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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 GB/T 24478《电梯曳引机》 

征求意见说明 

 

一、任务来源 

2021 年 10月 13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下达 2021 年第三

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 (国标委发〔2021〕28

号)，批准了国家标准《电梯曳引机》修订计划项目，编号为：20214203-T-469。 

本项目计划在 2023年 3月完成报批。 

二、目的及意义 

我国是当今世界上电梯发展最快的国家，是电梯生产和使用大国，目前我国

电梯年产量、在用电梯拥有量以及年增长量均为世界第一。2021 年我国新增电

梯产量 120万台左右，在用电梯台数已超过 900万台。目前我国电梯年产量、在

用电梯拥有量以及年增长量均为世界第一。 

电梯性能及运行安全事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随着电梯技术不断发展，以及

公众对电梯安全运行期望的提高，需要提出更高的电梯技术条件，以适应和满足

现代生产、生活的需要。 

电梯曳引机作为曳引驱动电梯的驱动主机，其性能尤其是制动系统的安全性

尤为重要，保证着整个电梯的安全运行。近年来，电梯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根

据电梯事故分析，需要不断规范和提升电梯曳引机的要求，这对于电梯曳引机的

性能及维护保养非常重要，以实现电梯的安全运行。  

为了规范电梯曳引机产品性能，我国基于 GB 7588—2003，于 2009 年制定

了 GB/T 24478—2009，作为 GB 7588—2003 的配套标准，以提高电梯曳引机产

品的安全性能。 

但是，GB/T 24478—2009发布实施已达 12年，期间电梯技术要求有了很大

变化，该标准所依据的电梯安全标准 GB 7588－2003《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已修订为 GB/T 7588—2020（所有部分），与上一版相比，更改或增加了近百项

安全要求，全面提高了电梯的安全要求，特别是涉及安全的制动系统，因此，现

行 GB/T 24478—2009 部分技术内容与 GB/T 7588—2020（所有部分）不协调，

已不再适用于电梯行业发展需要，需要依据 GB/T 7588—2020（所有部分），在

充分研究近年来我国电梯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尽快修订该标准，使其与主要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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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准协调一致，全面提高电梯曳引机安全要求，规范国内电梯曳引机的设计

制造，提高电梯曳引机的安全性能，为电梯曳引机及整梯企业更好地与国际市场

接轨，以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技术依据。 

为了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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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的要求，本标准作为我国电梯标准重的

要组成部分，急需尽快开展修订工作，使电梯国家标准同步发展、实施，全面提

升我国电梯的安全水平，进一步完善我国电梯标准体系。 

三、编制原则 

本标准旨在规范和提高电梯曳引机的质量和安全性。本标准规定电梯曳引机

的主要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内容，应充分考虑以下因素：GB/T 24478

—2009 实施 12年来的电梯技术发展；有效地避免电梯曳引机发生过的各类失效

方式，所发生的安全事故，特别是注重提升电梯曳引机制动系统安全性能；当前

电梯市场上不同驱动方式、不同结构类型的电梯曳引机性能要求等。 

依据现行国家标准规范 [例如：GB/T 7588—2020（所有部分）、GB/T 24804

—2009]，根据电梯整机制造企业的需求，基于电梯曳引机的制造企业的设计、

制造和检验现状，以及所开展的技术研究工作，注意保持与有关标准协调一致，

并充分考虑国内电梯曳引机的技术发展趋势，制定电梯曳引机的技术要求。 

四、主要技术内容和主要修订内容 

1．主要技术内容 

前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技术内容（包括：工作条件；

性能要求；其他要求等），试验方法，检验规范，标志、包装和运输与储存等。 

2．主要修订内容 

本文件代替 GB/T 24478—2009《电梯曳引机》，与 GB/T 24478—2009相比，

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额定速度”的要求，上限从 8.0 m/s提高到 10.0 m/s； 

b) 更改了文件的不适用界线； 

c) 更改了曳引机额定转矩的定义； 

d) 增加了术语“永磁同步电动机短接制动转矩”的定义； 

e) 增加了总则“电梯曳引机还应满足 GB/T 7588—2020的规定”的内容； 

f) 更改了对“电动机的安全性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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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增加了“永磁同步电动机的效率”的要求； 

h) 增加了“永磁同步电动机作为电气制动装置”的相关要求； 

i) 增加了“兼做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和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制动器”

