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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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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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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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电梯数量不断增加，电梯故障、困人时有发生，电梯安全问题已经引

起了政府、媒体、市民等各方的高度关注。电梯的不当使用和不当维保导致电梯发生故障的几率增加。

虽然大多数故障并不会引起伤亡事故，但是电梯故障产生的社会影响随着媒体的放大效应将会在社会

上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 

目前，国内统一的电梯物联网标准还不够完善，平台标准和传感技术规范没有细化，且各电梯制

造企业电梯监测方式和数据接口标准不尽相同，电梯物联网产品专业制造企业也没有统一的技术标准。

统一及细化电梯物联网标准，将不同地区、不同厂家建立的电梯监测数据联网，组建服务于企业及政

府的电梯信息化数据平台，实现城市电梯精细化管理，提高电梯故障及时修复率及缩短困人救援时间，

实现故障在线诊断和专家技术支持服务，为将来按需维保打下坚实的基础。 

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

〔2015〕9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电梯质量安全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8〕8号)、国家质

检总局特种设备局《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台建设运行工作指南》（质检特函〔2015〕14 号）、《电梯

应急处置服务平台数据归集规则（试行）》（质检特函〔2015〕38号）的要求特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以 GB/T 24476—2017《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物联网的技术规范》为基础进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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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的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监测系统的通用要求  

第 2 部分：监测终端基本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对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相关数据的采集、处理和传输的

监测终端，包括协议转换装置、外加传感器、采集传输装置、轿厢内加装的人体感应装置、音视频采集

装置及多媒体显示装置等。 

本文件不适用于通过监测终端干预电梯运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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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6.1—2019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5465.2—2008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2部分：图形符号 

GB/T 7024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GB 7588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T 10058 电梯技术条件 

GB 10408.5 入侵探测器 第 5部分：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 

GB 10408.6 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探测器 

GB 16899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T 16895.21低压电气装置 第 4-41部分：安全反复 电击防护 

GB/T 17799.1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 

GB/T 17799.3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发射 

GB 21240 液压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T 24476—2017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物联网的技术规范 

GB/T 24807 电磁兼容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产品系列标准 发射 

GB/T 24808 电磁兼容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产品系列标准 抗扰度 

GB 28380 微型计算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T/CEA 201—2019 电梯、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控制系统环境条件及环境试验方法 

T/CEA 701—2019 基于物联网的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监测系统的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7024、GB 7588、GB 16899和GB 21240确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http://www.baidu.com/link?url=omr7vzqHLff80Yo7EBVnIfboqgg-lfxqcFWXh9T5OnXH9D4CMH0GliTCNkS--lL1FlJjKlbsH3Fop2jOzPq6S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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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设备 installation 

安装完毕并已经注册登记的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3.2  

监测终端 monitoring terminal 

协议转换装置、采集传输装置、音视频采集装置及外加传感器的统称。监测终端可以集成在设备的

控制系统中。 

3.3  

协议转换装置 protocol conversion device 

将设备实时运行状态、故障、事件或报警等信息采用本文件规定的协议格式输出的装置。 

3.4  

采集传输装置 acquisition and transmission device 

与设备、协议转换装置或外加的传感器连接，采集、处理、储存和传输设备故障、事件或报警等信

息，接收企业应用平台发送的访问、同步指令，使应用平台与设备间通过网络实现交互的装置。 

3.5  

音视频采集装置 audio and video acquisition device 

安装在轿厢内，采集音频信号和视频信号并以规定的格式存储和传输的装置。 

3.6  

企业电梯物联网平台 enterprises elevator IoT platform 

设备远程安全监测应用平台，用于接收设备的故障、事件、报警数据或查询设备实时运行状态、统

计信息等。 

4 总则 

4.1 一般要求 

4.1.1 监测终端可由协议转换装置、外加传感器、采集传输装置、人体感应装置、音视频采集装置及

显示装置等组成。 

4.1.2 监测终端应满足 GB/T 24476—2017中 5.2 的要求。 

4.1.3 若监测终端属于国家 CCC目录产品时，应取得相关国家 CCC认证。应在用户手册或铭牌上明示

执行标准。 

4.2 监测终端界限 

电梯监测终端的界限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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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监测终端界限图 

