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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依据GB/T 1.1—2009起草。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修改采用ISO/TR 25741:2008《地震情况下的电梯和自动扶梯要求—汇编报告》

（英文版）。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与ISO/TR 25741:2008的主要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删除了 ISO/TR 25741:2008 附录 B，因该附录是日本《电梯抗震设计与施工指南（1998 年版）》

的资料性补充文件，其涉及内容已增加至日本《电梯抗震设计与施工指南（2009 年版）》中，

故本指导性技术文件附录 A 增加了相应内容。 

——ISO/TR 25741:2008 引用了美国标准 ASME A17.1—2004《电梯和自动扶梯安全规范》，包括

ASME A17.1a—2005 附录，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引用了美国标准 ASME A17.1—2007，因 ASME A17.1

—2007 已替代了 ASME A17.1—2004，包括 ASME A17.1a—2005 附录。 

——ISO/TR 25741:2008 引用了日本《电梯抗震设计与施工指南（1998 年版）》，本指导性技术文

件引用了日本《电梯抗震设计和施工指南（2009 年版）》，因日本《电梯抗震设计与施工指

南》（1998 年版）已被修订为日本《电梯抗震设计和施工指南（2009 年版）》。 

    为了便于使用，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对 ISO/TR 25741:2008 做了编辑性修改： 

——根据我国国情，删除了 ISO/TR 25741:2008 的前言、引言中的 0.8、0.9、0.10 和 0.11，因其

存在与否对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理解和使用没有任何影响。 

——更新了第 1章的表 2 和第 5 章的图 1，即增加了 2006 年至 2011 年间世界范围内最强烈地震的

区域和震级。 

——根据 ASME A17.1—2007，修改了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第 2 章的 2.1，将“8.4.11.2 限速阀”增

补为“8.4.11.2 限速阀和柱塞夹”。同时将 2.1、2.7 章节和参考文献中的“ASME A17.1—2004，

包括 ASME A17.1a—2005 附录”改为“ASME A17.1 —2007”。 

——根据日本《电梯抗震设计和施工指南（2009 年版）》修改了本文件第 3章的 3.1、3.2 和 3.3，

在附录 A 中增加了日本《电梯抗震设计和施工指南（2009 年版）》中涉及 ISO/TR 25741:2008

附录 B 的条款，以便保持 ISO/TR 25741:2008 的完整性和对应性。 

——删除了 ISO/TR 25741:2008 参考文献中的[8]、[12]和[15]。 

——增加了参考文献中的[36]。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附录A、附录B和附录C为规范性附录。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96)提出并归口。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负责起草单位：（暂空）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参加起草单位：（暂空）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人：（暂空） 



GB/Z —XXXX 

III 

引  言 

0.1 当发生地震时，地震会以波的形式释放能量，这些波是从地震源的各个方向传播出来的。不同形式

的能量波以不同的方式振动地表，同时以不同的速度穿越地层。最快的波，即首先到达指定场所的波被

称为P波。P波或者称压缩波，在其传播方向交替地压缩和拉伸物质。S波慢于P波，紧随着P波到达，S
波在其传播方向的垂直方向上下和前后振动地表。表面波会跟随P波和S波到来。来源：NEIC[13]。 

0.2 地震的强度通过不同的度量方式来衡量，即里克特震级和修正的麦加利地震烈度，里克特震级被认

为是更精确的。近似值见表1。 

表1 里克特震级 

里克特震级 麦加利地震烈度 加速度 可感知的近似半径 影响 

8.5 XII > 1.0 g － 全部遭受破坏。 

8 XI 0.8 g 580 km 普遍的破坏。 

7 IX-X 0.5 g 385 km 相当大的损坏。 

6 VII -VIII 0.15 g 210 km 
令人恐惧；烟囱断裂；不牢

固的建筑物破坏。 

5 VI -VII 0.05 g 145 km 

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得到；墙

体表面部分脱落；烟囱损

坏。 

4 v 0.01 g 130 km 

多数人能感受的到；部分窗

户损坏；墙体表面出现裂

纹。 

3 III － 15 km 在户内明显能感觉得到。 

2 l - II － 0 km 几乎不能感觉到。 

注：表1来源于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地震研究所
[14]
和WIEGEL 

[12]
。 

0.3 地震震级由地震波的振幅的对数确定，地震波的振幅由地震仪记录。地震等级每增加一个里克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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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相当于10倍更大强度的地面振动；增加两个单位相当于100倍更大强度的地面振动；依此按对数的序

列类推。 

0.4 上个世纪以来，通过里克特震级测量的最强烈的地震包括在表2和第五章的图1中： 

表2 最强烈的地震 

区  域 年  份 震  级 

智利 1960 9.5 

阿拉斯加州 1964 9.2 

俄罗斯 1952 9.0 

印尼班达亚齐 2004 9.0 

日本本洲东海岸附近 2011 9.0 

阿拉斯加州 1957 8.8 

千岛群岛 1958 8.7 

阿拉斯加州 1965 8.7 

印度 1950 8.6 

智利 1922 8.5 

印尼 1938 8.5 

印尼南苏门答腊 2007 8.5 

日本关东 1923 8.3 

印度古加拉 2001 8.1 

墨西哥 1985 8.0 

秘鲁 2007 8.0 

南秘鲁 2001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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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年  份 震  级 

中国汶川 2008 7.9
a 

美国旧金山 1906 7.8 

新西兰南岛西海岸远海 2009 7.8 

玻利维亚 1994 7.7 

萨尔瓦多 2001 7.7 

印尼南爪哇 2006 7.7 

台湾 1999 7.6 

中国唐山 1976 7.5 

库页岛 1995 7.5 

台湾 1935 7.4 

土耳其利兹米特 1999 7.4 

海地 2010 7.3 

南意大利 1980 7.2 

日本福井 1948 7.2 

日本宫城 2005 7.2 

新西兰基督城 2010 7.2 

注：表2来源于美国地质勘测。 

a   
2008 年 5 月 12 日中国汶川地震由中国地震局勘测的震级为

8.0 级，而美国地质勘测的震级为 7.9 级。 

0.5 地震引起的地面振动可能会对建筑物支撑结构、电梯和自动扶梯的运行和物理完整性产生不利的影

响。1971年2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圣费尔南多发生的里克特6.6级地震对建筑物、电梯和自动扶梯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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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严重的损坏。最主要的损坏见表3。 

表3 对电梯的损坏 

描   述 电梯的数量 

对重从导轨中脱离出来 674  

对重从导轨中脱离出来或轿厢损坏 109  

轿厢损坏 102  

钢丝绳系统损坏 100  

电机移位或某些转子损坏  174  

对重导轨支架断裂或损坏 174  

滚轮导靴断裂或松动 286 

注：表3来源于世界电梯的年度研究——地震和电梯
[11]

 。 

0.6 针对各个国家的不同地震经历，一些国家的标准中已涉及了一定等级的抗震保护要求。ISO/TC178 

认为在电梯的设计和制造过程中考虑地震影响，有利于在世界范围内提供统一的指导，以确保人员以及

设备的安全。这些国家具有在抗震方面的经验，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将为电梯行业提供参考。 

0.7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所涉及的范围是：为确保在一般事故情况下(如：非毁灭性的地面振动所引起的

事故)地震区域的电梯和自动扶梯能够安全运行而对其所作的特殊规范进行汇编。 

0.8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提供了不同地理区域的电梯和自动扶梯现行抗震设计规则或规范，而这些区域的

经验已证明提供合理程度的抗震保护是有效的。仅包括电梯安全标准中的要求。 

0.9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不包括建筑规范要求。然而，也参考了一些适用的建筑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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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情况下的电梯和自动扶梯要求—汇编报告 

1 范围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是在地震情况下对使用者与电梯和自动扶梯提供保护的相关安全标准的汇编。 

2 美国 

2.1 ASME A17.1-2007[1] 

ASME A 17.1–2007
1)规定了所有带对重的电梯、直顶式液压电梯以及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安全

要求，以上设备安装在设计和建造均符合建筑规范2级或更高级别地震区域的建筑物中。除非有其他规

定，ASME A17.1中8.4和8.5节是其他章节的附加要求。有关地震要求的要点按ASME A17.1的条款号和标

题在下面列出。要了解完整的内容，可参考ASME A17.1–2007 
[1]
。 

根据影响整个90年代后期的原建筑规范，美国分为5个地震区域，用0至4级来描述这些地震区域的

风险程度，0级表示最低，4级表示最高。考虑到该等级和地面振动所产生的加速度情况，ASME A17.1

给出了各等级地震风险区域所对应的加速度值。 

ASME A17.1 第8.4节 

2级及以上等级地震风险区域的电梯安全要求 

8.4.1 轿厢和对重水平间距 

8.4.1.1 轿厢、对重和对重护板之间的间隙 

8.4.2  机械设备和滑轮的承重梁、支撑物、地基 

8.4.2.1 承重梁和支撑物 

8.4.2.2 顶梁和地板 

8.4.2.3 紧固件和应力 

8.4.3  设备防护 

8.4.3.1 防脱槽装置 

图. 8.4.3.1.3 包角的弧长 

8.4.3.2 突出点的防护 

8.4.4 轿壁、轿门和轿厢照明 

                                                        
1) ASME 是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的注册商标。所列的 A 17.1 条款号和标题摘自美国标准 ASME A17.1 - 2007，版