的制动部位及力矩的要求；更改了“制动器机械部件”的相关描述；更

改了“电磁铁的铁芯和线圈”的相关描述；更改了“制动衬块”的材质

要求，增加了“不燃特性、磨损检查和更换警示信息”的规定； 

j) 更改了“最高释放电压”的要求；更改了“制动器线圈耐压试验”泄漏

电流的要求；更改了“兼作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的曳引机制动器”的

相关描述； 

k) 更改了“制动器动作试验”的要求，增加了“制动器工作监测装置应正

常工作”的要求； 

l) 增加了“制动器手动释放装置”的要求； 

m) 更改了“曳引轮节圆直径”的要求，增加了“包覆带悬挂情况下，曳引

轮节圆直径与承载体的公称直径（或者公称厚度）之比”的规定； 

n) 更改了 “空载噪声”的速度分档，并增加了“额定速度 8-10m/s”栏； 

o) 更改了“曳引轮绳槽槽面法向跳动”的要求，增加了“包覆带曳引机曳

引轮曳引面的法向允差及最大外径差值”的规定； 

p) 更改了“手动紧急操作装置”的规定； 

q) 更改了“曳引轮槽（面）材质”的要求，增加了对“包覆带”匹配的规

定； 

r) 更改了“曳引机漏油”的要求，增加了“应有措施防止制动器制动面被

曳引机泄漏的润滑油（脂）所污染”的规定； 

s) 更改了“曳引机的防护”要求，增加了“采用包覆带悬挂装置的曳引机”

的颗粒物防护要求，以及“防止包覆带在曳引轮上跳槽或者异常横移”

的防护要求；增加了防护装置紧固件的规定； 

t) 增加了“标志、标记、警示和操作说明”的规定； 

u) 增加了“兼做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和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制停部件”的

铭牌设置以及对铭牌内容的要求； 

v) 更改了“制动力矩的测试方法”的要求； 

w) 增加了“有齿轮曳引机扭振测试”的图示； 

x) 更改了“制动器试验”的结束条件，增加了“动作试验”的要求； 

y) 更改了“记录仪”类型的要求，删除了“示波”； 

z) 更改了“制动器动作试验”对组装、通电持续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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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删除了“应进行型式检验”a）中的“老产品转厂生产时”； 

bb) 更改了“产品铭牌内容”的要求； 

cc) 更改了“随机文件”的要求； 

dd) 更改了“持续存放时间”的要求。 

五、主要技术难点 

本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主要技术难点如下： 

1. 本文件范围，提升电梯曳引机额定速度的上限，对振动、噪音的评判指

标的确定； 

2. 永磁同步电动机作为电气制动装置时，其短接制动力矩大小的计算和满

足标准规定的要求之间的等效性研究； 

3． GB/T 7588—2020（所有部分）和相关规范对电梯曳引机部分要求的一

致性研究； 

4. 日常维护保养、监督检验、定期检验、事故调查中的发现的电梯曳引机

及其零部件的常见失效模式研究； 

5．研究电梯行业各企业关于制动力矩检测方法的可操作性评判。 

六、工作概况 

1. 第一次工作会议 

2022 年 1 月 25 日，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电梯标委会）

秘书处通过视频方式召开了国家标准 GB/T 24478《电梯曳引机》项目组成立暨

第一次工作会议。 成立会议后，与会项目组成员（代表）对标准项目工作大纲

（草案）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讨论形成了标准项目工作大纲。确定了本标准的编

制原则、主要工作计划和任务分工，主要技术内容，以及开展本标准调研的研究

重点和要求。 

2. 第一次工作会议后 

   根据工作大纲的计划安排，项目组成员在预定的二次会议时间前，提交了调

研报告和研究报告，并对本标准讨论稿提出了修改建议和意见。因为疫情原因，

不得已推迟了第二次工作会议，但是，针对调研报告和讨论稿的意见和建议，项

目组采用邮件、微信和视频进行了充分研究讨论，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初稿。 

3. 第二次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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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 26～27 日，电梯标委会秘书处在苏州市组织召开了本标准项

目组第二次工作会议。与会项目组成员（代表）对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逐条进

行了认真的研究讨论，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并确定了下一步工作安排。 

七、申请征求意见 

   经过项目组成员的共同努力，完成了本标准征求意见稿等征求意见文件，具

备了征求意见条件，请电梯标委会审查并组织向社会征求意见。 

 

 

 

国家标准《电梯曳引机》项目组 

          2022年 10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