5 基本要求 

5.1 功能要求 

5.1.1 监测终端应能实现感知、采集、处理、传输电梯运行状态信息的功能。 

5.1.2 监测终端应有以下功能或配置： 

a) 网络通信接口：用于与平台进行数据通信的接口； 

b) 数据采集：用于采集电梯运行数据； 

c) 运行监测数据处理：用于将从电梯控制装置和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存储； 

e) 监测终端管理：用于查看监测终端的工作状况，修改其参数，查看和提取监测终端存储的文

件； 

f) 备用电源：用于在外部电源停止供电后，支撑电梯用监测终端继续运行的电源，自动扶梯和

自动人行道可不配备用电源； 

g)  断电维护：用于对监测终端维护时，可切断电源。 

5.1.3 监测终端可有以下功能或配置： 

a) 维保人员、检验检测人员、电梯安全管理员等电子签到； 

b) 电梯控制系统接口：用于与电梯控制系统进行数据通信的接口； 

c) 多媒体显示装置：以图像和语音的形式播放指定内容； 

d) 可视对讲：特定条件下，与乘客进行可视对讲。 

e) 图像数据采集及处理：用于采集图像数据，并进行处理、存储及发送； 

f) 数据公共输出接口：满足 GB/T 24476的 5.2.2，用于向第三方开放监测数据的接口；  

g) 语音对讲：特定条件下，乘客与平台间进行语音对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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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安全要求 

5.2.1耐电源极性反接性能 

如为直流电输入，当电源极性反接时，除熔断器外（允许更换烧坏的熔断器）其他电气部件应完好

无损，电源恢复后能正常工作。 

5.2.2电源输出短路保护功能 

当监测终端发生内部短路时，监测终端应能自动关闭内部电源输出，当短路故障排除后，输出电源

应能自动回复或者断电重启恢复。 

5.2.3阻燃 

监测终端应使用符合 UL94-V0阻燃标准的材料。 

5.2.4外壳电击防护 

当有独立的金属外壳时，保护措施应满足 GB/T 16895.21的要求。如果外壳上没有标记清楚地表明

其包含可能引起触电危险的电气设备，监测终端的外壳上应设置具有 GB/T 5465.2—2008 中图形符号

5036的警告标志，该警告标志应在外壳的门或盖上清晰可见。 

残余电压的保护应满足 GB/T 5226.1—2019中 6.2.4的要求。 

附加防护应满足 GB7588—2003中 13.1.2及 GB 16899—2011中 5.11.1.3 的要求。 

5.2.5功率标识要求 

当监测终端为独立加装时，监测终端处于工作状态下的功率应在产品铭牌或产品技术文件中明示，

功率单位为瓦（W）。 

5.2.6电源线要求 

如交流电输入且监测终端采用金属外壳时，交流电源引出线必须使用三芯电源线，其中地线必须与

设备的保护接地端连接牢固，其接触电阻不应大于 0.5Ω，并应能承受 19.6N的拉力作用 60s不损伤和

脱落。  

5.2.7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应满足 GB/T 10058 的 3.15.2 中表 3 的要求。 

5.2.8抗电强度 

监测终端耐压检验（25V 以下除外），导电部分对地之间施以电路最高电压的 2 倍，再加 1000V 交

流电压，历时 1min，不能有击穿和闪络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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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剩余电流 

应不大于 5mA（220VAC 值）。 

5.2.10电气配线要求 

电气配线应满足 GB 7588—2003中 13.5及 GB 16899—2011中 5.11.5的要求。 

5.2.11电磁兼容要求 

5.2.11.1 采集传输装置，抗扰度应满足GB/T 17799.1的要求，发射应满足GB/T 17799.3的要求。 

5.2.11.2 除采集传输装置外的监测终端，发射要求应满足 GB/T 24807的要求。 

5.2.11.3 监测终端抗扰度要求应满足 GB/T 24808的要求。  

5.3 可靠性要求 

设备在正常气候条件下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应不小于 1年，并应在产品的技术文件中明