权归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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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1 轿顶紧急出口 

8.4.5 轿厢架和轿厢底 

8.4.5.1 导向装置和位置保持装置 

8.4.5.2 轿厢架、导向装置和位置保持装置的设计 

8.4.6 轿厢和对重安全保护装置 

8.4.6.1 补偿绳轮 

8.4.7 对重 

8.4.7.1 设计 

8.4.7.2 导向装置和位置保持装置 

8.4.8 轿厢和对重导轨系统 

8.4.8.1 总则 

8.4.8.2 地震载荷的应用 

图. 8.4.8.2-1 12 kg/m (8Ib/ft) 导轨支架间距 

图. 8.4.8.2-2 16.5 kg/m (11Ib/ft) 导轨支架间距 

图. 8.4.8.2-3 18 kg/m (12Ib/ft) 导轨支架间距 

图. 8.4.8.2-4 22.5 kg/m (15Ib/ft) 导轨支架间距 

图. 8.4.8.2-5 27.5 kg/m (18.5Ib/ft) 导轨支架间距 

图. 8.4.8.2-6 33.5 kg/m (22.5Ib/ft) 导轨支架间距 

图. 8.4.8.2-7 44.5 kg/m (30Ib/ft) 导轨支架间距 

图. 8.4.8.2-8 轿厢和对重的负载系数 

8.4.8.3 导轨应力 

8.4.8.4 支架、紧固件和支撑物 

8.4.8.5 导轨接头的型式和强度 

8.4.8.6 导轨接头的设计和制造 

8.4.8.7 支架和支撑物的设计和强度 

表 8.4.8.7 导轨支架和支撑物的应力和挠度 

8.4.8.8 紧固型式 

8.4.8.9 电梯设计信息 

图. 8.4.8.9 导轨轴向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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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8.9.1 垂直于导轨x-x轴的力 

8.4.8.9.2 垂直于导轨y-y轴的力 

8.4.9 驱动主机和曳引轮 

8.4.9.1地震情况下对驱动主机和曳引轮的要求 

8.4.10 紧急运行和信号装置 

8.4.10.1 地震紧急情况下电梯的运行 

8.4.10.1.1地震装置（同时见图8.4.10.1.1） 

图.8.4.10.1.1 电梯地震装置要求的示意图 

8.4.10.1.2 设备技术要求 

8.4.10.1.3 电梯运行 (见图8.4.10.1.3) 

图. 8.4.10.1.3 地震紧急运行示意图 

8.4.10.1.4 设备的维护 

8.4.11 液压电梯 

8.4.11.1 机房和设备间 

8.4.11.2 限速阀和柱塞夹 

8.4.11.3 管道支撑 

表 8.4.11.3 管道支撑间距 

8.4.11.4 平衡重 

8.4.11.5 导轨、导轨支架和固定 

8.4.11.6 油箱的支座 

8.4.11.7 液压电梯布置图的信息 

8.4.11.7.1垂直于导轨x-x轴的力(见 8.4.8.9) 

8.4.11.7.2垂直于导轨y-y轴的力(见 8.4.8.9) 

8.4.12 电梯的设计资料和计算公式 

8.4.12.1 每对导轨上的最大受力 

8.4.12.1.1垂直于导轨x-x轴的力(见 8.4.8.9) 

8.4.12.1.2垂直于导轨y-y轴的力(见 8.4.8.9) 

8.4.12.2 导轨惯性矩 

8.4.12.2.1 垂直于导轨x-x轴的力 (见 8.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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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2.2.2 垂直于导轨y-y轴的力 (见 8.4.8.9) 

表 8.4.12.2.2 最大允许挠度 

8.4.13 地面振动参数 

8.4.13.1 美国建筑规范的应用 

8.4.13.2 加拿大建筑规范的应用 

ASME A17.1 第8.5节 

2级及以上等级地震风险区域的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安全要求 

8.5.1 扶手装置的结构 

8.5.2 桁架构件  

8.5.2.1 横向力 

8.5.2.1.1 地震区域和NEHRP地图 

8.5.2.2 垂直力 

8.5.2.3 桁架计算 

8.5.3 桁架和建筑物之间的支撑连接 

8.5.4 地震保护装置 

2.2 建筑物地震时的安全性 

以下缩写被定义为： 

FEMA      联邦应急管理局 

NEHRP     国家抗震救灾委员会 

NFPA      国家火灾保护协会 

NIST      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SF    国家科学基金会 

USGS      美国地质勘探局 

美国的建筑规范（The Model Building Codes）在建筑物的构造质量和如何抵抗自然力方面比NEHRP

更全面。 

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在地震工程、地球科学

和地震学领域做了很多重要的基础调研工作。这些基础调研工作和由USGS所使用的地震监测网络为USGS

完成详细的地震危险分布图和NSF开发重要的地震工程知识提供了依据。 

同时，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和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直接吸收NIST、NSF

和USGS的先进科学成果，发展并完善了NEHRP推荐性规定，即关于地震结构设计的指导文件。由USGS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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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地震危险分布图被直接引用在NEHRP推荐性规定中，NSF的研究成果也被引用到推荐性规定中。在工

程学专业范围内该指导性文件被认为是具有最新技术水平的地震设计指导文件。 

美国新设计标准被建筑法规所采用而强制执行。FEMA和USGS与州、当地政府以及多个州的财团合作

以提高危险的识别能力，并促使处在地震危险中的区域和州采用建筑法规。另外，NEHRP的推荐性规定

作为《国际建筑物规范》
[5]
、《国际住宅规范》以及NFPA5000《建筑物施工和安全规范》

[6]
中有关地震

设计要求的基础。 

2.3 地震管理分析与规划系统 

国家抗震救灾委员会（NEHRP）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委员会，目的是降低地震引起的生命和财产风险。

国家抗震救灾委员会是由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国家科学基

金会（NSF)、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所组成，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为负责单位。 

2.4 新建筑物应用 NEHRP 和 FEMA 地震标准 

NEHRP 对新建筑物地震条例的推荐性规定
[15][16] 

NEHRP 建筑物抗震设计推荐性规定（1991 年版）的应用指南(1995 年修订版) [17] 

NEHRP 非技术性解释的推荐性规定（1995 年修订版）
[18]

 

地震风险时对社会的考虑(1995年修订版)
 [19]

 

地震考虑：公寓式建筑(1996 年修订版) 
[20]

 

地震考虑：小学和中学（1990年修订版）
[21]

 

地震考虑：卫生保健设备(1990年修订版)
 [22]

 

地震考虑：旅馆和汽车旅馆（1990年修订版）
[23]

 

地震考虑：办公楼（1996年修订版）
[24]

 

社会影响：精选读物（1985年版）
[25]

 

2.5 现有建筑物中应用 NEHRP 和 FEMA 地震标准 

NEHRP 地震后建筑物重建指南（1997年版）
[26] [27]

 

NEHRP 案例研究：地震后建筑物重建指南的评价（1999年版）
[28]

 

地震后重建计划：社会问题（1998年版）
[29]

 

NEHRP 地震后建筑物重建指南的应用示例（1999年版）
[30]

 

NEHRP 地震后在用建筑物重建技术手册（1992年版）
[31]

 

NEHRP 地震后现有建筑物评估手册（1992年版）
[32]

 

现有建筑物降低地震危险的行动计划（1985年版）
[33]

 

2.6 土木工程设计标准 

ASCE 7-02
[3]
给出了对静载荷、动载荷、土壤、洪水、风、雪、雨、冰和地震负载以及这些载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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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的通用要求，这些对载荷的要求包含在相应的建筑规范和其他文档中。 

当前版本的ASCE 7-02中，关于地震载荷的规定首次被《国际建筑物规范（2003年版）》
[5]
、NFPA5000

《建筑物施工和安全规范》
[6]
所引用。所有其他的ASCE 7规定继续被《国际建筑物规范（2003年版）》

引用。该标准中也包含了详细的注释，这些注释是一些帮助建筑委员会和法规部门进行解释的附加信息。 

该标准为建筑师、结构工程师和从事于制定和管理当地建筑规范的人员提出了关于结构负载的要

求。该标准使用SI单位和英制单位。 

2.7 参考出版物 

ASME A17.1 -2007 电梯和自动扶梯安全规范
[1]
，源于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 

AISC 建筑物钢结构的设计、制造和安装规范
[2]
，源于美国钢结构学会 

ASCE 7-02 建筑物和其他结构的最小设计载荷
[3]
，源于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 

NEHRP 地图
[4]
，源于建筑物地震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 

国际建筑物规范（2003年版）
[5]
，源于国际规范委员会 

NFPA 5000 建筑物施工和安全规范（2002年版）
[6]
，源于国家火灾保护协会 

2.8 获取信息 

2.8.1 American Institute of Steel Construction 

1 East Wacker Drive, Suite 3100 

Chicago, IL 60601 

USA 

Tel: ++ 312-670-2400 

Web: http://www.aisc.org 

2.8.2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Inc. 

