器与纤芯对接可

采取研磨或熔接工艺，并保证有效导通。 

    线束单元中的光缆尾部在进行纤尾熔接后，应在熔接部位做好防护。     

5.4 布线 

5.4.1 电线/电缆单元 

    剥除随行电缆外护套的部分，电缆中各电线/电缆单元应按技术文件要求进行分股，各股线分别紧

固，与电缆轴线保持基本平行，减少交叉。 

5.4.2 光缆单元 

    线束中的光缆单元宜采用适合的封闭软管或类似装置保护，并进行可靠捆扎。 

5.4.3 钢丝绳 

    线束的端末如果包含未剪除的钢丝绳，应采用适合方式按图纸要求捆扎，钢丝绳末端应采用适合的

防护。 

5.4.4 端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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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行电缆线束中的所有端末连接器均应套上塑料发泡袋或类似具有防护作用的保护袋，并可靠扎紧。 

5.5 标识 

5.5.1 线束标识 

    电缆两端应有清晰的线束标识（如控制柜端或轿厢端），标识内容符合技术文件要求。 

5.5.2 接插件标识 

    应符合技术文件和 T/CEA021.1-2020 的规定。 

 

6 试验要求和方法 

6.1 试验要求 

随行电缆线束应按表2的规定进行试验。 

表 2  随行电缆线束试验要求 

序号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类型 试验方法 

1 电气性能 
   

1.1 电气连接试验 相关技术文件 Q.S.R T/CEA021.1-2020的6.1.1 

1.2 接触电阻试验 本部分 6.2.2 Q.S T/CEA021.1-2020的6.1.4 

1.3 耐压试验 本部分 6.2.3 Q.S.R T/CEA021.1-2020的6.1.2 

1.4 绝缘电阻试验 本部分 6.2.4 Q.S T/CEA021.1-2020的6.1.3 

2 光传输性能 
   

2.1 光导通试验 本部分 6.2.5 Q.S.R 本部分 6.2.5 

2.2 光单元损耗 本部分 6.2.6 Q.S.R 本部分 6.2.6 

3 机械性能试验 
   

3.1 端子压接拉脱力试验 
T/CEA 021.1-2020 

的 6.2.1 
Q.S T/CEA021.1-2020的6.2.1 

4 外观检查 
   

4.1 线束完整性和外观 
T/CEA 021.1-2020 

的 6.2.1 和技术文件 
S.R 目测 

4.2 电缆与接插件规格 技术文件 S.R 目测 

4.4 电缆长度与外剥护套长度 技术文件 S 量尺 

4.5 标识 技术文件 S 目测 

5 包装 本部分、技术文件 S 目测 

注：Q-鉴定试验、R-例行试验、S-抽样试验 



 

5 

 

6.2 试验方法 

6.2.1 电气连接试验 

    电气连接试验是按技术文件要求对电气连接的准确性进行的试验，试验宜采用专用测试仪进行。 

6.2.2 接触电阻试验 

    线束中所有冷压缩连接的端子应进行接触电阻试验，试验方法应符合 T/CEA021.1-2020 的 6.1.4

的规定。 

6.2.3 耐压试验 

    线束中所有经过压缩过（指在加工过程中，在连接器的绝缘体外施加的压缩）的绝缘连接器应进行

耐压试验，试验电压应与随行电缆的额定电压相对应，试验电压见表 3。 

表 3 耐压试验电压 

额定电压（AC） V 试验电压 （AC） V 

300/500 2000 

450/750 2500 

 

6.2.4 绝缘电阻试验 

    线束中的导体与端子未装配在标准接插件中、或装配在标准的接插件中并进行过压缩加工时，应对

上述加工的组件进行绝绝缘电阻试验。 

    试验方法应符合 T/CEA 021.1-2020 的 6.1.3 的规定。 

6.2.5 光导通试验 

    线束中的光缆单元应进行光导通试验。 

    试验方法：用合适的通光笔从线束一端注入光线，另一端纤芯或连接器应能投射出圆整清晰的红色

光斑，则试验合格；如果看不到红色圆整的光斑或红光有明显变弱，则视为试验不合格。 

6.2.6 光单元损耗试验 

    必要时，应对线束的光缆单元（包含光连接器）进行光损耗试验，要求由双方协定。 

 



 

6 

6.3 检验规则 

产品应经过鉴定试验合格后方可投入批量生产。 

线束应经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并附有证明产品质量合格的文件或标识。 

 

6.3.1 鉴定试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鉴定检验 

1) 产品试制定型鉴定； 

2)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设备和生产场所有变化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3)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4)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6.3.2 出厂检验 

1) 出厂试验应按表 2 规定的例行检验（R）和抽样检验（S）项目进行。 

2) 抽样数量应按照 GB/T 2828.1 的规定，检验水平和接受质量限（AQL）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7 包装、运输、贮存 

7.1 包装 

成品电缆线束应对电缆端末进行有效的保护，电缆应卷绕整齐，易于放线，必要时应卷绕在电缆盘

具上。成卷的线束应捆扎牢固不松散，并置于包装盒、箱或周转架中交付；成盘的线束应进行可靠的固

定并对电缆盘进行有效防护后交付。 

   线束包装物上应附有以下标签标明： 

——制造厂名称、地址； 

——型号、规格； 

——额定电压； 

——长度； 

——制造日期； 

——电缆盘具的转动方向； 

——客户指定的其他信息，如：合同号/订单号。 

 



 

7 

7.2 运输及贮存 

在运输或贮存时，应保持外包装的完整性，避免因碰撞、跌落或抛落等不规范操作导致的损坏，电

缆盘应放置平稳，不允许盘具轴向竖放，并用适当方法固定防止滚动及翻倒。 

线束长期贮存的场所相对湿度≤85%，贮存空间应通风、无腐蚀性气体或危险化学品。应避免长时

间露天存放，短期露天存放时应以采用防水、隔热材料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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