示。 

5.4 环境适应性要求 

5.4.1 使用环境污染等级应不大于 GB/T 14048.1规定的 3级。在爆炸性气体、可燃性粉尘、腐蚀性气

体、高温、低温、高湿等特殊环境下运行的监测终端及传感器应按照相应的国家标准采取防护措施。 

5.4.2 监测终端使用环境条件应满足 GB/T 10058 第 3.2条要求。 

6 轿厢内加装的显示装置要求 

6.1 安全要求 

如电梯轿厢内加装了显示装置，则应至少达到如下安全要求： 

a) 能效等级满足 GB 28380的相关要求； 

b) 安装强度应能承受电梯的特殊工况而不掉落，如急停、安全钳制动、撞击缓冲器等； 

c) 非电梯制造商随梯安装的多媒体显示屏，其电源应取自电梯供电电源的前端； 

d) 电气配线应满足本文件 5.2.10； 

e) 供电应有安全保护功能； 

f) 边缘应无毛刺和锐边。 

6.2 功能要求 

如电梯轿厢内加装了显示装置，应至少有如下功能：  

a) 电梯运行状态信息显示； 

b) 乘梯安全提示； 

c) 节能，当电梯待机一定时间后，进入低功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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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报警提示信息。 

如电梯轿厢内加装了显示装置，可有如下功能： 

a) 电梯故障信息显示； 

b) 救援过程信息显示； 

c) 电梯使用标志信息； 

d) 物业通知信息； 

e) 最近一次的维保信息； 

f) 最近一次的检验信息。 

7 音视频采集装置要求 

7.1 如电梯轿厢内安装音视频采集装置，其相关图像数据的现场采集应覆盖开关门区域、操纵箱及楼层

显示的区域，且至少覆盖轿厢地面 80%的区域。 

7.2 如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装音视频采集装置，图像数据的现场采集应覆盖出口和入口区域。 

7.3 图像的清晰度及存储时间等相关要求应满足 T/CEA 701 中 6.4的要求。 

8 监测终端用附属设备要求 

8.1 监测终端用传感器应满足GB 7588—2003中13及GB 16899-2011中5.11的要求，传感器应明示所执

行的标准及相应的出厂合格证。 

8.2 当采用红外探测器识别轿厢内人员信息的，可采用满足GB 10408.5要求的被动红外探测器。 

8.3 当采用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探测器识别轿厢内人员信息的，可采用满足GB 10408.6 要求的探测

器。 

9 备用电源要求 

9.1 监测终端应配备备用电源，在设备正常供电电源断电的情况下，监测终端应能将设备断电前的状

态进行存储和发送，同时应保证能让音视频采集装置（如有）工作至少1h。 

9.2 备用电源应在用户手册或者铭牌上明示执行标准。 

9.3 当备用电源电压低于规定的阈值时应能自动报警，并通过指示灯提示。 

10 监测终端的指示灯要求 

10.1 监测终端应具有指示灯显示，以便快速识别各端口状态（如输入输出状态、网络状态、电源状态

等）。 

10.2 所有指示灯应在装置上或用户手册中清楚地标注出功能。 

10.3 指示灯点亮时，在其正前方 1m 处应清晰可见。 

11 试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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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试验仪器 

除非有特殊规定，仪器的准确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对于质量、距离、速度，为±1％； 