25 West 43rd Street 

New York, NY 10036 

USA 

Tel: ++ 212-642-4900 

Web: http://www.ansi.org 

2.8.3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ASCE Publications 

1801 Alexander Bell Drive 

Reston, VA 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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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 

Tel: ++ 800-548-2723 

Web: http://www.asce.org 

2.8.4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ASME Order Department 

22 Law Drive 

Box 2300 

Fairfield, NJ 07007-2300 

USA 

Tel(US & Canada): 800-843-2763, ext. 848 

Tel(Outside North America): ++ 973-882-1167, ext. 848 

Tel(Mexico): ++ 95-800-843-2763, ext. 848 

E-mail: infocentral@asme.org 

Web: http://www.asme.org/catalog 

2.8.5 Building Seismic Safety Council 

National Institute of Building Sciences 

1090 Vermont Avenue, N.W., Suite 700 

Washington, D.C. 20005 

USA 

Tel: ++ 202-289- 7800 

Fax: ++ 202-289-1092 

Web: http://www.nibs.org 

E-mail: bssc@nibs.org 

2.8.6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500 C Street, SW 

Washington, DC 20472 

USA 

Tel: ++ 202-566-1600 

Web: http://www.fem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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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International Code Council 

5203 Leesburg Pike 

Suite 600 

Falls Church, VA 22041 

USA 

Tel: ++ 703-931-4533 

Web: http://www.iccsafe.org 

2.8.8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NFPA) 

1 Batterymarch Park 

P. 0. Box 9101 

Quincy, MA 02269-9101 

USA 

Tel: ++ 617- 770-3000 

Web: http://www.nfpa.org 

2.8.9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 

100 Bureau Drive, Stop 3460 

Gaithersburg, MD 20899-3460 

USA 

Tel: ++ 301-975-6478 

Email: inquiries@nist.gov 

Web: http:llwww.nist.gov 

2.8.10 U. S. Geological Survey(USGS) 

Web: http://www.usgs.gov 

3 日本 

3.1 电梯抗震设计与施工指南（2009 年版）
[7] 

该指南适用于安装在建筑物内的电梯和自动扶梯，有关地震要求的要点按照日本《电梯抗震设计与

施工指南（2009年版）》的条款号和标题在下面列出。了解完整的内容，可参考日本《电梯抗震设计

与施工指南（2009年版）》。 

1 基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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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适用范围 

1.2 抗震的目标 

1.3 极限应力的要求 

2 设计的地震力 

2.1 作用于设备的水平地震力 

表1 加载重量的水平当量系数 

表2 用途系数I 

2.2 作用于设备的垂直地震力 

2.3 导轨与导轨支撑材料的抗震措施 

图1 导靴或者防脱落装置与导轨之间的搭接尺寸 

表3  载荷降低系数β 

2.4 机房设备及悬挂设备的抗震措施 

图2 曳引机的设置示例 

图3 控制柜的设置示例 

图4 绳脱槽保护装置的安装尺寸 

图5 绳脱槽保护装置的安装尺寸 

图6 绳脱槽保护装置的安装尺寸 

2.5 防止长条形柔性部件钩住突出物的保护措施 

表4 针对突出物的保护措施（抗震等级A09） 

表5 针对突出物的保护措施（抗震等级S09） 

图7 有机房电梯的突出物保护措施设置示例 

图8 无机房电梯的突出物保护措施设置示例 

2.6 地震时的管制运转 

表6 P波与S波地震感应器的设定值（Gal） 

3 其他与建筑有关的事项 

4 自动扶梯的抗震措施 

图9 底座与桁架支撑角钢的固定方法示例（下端固定） 

5 在用电梯改造中的抗震措施 

3.2 参考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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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标准法
[36]

，日本1981年6月1日颁布 

3.3 获取信息 

3.3.1 日本电梯协会 

5-11-2 Minami-Aoyama 

Minato-Ku 

Tokyo 

Japan 

Tel: ++ (81) 3-3407-6471 

Fax: ++ (81) 3-3407-2259 

4 新西兰 

4.1 新西兰标准 NZS 4332: 1997[8]
 

该标准规定了乘客电梯和带轿厢控制装置的载货电梯的设计、制造、运行和检测的安全要求，不包

括单一单元住宅使用的电梯。其适用于新建筑和在用建筑中新装电梯，或者是在用电梯的改装。除非有

其他规定，这些要求在新西兰标准NZS 4332: 1997
2)的其他部分已有附加的要求。有关地震要求的要点

按照新西兰标准NZS 4332: 1997的条款号和标题在下面列出。要了解完整的内容，可参考新西兰标准NZS 

NZS 4332: 1997。 

第 I 部分 基本要求 

2.1 地震载荷 

表 2.1 风险要素 

第 2 部分 电梯：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 

5.2 电梯要求 

⎯ 地震类别 

25.8 地震情况下电梯的运行 

25.8.1 主要部件位移传感器 

25.8.2 运行 

图 25.1 主要部件位移传感器 

第 3 部分 液压电梯 

31.2 图和摘要 

                                                        
2) 所列的 NZS 条款号和标题摘自新西兰标准 NZS 4332: 1997，版权©归新西兰标准机构所有。本指导性技术文件

附录 B包含了新西兰标准 NZS 4332，版权©归新西兰标准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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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类别 

附录D地震区域 

图 D.1 地震区域 

4.2 参考出版物 

NZS 4332: 1997
 [8]

 

NZS 4203:1994
 [9]

 

NZS 4203 :1992 CORR1
 [10]

 

4.3 获取信息 

4.3.1 Standards New Zealand 

155 The Terrace 

Private Bag 2439 

Wellington, New Zealand 

Tel: ++ (04) 498 5990 

Tel: ++ (04) 498 5991 

E-mail: snz@standards.co.nz 

Web: http://www.standards.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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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地震 

 

图
1
 
世

界
范
围

内
的

主
要

地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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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电梯抗震设计与施工指南（2009年版） 

A.1 基本规定 

A.1.1 适用范围 

a）该指南适用于安装在建筑物里的电梯和自动扶梯； 

b）基于专题研究的抗震设计和施工的建筑物，该指南的部分条款可能不适用。 

A.1.2 抗震的目标 

a）对于罕见的地震，要求电梯能够在地震后无故障运行。而对于极为罕见的地震，要求电梯即使

有设备出现损伤，也能够支撑悬挂的轿厢； 

b）对于极为罕见的地震，要求自动扶梯即使有设备出现损伤，也不会脱离建筑物大梁等支撑物而

坠落。 

A.1.3 极限应力的要求 

a) 对建筑物的损伤极限应力及同等的设计用震度作评价时，设备产生的应力应在使用材料的许用

应力以内，构造部位的变形应在许用值以内，才能保证电梯的运行极限应力； 

b) 电梯在受到安全极限设计范围内的地震影响时，应采取以下措施保证乘客的生命安全。电梯能

够保持轿厢的悬挂极限应力，并以能救出乘客为目标； 

1) 曳引机、控制柜不会倾倒、移位； 

2) 悬挂轿厢的悬挂钢丝绳不会从曳引轮上脱落； 

3) 无机房电梯的导轨及其支撑材料应具有支撑悬挂轿厢的极限应力。 

c) 为防止悬挂钢丝绳、限速器钢丝绳、电缆等由于地震时的振动而钩住井道内的突出物，应针对

突出物采取保护措施，防止钢丝绳及电缆被钩住的危险； 

d) 当建筑物的楼层间出现层间变形时，自动扶梯的桁架主体不会坠落。 

A.2 设计的地震力 

注：公式编号与日本《电梯抗震设计与施工指南（2009年版）》相同。 

A.2.1 作用于设备的水平地震力 

A.2.1.1 设计用水平地震力Fh 

设计用水平地震力Fh 通过下述公式计算，作用点为设备的重心。 

( ) glmomh ⋅⋅+⋅= αKhF  (N)                                                 …… (5-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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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设计用水平震度 

mo——对象设备主体的质量（kg） 

ml——对象设备的加载质量（kg，没有加载物的设备ml= 0） 

a——加载重量的水平当量系数（参考表A.1） 

g——重力加速度（9.8m/s
2
） 

表A.1 加载重量的水平当量系数 

对象电梯 水平当量系数α 

乘客电梯、病床电梯
a
 0.25 

客货电梯
b
、载货电梯 0.5 

自动扶梯 0.25 

a   
行动不便人员使用的垂直升降平台、行动不便人员使用的斜行升降平台与乘客电梯、病床电梯

相同，α为0.25。轮椅式楼道升降机由于乘客用安全带固定在设备上，α为1.0。 

b   
对于客货电梯，在轿厢为“地板下防震橡胶支撑”的场合，应作为乘客电梯对待，α为0.25。 

A.2.1.2 设计用水平震度Kh 

ZIhsK ⋅⋅= ,hK                                                          …… (5-2) 

