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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及意义 

电梯驱动主机制动器是电梯的重要安全保护装置，承担着电梯正

常停靠保持扭矩、紧急制动的安全保护功能，制动器的设计和制造质

量、可靠性严重影响着电梯的运行安全，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

电梯安全的整体状况。可靠性试验也可称为可靠性评估，就是为了评

估产品在规定的寿命期间内，在预期的使用、运输或储存等所有环境

下，保持功能可靠性而进行的活动。 

TSG T7007-2016《电梯型式试验规则》Y6.2.9条中规定：电梯驱

动主机制动器总成(包括电磁铁、制动弹性元件、机械制动部件、被

制动部件、基体部件、电源及控制板、状态检测装置等)应当进行不

少于200万次的动作试验。试验过程中不得进行任何维护，试验期间

制动器不允许出现任何故障。GB/T 24478-2009《电梯曳引机》5.9条

中规定：制动器安装在驱动主机上，电机处于静止状态，进行周期不

小于5s的连续不间断的动作试验。上述要求驱动主机的动作试验条件

是制动器在没有受到扭矩的情况下进行的，不能充分考量出制动器的

可靠性。 

按TSG T5002-2017《电梯维护保养规则》的规定，每半月均要进

行层门项目的一些保养，当维修保养人员在轿顶对井道内信号及层门

进行日常保养的时候，都需要检修运行，此时制动器是直接制动的。

如果该电梯有12层站，一年正常保养24次和检验1次，每年进行的检

修制动停止，至少是300次，按电梯运行10年计算，在空载（或轻载）

情况下，检修速度的停止制动约有3000次。虽然检修或紧急电动的速

度不会超过0.63m/s，但是在一定的载荷下进行制动试验，也是对制

动器的一个考验。另一方面要考虑电梯启动和停止时制动器的滑移，



现在的电梯控制基本上可以实现所谓的零速抱闸，不管是电梯的启动

还是停止，制动器与变频器之间的转换理想的状态是无缝对接。实际

上如果没有称重补偿的条件下，控制系统是靠制动器打开过程中曳引

轮的逐步滑移来产生位移信号的，精密的位移传感器检测到这一微量

的位移，然后使变频器输出平衡力矩，电梯停止时也是一样的。另外，

电梯停止运行后，制动器也要克服轿厢和对重之间的静态不平衡力矩。

所以对于驱动主机制动器带载情况下的可靠性试验是必要的。 

通过在试验室内模拟现场实际使用工况，对驱动主机制动器进行

带载可靠性试验，能在安全条件下了解制动器的磨损情况、结构设计

缺陷、衔铁导向元件的受力磨损情况等。对改善驱动主机制动器的设

计，提高制动器的安全可靠性，保证生命财产安全有积极作用。驱动

主机制动器带载可靠性试验是 TSG T7007-2016《电梯型式试验规则》

和 GB/T 24478- 2009《电梯电梯曳引机》中无载可靠性试验的一个

重要补充，采用团体标准规定出合适恰当统一的试验方法，供行业内

进行参考，是必要的。 

二、 任务来源 

中国电梯协会 2020 年团体标准编制计划项目中批准了制定《驱

动主机制动器带载可靠性试验方法》，该项目编号是 D/CEA 0033-2020。 

三、 参编单位 

    经中国电梯协会秘书处组织商请，以及电梯协会会员单位报名，

共有 24 家参编单位：建研机械检验检测（北京）有限公司（国家电

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苏州江南嘉捷电梯

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蒂升电梯（中国）有限公司、通



力电梯有限公司、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广东省特种设备检

测研究院、巨龙电梯有限公司、苏州通润驱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迈高电梯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电梯检测中心、西继迅达电梯有