b) 对于电压、电流、电阻，为±1％； 

c) 对于温度，为±1℃； 

d) 对于湿度，为±1％； 

e) 记录设备能检测到 0.01 s 变化的信号。 

11.2 试验方法 

11.2.1 耐电源极性反接性能 

按照本文件 5.2.1 的要求，人为反接监测终端的电源极性，查验监测终端的状态。 

11.2.2电源输出短路保护功能 

按照本文件 5.2.2 的要求，人为短接监测终端的电源输出，查验监测终端的状态。 

11.2.3阻燃 

按照本文件 5.2.3 的要求，对非金属外壳的设备进行燃烧测试，外壳不应助燃和自燃。 

11.2.4外壳电击防护 

按照本文件 5.2.4 的要求，验证保护措施、残余电压保护、附加防护的要求。 

11.2.5功率 

11.2.5.1环境条件： 

在下列范围内的温度、湿度和气压条件下进行测量： 

——环境温度：150C--35 0C 

——相对湿度：25%--75% 

——大气压：86kPa--106kPa 

11.2.5.2 电源： 

电压为交流 220V，频率为 50Hz，测试采用交流稳压电源供电，其电压和频率波动在-7%～﹢7%内，

谐波失真不大于 3%。 

11.2.5.3 测试仪器： 

功率计为有功功率计，分辨率至少为 0.01W，最小电流量程不大于 10mA，保证在连续工作条件，

测量精度优于 5%。 

注：当监测终端由外部电源适配器供电时，应采用标配的适配器进行测试。 

11.2.5.4 测试步骤： 

接通监测终端的电源并使其处于工作状态，在此状态下预热不少于 15min，且使用功率计测量时间

不少于 15min。 

11.2.6电源线要求 

按照本文件 5.2.6 的要求，验证监测终端的电源线。 

11.2.7绝缘电阻 

按照本文件 5.2.7 的要求，验证监测终端的绝缘电阻。 

11.2.8 抗电强度 



T/CEA 702—2020 

8 

按照本文件 5.2.8 的要求，验证监测终端的抗电强度。 

11.2.9 剩余电流 

按照本文件 5.2.9 的要求，验证监测终端的剩余电流。 

11.2.10电气配线要求 

按照本文件 5.2.10 的要求，验证监测终端的电气配线。 

11.2.11电磁兼容要求 

按照本文件 5.2.11.1、5.2.11.2 及 5.2.11.3 的要求，验证监测终端的电磁兼容性。 

11.2.12环境适应性要求 

11.2.12.1 高温贮存试验： 按照 T/CEA 201—2019 中 5.2 的要求进行试验。 

11.2.12.2 高温工作试验： 温度按照本文件 6.4.2 的要求设定，测试方法按照 T/CEA 201—2019 中 5.2

的要求进行试验。 

11.2.12.3 低温贮存试验：按照 T/CEA 201—2019 中 5.4 的要求进行试验。12.13.4 低温工作试验：温

度按照本文件 6.4.2 的要求设定，测试方法按照 T/CEA 201—2019 中 5.5 的要求进行试验。 

11.2.12.4 恒定湿热存储试验：按照 T/CEA 201—2019 中 5.6 的要求进行试验。 

11.2.12.5 恒定湿热工作试验：按照 T/CEA 201—2019 中 5.7 的要求进行试验。 

11.2.12.6 盐雾试验：按照 T/CEA 201—2019 中 5.9 的要求进行试验。 

11.2.12.7 正弦振动试验：按照 T/CEA 201—2019 中 5.11 的要求进行试验。 

11.2.12.8 随机振动试验：T/CEA 201—2019 中 5.12 的要求进行试验。 

11.2.12.9 机械冲击试验：T/CEA 201—2019 中 5.13 的要求进行试验。 

11.2.12.10 跌落试验：T/CEA 201—2019 中 5.14 的要求进行试验。 

11.2.13显示装置要求 

按照本文件 6 的要求查验显示装置的安全及功能设置。 

11.2.14音视频采集装置要求 

按照本文件 7 的要求查验音视频采集装置的功能。 

11.2.15监测终端用附属设备要求 

按照本文件 8 的要求查验监测终端用附属设备及其标准符合性。 

11.2.16备用电源要求 

按照本文件 9 的要求查验监测终端用备用电源及其标准符合性标识。 

11.2.17指示灯显示 

按照本文件 10 的要求，验证监测终端的指示灯设置。 

12 检验要求 

12.1 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项目均应满足本文件的规定。 

12.2 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项目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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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验证方法 

1 耐电源极性反接性能 ○ ○ 11.2.1 

2 电源输出短路保护功能 ○ ○ 11.2.2 

3 阻燃 ○  11.2.3 

4 外壳电击防护 ○ ○ 11.2.4 

5 功率 ○  11.2.5 

6 电源线要求 ○ ○ 11.2.6 

9 绝缘电阻 ○ ○ 11.2.7 

10 抗电强度 ○  11.2.8 

11 剩余电流 ○  11.2.9 

12 电气配线要求 ○  11.2.10 

13 电磁兼容要求 ○  11.2.11 

14 环境适应性要求 ○  11.2.12 

15 显示装置要求 ○  11.2.13 

16 音视频采集要求 ○ ○ 11.2.14 

17 监测终端用附属设备要求 ○  11.2.15 

18 备用电源要求 ○  11.2.16 

19 指示灯显示 ○ ○ 11.2.17 

注：表中“○”表示进行该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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