式中： 

    Ks,h——设计用水平标准震度 

I——用途系数（依据表 A.2） 

Z——地域系数 

在抗震等级 A09时， IhsK ⋅, 的值为 0.4 以上，在抗震等级 S09时， IhsK ⋅, 的值为 0.6 以上。而在非

抗震结构的场合，则为上述数值的 1/2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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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用途系数 Ι 

电梯 

设备 

机房设备 井道设备 

乘客电梯、客货电梯、病床电梯 1.0 1.0 

载货电梯 1.0 0.75 

A.2.1.3 设计用水平标准震度Ks,h 

EsDmKbKbA ,hs,K ⋅⋅⋅=                                                  …… (5-3) 

式中：  

Ab——建筑物基础部震度 

Kb——建筑物的应答倍率 

Km——设备应答倍率 

Ds,E——与电梯设备安装有关的结构特性系数 

Ds,E用于评价安全极限应力时，Ds,E =0.67；评价运行极限应力时，Ds,E =1.0。 

A.2.2 作用于设备的垂直地震力 

A.2.2.1 设计用垂直地震力Fv 

设计用垂直地震力Fv 通过下述公式计算，作用点为设备的重心。 

( ) glmomv ⋅+⋅= KvF                                                          ……(5-7) 

式中： 

Kv——设计用垂直震度，通过下面的计算予以规定。 

A.2.2.2 设计用垂直震度：Kv 

ZI ⋅⋅= vs,KvK                                                                 ……(5-8)

式中： 

Ks,v——设计用垂直标准震度，通过下面的计算予以规定。 

A.2.2.3 设计用垂直标准震度：Ks,v 

EsDvmKvbKvbA ,,,,vs,K ⋅⋅⋅=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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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b,v——建筑物基础部垂直震度 

Kb,v——建筑物的垂直应答倍率 

Km,v——设备垂直应答倍率 

Ds,E——与电梯设备安装有关的结构特性系数 

A.2.3 导轨与导轨支撑材料的抗震措施 

对于罕见的地震，为保证导轨不会变形、轿厢与对重不会脱离导轨，导轨与导轨支撑材料应选用合

适的强度与结构。对于极罕见的地震，为保证轿厢与对重不会立即脱离导轨，应保证导轨导向部分的搭

接尺寸。 

A.2.3.1 作用于导轨上的载荷 

因地震力而导致轿厢与对重作用于导轨的力可以通过下述公式计算。 

( ) εαε ⋅⋅+=⋅= glmomhKhFxP  (N)                                             ……（6-1-1） 

( ) εαε ⋅⋅+=⋅= glmomhKhFyP
2
1

2
1

 (N)                                          ……（6-1-2） 

式中： 

Px——导轨在x方向上的力（N） 

Py——导轨在y方向上的力（N） 

Fh——设计用水平地震力（N） 

Kh——设计用水平震度 

M0——轿厢或者对重的质量（kg） 

ml——轿厢的载重量（kg） 

ε——上方及下方导靴的载荷比率：0.6 

    g——重力加速度：9.8（m/s
2
） 

α——加载重量的水平当量系数 

A.2.3.2 导轨强度及其评价标准 

电梯轿厢及对重的导轨，因地震力作用而承受的力Px或者Py所对应的应力与挠度可以根据下述公式

计算。而对于导轨、导靴采用包围结构的产品、轮椅式楼道升降机、行动不便人员使用的升降平台等特

别结构的电梯，则根据其结构进行计算。 

A.2.3.2.1 正常情况下无垂直载荷作用于导轨的情况（有机房电梯） 

A.2.3.2.1.1 导轨的应力和挠度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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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震力作用点间隔大的导轨的情况 

对轿厢侧或者对重侧，当地震力的垂直作用点间隔（导靴或者防脱落装置的间隔）大于导轨支架安

装间隔的 1/2 时（Gp≥l/2），则根据公式（6-2-1）、公式（6-2-2）进行计算。 

Gp：地震时载荷作用点（导靴或者防脱落装置）间隔 

l：导轨支架安装间隔 

应力 
Z

lbP21
40
7

1
ββ

γσ ××=  （N/mm2）                                      ……（6-2-1） 

挠度 
EI

lbP 3
21

960
11

2
ββ

γδ ××=  （mm）                                       ……（6-2-2） 

式中： 

Pa——上方导靴作用于导轨的力，Px或者 Py（N） 

Pb——下方导靴作用于导轨的力，Px或者 Py（N） 

l——导轨支架的安装间隔（mm） 

Z——导轨的截面系数，Zx或者 Zy（mm
3
） 

E——导轨的弹性模量（N/ mm
2
） 

I——导轨截面惯性矩，Ix或者 Iy（mm
4
） 

β1——使用整体式支架时的载荷降低系数 

β2——使用中间限位件时的载荷降低系数 

γ1——连接板应力系数 

γ2——连接板挠度系数 

b) 地震力作用点间隔小的导轨的情况 

当地震力的垂直作用点间隔小于导轨支架安装间隔的 1/2 时（Gp＜l/2），根据公式（6-2-3）、公式

（6-2-4）进行计算。 

应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l
pG

pGl
Z
aP

l
Z
bP 212

207
40
17

40
1

1
ββ

γσ                                      ……（6-2-3） 

挠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EI
pGpllaP

EI
lbP 3802G·84311

960
1

311
960
1

2
ββ

γδ                                 ……（6-2-4） 

A.2.3.2.1.2 导轨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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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轨的评价标准如下。 

导轨应力σ  ≤许用应力 

导轨挠度 δ＋支撑材料挠度 δb≤（A－C）－（余量：10mm） 

图 A.1 中， 

尺寸 A——导轨导向部分搭接尺寸 

尺寸 C——防脱落装置间隙的尺寸 

尺寸 A－C——导靴或者防脱落装置的有效搭接尺寸 

 

 

 

 

 

 

图A.1 导靴或者防脱落装置与导轨之间的搭接尺寸 

A.2.3.2.2 正常情况下有垂直载荷作用于导轨的情况（无机房电梯等） 

A.2.3.2.2.1 导轨的应力和挠度的计算 

a) 地震力作用点间隔大（Gp≥l/2）的导轨的情况 

压缩应力以及弯曲应力同时作用时的应力判定。 

压缩应力
A

RWvF
CE

+
=σ   （N/mm2）                                          ……（6-2-12） 

式中： 

WR ——作用于导轨的静态垂直力（N） 

FV ——作用于固定在导轨顶部设备的设计用垂直地震力（N） 

A ——导轨截面积（mm
2
） 

弯曲应力
Z

lbP
BE

21
40
7

1
ββ

γσ ××=   （N/mm2）                                  ……（6-2-13） 

挠度

⎪
⎪
⎪

⎭

⎪⎪
⎪

⎬

⎫

⎪
⎪
⎪

⎩

⎪⎪
⎪

⎨

⎧

+
−

×

×=

cP
RWvF
xEI

lbP

x
1

3
21

960
11

2

ββ

γδ    （mm）                                     ……（6-2-14） 

导靴或者防脱落装置 

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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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欧拉压曲载荷 Pc， 

2
2

l
xEI

ncP ××= π                                                           ……（6-2-15） 

式中： 

n——末端系数 

b) 地震力作用点间隔小（Gp＜l/2）的导轨的情况 

压缩应力
A

RWvF
CE

+
=σ   （N/mm2）                                        ……（6-2-12） 

弯曲应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l
pG

pGl
Z
aP

l
Z
bP

BE

212
207

40
17

40
1

1
ββ

γσ   （N/mm2）            ……（6-2-16） 

挠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P
RWvF

xEI
pGplGlaP

xEI
lbP

x
1

960

3802843111
960

3111

2

ββ

γδ   （mm）                  ……（6-2-17） 

A.2.3.2.2.2 导轨的评价标准 

导轨的评价标准如下: 

    应力: 

CEσ ≤压曲的短期许用应力 （N/mm2） 

BEσ ≤短期许用应力 （N/mm2）                                             ……（6-2-18） 

短期许用应力压曲的短期许用应力

∑+ BEσσ CE ≤1                                          ……（6-2-19） 

bδδ 支撑材料挠度导轨挠度 + ≤ ）（余量：）有效搭接尺寸（ mm10 CA −−                   ……（6-2-20） 

A.2.3.3 对重侧导轨的作用载荷降低系数 

对于对重侧导轨作用的载荷，应当通过连接左右导轨将载荷分散到相邻导轨的整体式支架方式，或

者通过在对重纵向框架中间部位的导轨与纵向框架之间使用分散载荷的中间限位件方式时，可适用下述

载荷降低系数。 

A.2.3.3.1 载荷降低系数 

使用整体式支架场合的载荷降低系数的最小值以及使用中间限位件场合的载荷降低系数见表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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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载荷降低系数 β 