限公司、苏州江南嘉捷光机电技术有限公司、日立电梯（中国）有限

公司、石家庄五龙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海安市申菱电器制造有限公

司、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沈阳蓝光驱动技术有限公司、蒂升电梯

（上海）有限公司、中山检测院、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东芝电梯

（中国）有限公司、宁波欣达电梯有限公司。 

四、 标准编制原则 

目前，除了整梯企业自行生产驱动主机外，国内已有十几家专业

生产驱动主机的配件企业（如：宁波欣达、苏州通润、沈阳蓝光等）

给整梯企业配套，并远销海外国家和地区。驱动主机的市场前景越来

越大，年产能力不断提高。 

但是，目前国家标准 GB/T 24478-2009《电梯曳引机》和安全技术

规范 TSG T7007-2016《电梯型式试验规则》虽然提出了一些制动器可

靠性的试验要求，但是这些要求是驱动主机动作试验条件是制动器在

没有受到扭矩的情况下，也就是制动器的制动衬没有与制动轮或盘发

生摩擦，是没有负载的静态试验，在试验过程中个别种类的制动器电

磁铁衔铁的导向销轴或轴套没有受到径向剪切力，这与是实际应用工

况不符。 

最近几年驱动主机制动器故障在多年使用的电梯上出现了一些，

部分和制动衬磨损，动铁芯的卡滞等一定的关系。因此，基于国内驱

动主机制动器的发展现状的需要，依据驱动主机制动器的重大危险可

能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综合驱动主机制动器的制造企业的设计和制



造经验，以及 TSG T7007-2016《电梯型式试验规则》和 GB/T 24478-

2009《电梯曳引机》的相关要求，制定关于驱动主机制动器带载可靠

性试验的更明确的方法。 

五、 技术难点 

本标准的第 5 部分将根据驱动主机制动器可靠性试验方法，探讨

制动器在静载荷和动载荷工况下可靠性的试验方法，为驱动主机制动

器带载可靠性试验提供方法和依据。 

驱动主机在实际使用中存在多种工况，一种是平层状态下的静态

保持工况，一种是正常检修工况下的制动工况，还有是在紧急工况下

的制动工况。对于驱动主机制动器带载可靠性试验，主要是前两种工

况，且有必要在实验室内模拟出这两种工况。这是本标准在制定过程

中技术难点。 

六、 编制过程 

1、 2021 年 6 月 8 日在安徽黄山召开了标准的编制组成立暨第一

次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编制大纲及各参编单位的分工安排。 

2、 2021 年 6 月 21 日～2021 年 8 月 20 日各参编单位根据分工安

排，对编制大纲确定的技术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驱

动主机制动器带载可靠性试验方法》讨论稿。 

3、 疫情原因，2021 年 8 月 20 日～2021 年 9 月 20 日编制组成员

在编制群内所有编制组成员对《驱动主机制动器带载可靠性试验方

法》讨论稿逐条进行了研究讨论，形成征求意见稿初稿，并确定了需

进一步落实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安排。 

4、 2021 年 9 月 20 日～10月 20日完成 9月 20日需要进一步落

实的问题和工作安排。在收集各编制组成员提交的资料基础上，形成



标准征求意见稿。 

七、 主要内容 

前 言 

引 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试验条件 

4.1 总则 

4.2 准备文件 

4.3 试验电源 

4.4 试验环境 

4.5 试验设备 

5 试验方法 

5.1 通则 

5.2 文件查验 

5.3 外观和安全符合性检查 

5.4 静载可靠性试验 

5.4.1 通则 

5.4.2 模拟扭矩静载可靠性试验方法 

5.4.3 自施加扭矩静载可靠性试验方法 

5.4.4 等效静载可靠性试验方法 

5.4.5 试验结果 

5.5 动载可靠性试验 



5.5.1 通则 

5.5.2 可变惯量动载可靠性试验方法 

5.5.3 定时定速磨损动载可靠性试验方法 

5.5.4 试验结果 

6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附录 A（资料性附录）试验报告格式示例 

附录 B（资料性附录）等效转动惯量的计算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