导轨标称 

设置整体式支架的场合β1 

设置中间限位件的场合β2 

匚型 口型 

T-8K 

0.67 

0.56 

0.70 

T-13K 0.63 

T-24K 0.50 

T-30K 0.59 

T-18K 

0.78 0.78 ※0.78 

T-37K 

T-50K 0.92 0.92 ※0.92 

T75-3/B 

0.67 

0.66 

0.70 

T89/B 0.61 

T127-1/B 0.65 

T127-2/B 0.50 

T140-1/B 0.60 

T140-2/B 0.68 0.68 

T140-3/B 0.86 0.86 0.86 

注1：在整体式支架以及无槽形中间限位件的场合，Y方向没有降低载荷的效果。 

注2：※标记处是使用有槽形中间限位件的场合，为0.7。 

A.2.3.3.2 整体式支架的应力和挠度的确认 

在载荷相当于对重的地震力的1/2 的条件下，求得整体式支架的应力，并且应小于许用应力。针对

整体式支架打开时的刚性应大于导轨的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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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σ ≤许用应力 （N/mm2）                                                   ……（6-3-21） 

tδ ≤δ  （mm）                                                            ……（6-3-22） 

式中： 

δ——没有设置整体式支架时导轨的最大许用挠度 

A.2.3.4 导轨撑架的计算 

导轨撑架有轿厢侧、对重侧以及两侧共用支架等，而形状结构也有多种，因此应基于实际情况进行

计算。 

A.2.3.4.1 应力、挠度允许的范围 

应力σ ≤许用应力  （N/mm2）                                                 ……（6-4-1） 

挠度 Bδ ≤ 5 mm                                                            ……（6-4-2） 

A.2.3.4.2 地脚螺栓的拉伸力与剪切力 

a) 拉伸力 

作用于地脚螺栓的拉伸力 R ≤ aR （N）                                        ……（6-4-3） 

b) 剪切力 

作用于地脚螺栓的剪切力 S ≤ aS （N）                                        ……（6-4-4） 

c) 拉伸力与剪切力同时作用时的综合评价公式 

22

⎟
⎟
⎠

⎞
⎜
⎜
⎝

⎛
+⎟

⎟
⎠

⎞
⎜
⎜
⎝

⎛

aS
S

aR
R

≤1                                                        ……（6-4-5） 

式中： 

R——作用于地脚螺栓的拉伸力（N） 

Ra——仅拉伸力作用时的许用拉伸力（N） 

S——作用于地脚螺栓的剪切力（N） 

Sa——仅剪切力作用时的许用剪切力（N） 

在考虑直行2个方向的地震力时，面向直达2个方向的各个方向的R、S组合，或者对于任何一方不利

方向的R、S组合，都应满足公式（6-4-5）。 

A.2.4 机房设备及悬挂设备的抗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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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1 防止曳引机、控制柜的倾倒或移位 

曳引机、控制柜、液压电梯的动力单元等以及电梯的悬挂设备应采用在安全极限震度下不会倾倒与

移位的结构，具体应通过下述公式进行确认。 

不会倾倒与移位的条件    
22

⎟⎟
⎠

⎞
⎜⎜
⎝

⎛
+⎟⎟

⎠

⎞
⎜⎜
⎝

⎛

aa S
S

R
R

≤1                                ……（7-1-1） 

式中： 

R——发生在支撑部位的拉伸力（N） 

Ra——支撑部位的许用拉伸力（N） 

S——发生在支撑部位的剪切力（N） 

Sa——支撑部位的许用剪切力（N） 

支撑部位是指为防止曳引机、控制柜倾倒或移位而设置的安装螺栓、地脚螺栓、抗震固定器或者支

撑材料。 

曳引机的设置示例见图 A.2，控制柜的设置示例见图 A.3。 

发生在支撑部的拉伸力 
b

cWagmKhgmK
R ovoh ⋅−⋅⋅⋅−−⋅⋅⋅

=
)1(

 （N）         ……（7-1-2） 

发生在支撑部的剪切力 gmKS oh ⋅⋅=  （N）                                 ……（7-1-3） 

式中： 

    mo——设备的质量（kg） 

    W——作用于绳轮的悬挂力（N） 

    Kh——设计用水平震度 

    KV——设计用垂直震度 

    g——重力加速度（9.8m/s
2
） 

    h——曳引机的重心高度（mm） 

    a——距离曳引机重心点的水平距离（mm） 

    b——固定部的间隔（mm） 

    c——距离绳轮中心点的水平距离（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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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   曳引机的设置示例                  图 A.3  控制柜的设置示例 

A.2.4.2 悬挂设备构成部件的抗震性能 

A.2.4.2.1 防止对重块的脱落 

应采用不会由于地震而导致对重块从对重框架脱落的结构。 

A.2.4.2.2 液压电梯的液压管 

液压电梯的液压管应在标准震度的地震力时具有足够的强度。在跨层安装的时候，其强度应能承受

建筑物层间变形 1/100 时在配管支撑部位产生的相对变位。 

A.2.4.3 防止绳脱槽 

应在绳轮处设置铁制或者钢制框架以防止悬挂钢丝绳因地震而脱槽（以下称为脱槽保护装置）。 

为防止其它绳因地震而脱槽，也应设置绳脱槽保护装置。 

卷筒式曳引机的绳轮、限速器绳轮的绳脱槽保护措施，可以采用加高绳轮边缘高度的深槽型绳轮，

或者设置脱槽保护装置。 

绳脱槽保护装置的结构： 

普通绳脱槽保护装置的安装尺寸见图A.4，深槽型绳脱槽保护装置的安装尺寸见图A.5及图A.6。 

槽的深度 A：A≥ d
3

1
并且A≥3  mm 

凸起与绳脱槽保护装置之间的尺寸 B： B ≤ d
20
17

 

边缘与绳脱槽保护装置之间的尺寸 C：C≤ d
4
3

 

式中： 

控制柜 

防震橡胶 

抗震固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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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为绳直径,截面为扁形的绳时，截面的短边尺寸为 d。 

A.2.5 防止长条形柔性部件钩住突出物的保护措施 

为防止悬挂钢丝绳、限速器钢丝绳、电缆等长条形柔性部件由于地震时的振动而钩住井道内的突出

物，应针对突出物采取保护措施，防止钢丝绳及电缆被钩住的危险。 

A.2.5.1 抗震等级A09的时候 

抗震等级 A09时的保护措施如表 A.4 所示，这些保护措施的设置表示在井道平面图上，有机房电梯

的突出物保护措施设置示例见图 A.7，无机房电梯的突出物保护措施设置示例见图 A.8。 

 

 

边缘 
绳保护装置 

凸起 

边缘 绳保护装置 凸起

边缘 绳保护装置 凸起

图 A.4 绳脱槽保护装置的安装尺寸 

图 A.5  绳脱槽保护装置的安装尺寸 

图 A.6  绳脱槽保护装置的安装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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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针对突出物的保护措施（抗震等级 A09） 

井道 

全高 

项目 

编号 

保护措施的名称 

（保护对象） 
保护措施的内容 施工范围 

10m 以内 ○2  

纵向保护线（对重侧导轨支架）

（保护对象：所有长的柔性部件

如：随行电缆、悬挂钢丝绳、补

偿链、补偿绳、对重用限速器钢

丝绳） 

在对重侧导轨支架

的边角处安装纵向

保护线。 

针对整个升降行程施工。 

10m 以上

60m 以下 

○2  同上 同上 同上 

○1  

纵向保护线 

（轿厢侧导轨支架） 

（保护对象物：随行电缆） 

电缆侧的导轨支架、

中间梁的随行电缆

保护 

从升降行程中间的下方开始施

工 

○6  

限速器钢丝绳导向装置、横向防

护罩或者横向保护线 

（保护对象：限速器钢丝绳、悬

挂钢丝绳、补偿链、补偿绳、钢

带） 

设置限速器钢丝绳

导向装置、钢带导向

装置、横向防护罩或

者横向保护线。或设

置与对重或层门连

接的横向防护罩。 

对于返回侧限速器钢丝绳及返

回侧钢带，间距应小于 20m。而

在感应器侧设置限速器钢丝绳

及钢带的情况下，间距应小于

15m。在井道开关附近的情况下，

在其附近施工。 

井道下方设置曳引机且井道全

高超过 30m 时，对于由曳引机至

井道上方的悬挂钢丝绳，至少应

在悬挂钢丝绳间隔的中央附近

设置绳导向装置。 

○9  
保护金属网、防护罩 

（保护对象：随行电缆） 

在随行电缆一侧的

中间梁处设置保护

金属网或者防护罩。

防护罩适用于速度

在 1.75m/s 以下的

电梯。 

在沿着中间梁设置随行电缆保

护金属网或者防护罩时，应在位

于升降行程的中间以下的位置

施工。 

○10  
中间防摆动装置 

（保护对象：随行电缆） 

当随行电缆吊架位

于井道顶部时，安装

中间防摆动装置。 

在升降行程的中间附近施工。 

○11  
限速器钢丝绳侧立柱连接支架 

（保护对象物：限速器钢丝绳）

限速器侧的立柱连

接支架不得超出立

柱宽度。 

在轿厢、对重侧配置限速器的升

降行程全程施工。 

○12  
对重侧立柱连接支架 

（保护对象：补偿链、补偿绳）

限速器侧的立柱连

接支架不得超出立

柱宽度。 

在设置补偿链或者补偿绳的时

候，在升降行程全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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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续）  针对突出物的保护措施（抗震等级 A09） 

井道 

全高 

项目 

编号 

保护措施的名称 

（保护对象） 
保护措施的内容 施工范围 

60m
以 上
120m
以下 

注：
参考
○15  

○1 ○2 ○6
○9 ～○12  

同前 同前 同前 

○3 *
 

横向防护罩或者纵向保护线（候梯
厅） 

（保护对象：随行电缆） 

设置横向防护罩或者纵向保
护线。 

在随行电缆侧的底部
或者顶部施工。（在升
降行程中间的下方施
工。） 

○5 *
 

开门联锁机构防护罩 

（保护对象：随行电缆、悬挂钢丝
绳、补偿链、补偿绳） 

井道内层门侧的开门联锁机
构（滚轮、门刀）在不影响装
置功能的情况下，采用防止被
钩住的结构。 

在井道下方 5/6 的井
道内层门侧的开门联
锁机构，应在不影响
装置功能的情况下，
采用防止被钩住的结
构。 

○7 *
 

横向防护罩或者横向保护线（端站
强迫减速开关） 

（保护对象：随行电缆、限速器钢
丝绳、补偿链、补偿绳、悬挂钢丝
绳） 

在端站强迫减速开关的安装
支架间安装纵向保护线。由垂
直端的安装支架在墙壁侧设
置横向防护罩或者横向保护
线，或通过垂直端的安装支架
设置导轨延伸至层门的横向
防护罩。 

在安装端站强迫减速
开关的时候施工。 

○8 *
 

横向防护罩或者横向保护线 

（保护对象：平层感应器安装支架）

在平层感应器安装支架设置
横向保护线或者横向防护罩。
或设置延伸至层门或对重导
轨的横向防护罩。 

在平层感应器安装支
架上施工。 

○13 *
 

立柱连接支架 

（保护对象：悬挂钢丝绳、随行电
缆、限速器钢丝绳、补偿链、补偿
绳） 

立柱连接支架不得超出立柱
宽度。 

在设置连接支架处施
工。 

○14 *
 

横向防护罩或者横向保护线（随行
电缆侧的安装支架） 

（保护对象：限速器钢丝绳、悬挂
钢丝绳、补偿链、补偿绳） 

在随行电缆吊架、中间防摆动
装置、保护金属网安装支架处
设置横向防护罩或横向保护
线，延伸至层门或对重侧导轨
并进行固定。 

在顶层与底层以外的
范围内，当设置如左
所示的随行电缆用支
架或其它同样的装置
时，设置该保护设置。

 

 

 

 

 

 



GB/Z —XXXX 

27 

表 A.4（续）  针对突出物的保护措施（抗震等级 A09） 

井道
全高 

项目编号 
保护措施的名称 

（保护对象） 
保护措施的内容 施工范围 

120m
以上 

○1 ～○3
○5 ～○14  同前 同前 同前 

○4  

横向防护罩或者横向保护线
（候梯厅） 

（保护对象：悬挂钢丝绳、
补偿链、补偿绳） 

当层门的上部及下部与层门侧墙
之间存在间隙时，则设置堵塞该
间隙的横向防护罩或者横向保护
线。 

位于井道全程的中间部
分处，约 4/6 的楼层，
在层门的上部及下部进
行施工。 

○15 *
 

撑架连接件 

（保护对象： 限速器钢丝
绳、悬挂钢丝绳、补偿链、
补偿绳） 

在对重导轨上安装撑架连接件。
（在实施○16对策的时候不需要） 

在20m的高度以下施工。

当设置有对重侧限速器
的时候，超过 60m 的井
道内施工。 

○16 *
 

轿厢或者对重的突出物保护
装置 

（保护对象：限速器钢丝绳、
悬挂钢丝绳、补偿链、补偿
绳） 

为防止轿厢斜拉杆下方固定部
位、轿厢安全门框架、对重安全
钳等轿厢周围突出物及对重周围
突出物钩住保护对象，而设置突
出物保护装置。（在实施○15对策的
时候不需要） 

当设置有对重侧限速器
时，超过 60m 的井道内
施工。 

突出物不会发生钩住物
体的情况下除外。 

注 1：“返回侧”是指轿厢或者对重的非安装侧。 

注 2：保护线应使用直径 2.6mm 以上的钢丝或者钢丝绳。 

注 3：不宜在平层感应器侧设置钢丝绳与钢带，如需要设置，钢丝绳与钢带导向装置的安装间隔应小于 15m。 

注 4：表中带有“*”标记是井道全高超过 60m 时的施工保护措施。对于“井道全高超过 60m，设置于建筑物上层

或者中间的电梯，井道全高超过 30m”时也要实施。 

不适用事项： 

注 5：当设备不会钩住保护对象时，不需要采取上述对策。 

A.2.5.2 抗震等级 S09的情况 

按照表 A.4（抗震等级 A09）中的井道高度而采取的保护设置分类，在抗震等级 S09的情况下，按

照表 A.5 对井道高度分类的要求进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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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5   针对突出物的保护措施（抗震等级 S09） 

井道的全高 保护措施的内容 

10m 以上 60m 以下 适用表 A.4 井道全高“60m 以上 120m 以下”内容 

60m 以上 120m 以下 适用表 A.4 井道全高“120m 以上”内容 

120m 以上 适用表 A.4 所述的○15 、○16 项 

 
 
 

 
 
 
 
 
 

图 A.7    有机房电梯的突出物保护措施设置示例 

轿厢限速器钢丝绳

随行电缆

○2 纵向保护线(对
重侧导轨支架） ○15 撑架连接件 ○16 对重突出物保护装置

（安全钳）
○2 纵向保护线（对
重侧导轨支架） 

○6 横向防护罩或者
横向保护线（钢丝绳
导向装置） 

○16 轿厢突出物保护装置

（轿厢侧逃生门的边框）

补偿绳或者补偿链 对重侧限速器钢丝绳 

○6 限速器钢丝绳导向装置

平层感应器 

主钢丝绳 
○1 纵向保护线（轿厢
侧导轨支架） 

井道开关 

立柱 

○11○12○13  

立柱连接支架 

○4 横向防护罩或者
横向保护线（候梯厅）

○5 开门联锁机构防
护罩

○3 横向防护罩或者
纵向保护线（候梯厅）

○4 横向防护罩或者
横向保护线（候梯厅）

○14 横向防护罩或者横
向保护线（随行电缆侧
的安装支架） 

○9 保护金属网等 

○10 中间防摆动装置

○7 横向防护罩或者
横向保护线（端站强
迫减速开关） 

○8 横向防护罩或者
横向保护线（平层感
应器安装支架） 

○16 轿厢突出物保护

装置（轿厢交叉筋下

方固定部） 

○6 限速器钢丝绳导
向装置 

○6 横向防护罩或横向
保护线（钢丝绳导向装
置） 

分线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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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6 地震时的管制运行 

P 波感应器、S 波感应器的设定值。 

地震时管制运行使用的 P 波与 S 波地震感应器的设定值如表 A.6 所示。 

 

 

 

 

 

 

 

 

 

 
 
 
 

图 A.8    无机房电梯的突出物保护措施设置示例 

主钢丝绳 

○6 限速器钢丝绳导向
装置 

轿厢限速器钢丝绳 

○16 轿厢突出物保护装

置（轿厢交叉筋下方固

定部） 

○8 横向防护罩或者
横向保护线（平层感
应器安装支架） 

立柱 

○11○12○13  

立柱连接支架 

○6 主钢丝绳导向装置

○9 保护金属网等 

○14 横向防护罩或者

横向保护线（随行电

缆侧的安装支架） 

○4 横向防护罩或者
横向保护线（候梯厅）

控制柜 

对重侧限速器钢

丝绳 曳引机 

（设置于井道） 
平层感应器 
○6 限速器钢丝绳导向装置

限位开关 

横梁 

○1 纵向保护线 
（轿厢侧导轨支架）

随行电缆

○4 横向防护罩或者
横向保护线（候梯厅）

○5 开门联锁机构防
护罩 

○3 横向防护罩或者
纵向保护线（候梯厅）

○2 纵向保护线（对重
侧导轨支架） 升降通道顶部返回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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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6   P 波与 S 波地震感应器的设定值（Gal） 

建筑物高度 P 波设定值 

S 波 

“特低” 

设定值 

“低” 

设定值 

“高” 

设定值 

60m 以下 

2.5～10 

－ 

200（顶部设置）

或者 

80（底部设置） 

300（顶部设置）

或者 

120（底部设置）

60m 以上 

120m 以下 

40（60～90m） 

20（90～120m） 

（顶部设置） 

100 或者 120 

（顶部设置） 

120 或者 150 

（顶部设置） 

120m 以上 

－ 

（适用细长建筑物

摆动感应器） 

40，60，80 或者 100

（顶部设置） 

60，80，100 或者

120 

（顶部设置） 

A.3 其他与建筑有关的事项 

为了在地震时保证电梯和自动扶梯的功能并保证乘客的安全，对于建筑物的结构以及其它相关建筑

设备的抗震性能应符合抗震等级的要求。 

A.4 自动扶梯的抗震措施 

防止坠落的措施如下，底座与桁架支撑角钢的固定方法示例见图 A.9。 

a) 保证搭接量而防止坠落 

在地震时由于建筑物的层间变形而导致上下层建筑物的梁等支撑物间隔出现变化，要避免

自动扶梯桁架支撑角钢脱离建筑物的梁等支持物而导致自动扶梯主体坠落。 

为防止自动扶梯坠落，需要将自动扶梯一端的支撑角钢牢固地固定在建筑物的梁等支撑物

上，另一端虽然不固定，但与支撑物之间应具有足够的搭接量。 

当安装自动扶梯的建筑物从结构上来说不能设置固定端时，则自动扶梯的两端都应与支撑

物保持充分的搭接量。 

b) 防止中间部位的支座坠落 

桁架具有中间支撑部分，当上方或者下方的非固定支撑部位无法确保充分的搭接量时，即

使非固定支撑侧脱离建筑物的梁等支撑物，由于中间支座支撑桁架，因此不会造成自动扶梯的

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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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建筑物的层间变形角 

安装自动扶梯的建筑物在受到地震力影响时其层间变形角应在 1/100 以下。但是，在建

筑物结构设计阶段，如能预测层间变形角，则可以使用该预测值。 

 

 

图 A.9  底座与桁架支撑角钢的固定方法示例（下端固定） 

A.5 在用电梯改造中的抗震措施 

在用电梯的抗震措施，应符合下列要求（包括在用电梯的拆除和新装）。 

a) 安全极限应力 

与人身安全有关的安全极限应力，应基于该指南的安全极限设计震级进行修正。 

b) 运行极限应力与地震感应器设定值 

对于运行极限应力，根据升降设备所依据的抗震指南，尽可能采用接近本指针要求的地震时管制运

行时的感知加速度水平。 

c) 抗震改造的优先顺序 

针对适用该指南之前的电梯，为了在地震时确保乘客安全并维持运行功能，建议尽可能依据该指南

进行抗震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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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NZS 4332
［8］

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 
注1：本附录包含了 NZS 4332: 1997 的现行版本（版权归新西兰标准机构所有）。 

注2：为与该标准中的编号顺序相匹配，本附录修改使用了 NZS 4332: 1997 中的部分章、条款和表格的编排方

式和编号。该标准中的条款号列在标题后面的圆括号中。 

第1部分 基本要求 

B.1 范围 

B.1.1 该标准的范围包括乘客电梯和带轿厢控制装置的载货电梯的设计、制造、运行和检测。 

该标准不适用单一单元住宅使用的电梯。 

该标准适用于新建筑物和现有建筑物中的新电梯，或者是在用电梯的改造。 

在用电梯的改造包括电梯主要部件的完全或实质上的更换，如： 

a) 增加承载能力而要求更换新的驱动主机和新的钢丝绳； 

b) 增加一个或多个楼层而引起的提升高度；  

c) 液压或带驱动方式改变为电力驱动方式。 

不包括零部件的日常维护、修理以及更换。 

注1：如果变换配置使速度增加而导致不符合该标准中与速度相关的要求，如顶层和底部净空不足等，这种情

况属于在用电梯的改造。电梯轿厢的改装导致轿厢重量显著增加，这种情况也属于在用电梯的改造。轿

厢重量的增加需要检查平衡系数和检查电梯曳引能力、导轨强度等。 

注2：安装电梯的建筑物结构设计应符合 NZBC 的 B1 条，在 NZS 4332 中不包括该部分的要求。 

B.2 总则 

B.2.1 地震载荷 

NZS 4203
[9]
用于确定由于地震加速度而施加在电梯驱动主机、导轨、轿厢、层门和备用设备上的载

荷。或者应通过采用地震系数计算该载荷，相关叙述见NZS 4332列表（见5.2和31.2）。风险系数应取

决于表2.1和附录B的地震区域。 

注：以上条款来源于NZS 4203: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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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风险系数（见 NZS 4203 表 2.1） 

 

B.2.2 电梯安装的图纸和详细说明 

B.2.2.1 总则 

单台电梯或一组电梯的设计和制造都应记录在图纸、计算图表、数据表格和证书上。见NZS4302:19 

94附录D。 

注1： 这些文件能确保电梯的安全设计并为电梯的制造提供指导。这些文件可能被地方当局要求作为计划、

规格说明，以及建筑物许可和以后电梯安装检查的支持信息。 

注2： 电梯设计者应说明所需要的信息（如：机房和底坑尺寸的要求、部件的质量与间距），以使建筑物的

设计能够满足电梯安装的需要。 

B.2.2.2 证书 

下面所列的电梯设计和（或）制造应通过认可的检测实验室，或有资格的人员检验，以证明符合该

标准。对于国外获得的证书，如果是通过互认程序获得的认可，或者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同意，则是可

以获得承认的。 

a) 悬挂绳 (见 16.1)； 

b) 液压缓冲器 (见 10.5)； 

c) 电梯井道壁的强度(见 12.2)； 

d) 轿厢和层门的强度 (见 13.3.1)； 

e) 焊工资格证书（检查时提供）； 

f) 保护液压缸的套筒（见 34.3.7）。 

注：以上条款摘自NZS4203:1994。 

建筑物类别  概  述 风险系数R 

1  贮存高危险物资的建筑物 2.0  

2a  大地震紧急时期仍保持其使用功能的建筑物 1.6  

2b  如果损坏会导致周围区域的生命大量伤亡的建筑物 1.6  

3a  大地震后的恢复时期能够正常使用的建筑物 1.3  

3b  对社会有重要价值的建筑物 1.3  

4  正常居住或使用的建筑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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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3 电梯详细资料 

电梯详细资料应按照5.2，液压电梯应按照31.2。(见NZS 4203:1994)第2章 电梯: 乘客电梯和载货

电梯。 

第2部分 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 

B.3 总则（NZS 4203
[9]
第 5 章） 

B.3.1 范围（NZS 4203[9]
第5.1节） 

该部分适用于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应符合该部分的要求，同时还应满足第1
部分的相关要求。由于载货电梯应由电梯司机操作，并通常有乘客使用，所以与乘客电梯要求相同。 

B.3.2 提交文件应包括下列资料（NZS 4203[9]
第5.2节） 

(除非另有规定所有尺寸以毫米为单位) 

所有者和（或）用户名称 

所有者和（或）用户地址 

电梯安装位置 

电梯制造商 

电梯申请人 

申请人的编号 

申请日期 

观光电梯：是/否 

电梯类型（乘客电梯/客货电梯/由电梯司机操作的载货电梯） 

符合NZS 4121:2001 [34]的电梯出厂编号 

驱动主机制造商 

吊装梁以下的净距离 

轿厢内尺寸： 

(在轿厢地板以上1000mm处测量，忽略扶手等)： 

轿厢内的宽度 

轿厢内的深度 

质量： 

轿厢 (kg) 

额定载重量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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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数量 

对重 (kg) 

轿厢说明： 

轿底重量 (kg) 

轿底的减振部件 

轿厢地板说明 

轿壁和轿顶说明 

轿架立柱和支撑部件 

撞弓 

撞弓附件的重量（kg） 

减振部件 

轿架 

轿架的可调节长度 

其他参数： 

提升高度(m) 

服务层/站数量 

最大速度(m/s) 

限速器触发速度 (m/s) 

驱动主机类型（卷筒/曳引/有齿轮驱动） 

如果是卷筒驱动：应安装越程停止装置 

终端速度检查和停止装置：安装/不安装 

如果安装：接触缓冲器时的速度(m/s) 

导靴参数： 

导靴中心之间的垂直距离 

——轿厢 

——对重 

轿厢导靴对轿厢重心的偏心距 

导轨间距(D.B.G.) 

——轿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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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 

导轨导向面与导靴滚轮中心之间的距离 

轿厢和对重的净高度： 

轿厢在顶层时的顶部净高度 

导靴上方净高度 

机械部件净高度 

人员净空间 

对重上方净高度 

地坑深度： 

机械部件净高度 

人员净空间 

完全压缩缓冲器时，对重的下方净高度 

轿厢―缓冲器间距 

对重－缓冲器间距（包括悬挂绳的伸长） 

轿厢缓冲器： 

类型（线性/非现行/耗能） 

缓冲器的数量 

缓冲器的行程 

地震分类： 

CP max：  Zone A = 0.6；    Zone B = 0.5；    Zone C = 0.4。 

地震设计系数 Cd = R x CP max 

见附录B的地震区域和表C.1的风险系数(R) 

轿厢导轨资料： 

导轨类型 

固定件之间的距离 

框式支架截面：模数Zyy (cm
3
) 

高度 

安全钳类型： 

无/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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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导轨资料： 

导轨类型 

    固定件之间的距离 

框式支架截面：模数Zyy (cm
3
) 

高度 

是否安装安全钳？是/否 

类型：无/A/B/C/D 

井道壁（描述）： 

层站出入口： 

净开门高度 

净开门宽度 

门锁类型/制造商 

端站限位装置： 

由轿厢触发 

在机房内由轿厢触发的选层器 

机电式感应器 

极限装置（描述）： 

悬挂绳： 

    绕绳方式1:1，2:1，3:1 

    绳直径 

绳总长度(m) 

    绳数量 

破断强度/根（吨） 

制造商 

绳结构 

吊环螺杆直径 

机械设备： 

曳引轮直径 

反绳轮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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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kg) 

齿轮齿数比 

曳引轮轴直径 

反绳轮轴直径 

功率(kw) 

    转速r.p.m. 

限速器类型 

限速绳直径 

图纸清单： 

注：以下来源于NZS 4332的第33到94页。   

1) 电梯井道中，应在下任一较低的温度下动作：75°C，或者如果顶部安装了喷淋装置时，比

喷淋装置动作温度低 11°C。 

2) 构成建筑物火警系统一部分的每一个喷淋头和温感探头的半径应安装在 300mm 范围内。不

能安装喷淋头或温感探头的地方，超温开关应根据 NZS 4512
［35］

定位温感探头的要求确定

安装位置。 

c)  应保护喷淋头、温感探头传感器和超温开关，避免受到已核准的防护装置的意外损坏。 

d)  超温度开关的操作应对所有的电梯起作用，除了正在检修运行和基站不停的电梯以外，使电梯

保持开门并不再响应。 

e)  当电梯返回到基站时，轿厢中的“电梯正在返回基站”标识应发光。 

f)  在经胜任的维保人员确认电梯是安全的，并复位电力回路之前，电梯应不再响应。 

g)  超温开关应配有按照NZS 2139要求的由温度、热度触发的火灾探测器，其制造和安装应保证特

低电压条件下可动作。按照1993年电气法规所给出的定义，“特低电压”是指“任何情况下交流一般不

超过32伏或直流一般不超过115伏的电压。” 

B.3.3 地震情况下电梯的运行（NZS 4203
 [9]

第25.8节） 

B.3.3.1 主要部件位移传感器（NZS 4203[9]
第25.8.1节） 

所有提升高度超过15m的电梯都应安装一个对重脱轨检测开关。当对重在任何一个水平面上超过

20mm的位移时，该装置（见图25.1）应被触发。 

B.3.3.2 运行（NZS 4203[9]
第25.8.2节） 

该装置动作时电梯应： 

a) 如果电梯在运行时，立即减速并在最近可停靠的层站停止，停止后门保持打开状态； 

b) 如果电梯停靠在一个层站上，应在该位置停止，门保持打开状态。 

对于共用井道中的电梯，如果该装置由井道中的任何一台或多台电梯操纵，所有电梯应遵循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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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式停止的电梯，在由胜任的维保人员对这些电梯和井道进行彻底的检查，并做出状况良

好的书面证明之前不应重新投入使用。 

B.4 电气保护装置（NZS 4203
[9]
第 26 章） 

B.4.1 保护装置－总则 

B.4.1.1 轿顶上的停止开关（NZS 4203[9]
第26.1.1节） 

在电力驱动和电气控制的电梯轿顶都应有一个符合24.1的停止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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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到控制柜的线槽          6.传感线                 11.弹簧                    16.导管 

2.接线盒                  7.导轨支架               12.对重挡板                17.套管 

3.在导轨顶端的支架        8.金属线                 13.支架                    18.垫圈 

4.试验线                  9.扁钢                   14.对重                    19.螺母 

5.检测线                  10.在导轨底端的支架      15.吊环螺杆               

图B.1   (NZS 4332:1997 图.25.1) 

第3部分 液压电梯 

B.5 总则（NZS 4203
 [9]

第 31 章） 

B.5.1 范围（NZS 4203[9]
第31.1节） 

按照3.1的规定，该部分适用于液压电梯。液体压力是由单独的电机驱动液压泵所产生的。这些条

款是对第1和第2部分的补充。其要求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冲突，该部分的要求优先于第2部分相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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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2 提交文件应包括下列资料（NZS 4203[9]
第31.2节） 

    (除非另有规定所有尺寸以毫米为单位) 

所有者和（或）用户名称 

所有者和（或）用户地址 

电梯安装位置 

电梯制造商 

电梯申请人 

申请人的编号 

申请日期 

观光电梯：是/否 

电梯类型：（乘客电梯/客货电梯/由电梯司机操作的载货电梯） 

符合NZS 4121
[37]

的电梯出厂编号 

轿厢内尺寸： 

(在轿厢地板以上1000mm测量，忽略扶手等)： 

轿厢内的宽度 

轿厢内的深度 

面积(cm
2
) 

质量： 

轿厢 (kg) 

额定载重量 (kg) 

乘客数量 

平衡重 (kg) 

轿厢说明： 

轿底重量 (kg) 

轿底的减振部件 

轿厢地板说明 

轿壁和轿顶说明 

轿架立柱和支撑部件 

撞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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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弓附件的重量（kg） 

减振部件 

轿架 

轿架的可调节长度 

其他参数： 

提升高度(m) 

服务层/站数量 

额定速度(m/s) 

最大满载下行速度(m/s) 

是否安装自动门？是/否 

顶部越程限位开关：无/开关/有衬垫的顶杆 

间接式液压电梯： 

限速器触发速度(m/s) 

越程限位开关：安装/不安装 

导靴参数： 

导靴中心之间的垂直距离 

轿厢导靴对轿厢重心的偏心距 

导轨间距(D.B.G.) 

导轨导向面与导靴滚轮中心之间的距离 

净高度和越程：下列设备上方的净高度 

导靴上方净高度 

轿顶范围内上方300mm的设备 

撞弓每一边450mm上方的区域 

轿顶上方净高度 

所有其他设备的上方净高度 

轿厢的顶部越程 

地坑深度： 

机械部件净高度 

    人员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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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厢－缓冲器间距 

与层站地坎的间隙 

与电梯井道的间距 

压缩柱塞后与地坑地面的间距 

轿厢缓冲器： 

类型：（线性蓄能型/非线性蓄能型/耗能型） 

缓冲器的数量 

缓冲器的行程 

地震分类： 

CP max : Zone A = 0.6； Zone B = 0.5； Zone C = 0.4。 

地震设计系数 Cd = R × CP max； 

见附录D的地震区域和表C.1的风险系数(R)； 

轿厢导轨的资料： 

导轨类型 

固定件之间的距离 

框式支架截面（若安装）： 

模数Zyy (cm
3
) 

高度 

安全钳类型： 

无/A/B/C/D 

平衡重导轨的资料： 

导轨类型 

固定件之间的距离 

缓冲器类型 

缓冲器行程 

缓冲器与平衡重间距 

顶部间距 

底部间距 

框式支架截面（若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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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数Zyy (cm
3
) 

高度 

井道壁 (描述): 

层站出入口： 

净开门高度 

净开门宽度 

门锁类型/制造商 

端站限位装置： 

由轿厢触发 

在机房内由轿厢触发的选层器 

机电感应器 

常规限位开关：生产商－说明： 

防沉降装置：安装/不安装 

液压系统： 

工作压力(kPa) 

安全阀压力(kPa) 

空心和易遭受外部压力的柱塞：是/否 

油缸： 

外径 

内径 

防腐蚀程度（若有） 

油缸材料 

油缸的屈服强度 

端部类型： 

    对凹或凸面的压力 

厚度 

盘式端部： 

盘式端部的半径 

柱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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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1          阶段2          阶段3 

外径 

内径 

自由长度 

质量（kg） 

柱塞随行导向装置 安装/不安装 

柱塞材料 

柱塞屈服强度(N/m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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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地震区域 

当同时采用NZS 4332:1997的第5.2节和第31.2节时，图 C.1指出了地震区域。 

 

 

图C.1   地震区域（NZS 规范 4332:1997，图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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