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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8100-32:2020《运载人员和货物的电梯 第32部分:安装于办公、旅馆和住宅

建筑的乘客电梯的配置和选择》。

本文件与ISO8100-32:2020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增加了引言、5.1、5.3、5.4.3、5.5、6.1和6.2的条款编号;
———附录D中D.7对应ISO8100-32:2020附录D中D.6的“示例的报告”;
———将附录E中的悬置段改为E.1,顺延后续条款的编号;E.6对应ISO8100-32:2020附录E中

E.4的“示例的报告”。

本文件与ISO8100-32:2020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删除了有关残障人员延长步行时间的特殊措施内容[见ISO8100-32:2020中6.5.1d)],以便

与1.4h)相协调;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7025.1—2023替换了ISO8100-30:2019(见第3章),两个文件之间的

一致性程度为修改,以适合我国国情,并提高了可操作性;
———增加了装载率的内容[(见9.7d)],因为该参数必不可少。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将标准名称改为《安装于办公、旅馆和住宅建筑的乘客电梯的配置和选择》;
———删除了“如额定速度为2.5m/s以及更高速度的电梯”“乘客可能携带的自行车”内容(见

ISO8100-32:2020的第1章);
———删除了资料性引用的ISO4190-5:2006(见ISO8100-32:2020的3.3);
———删除了关于额定载重量选择时“不同地区对平均体重有不同的规定”,以及轿厢有效面积选择

时“人均面积取决于国家相关规范”的内容(见ISO8100-32:2020的6.5.3);
———删除了“tperf为单层执行时间(s)”“N 为入口层以上的服务层站数”的说明(见ISO8100-32:

2020的7.1);
———删除了附录C(资料性)中“其他值可以根据国家规范来选择”的内容(见ISO8100-32:2020的

C.2)。

本文件由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96)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奥的斯电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杭州优迈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苏州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蒂升电梯(上海)

有限公司、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

检验研究院、西继迅达电梯有限公司、甘肃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测研究

院、杭州奥立达电梯有限公司、上海爱登堡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子电梯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西奥电

梯有限公司、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三菱电机上海机电电梯有限公司、苏州

汇川技术有限公司、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现代(中国)电梯有限

公司、建研机械检验检测(北京)有限公司、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东南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菱王电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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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申龙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巨龙电梯有限公司、山东富士制御电梯有限公司、辛格林电梯(中国)有
限公司、广东铃木电梯有限公司、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泽伟、罗敏璘、陈凤旺、乔进友、胡志强、夏英姿、林建杰、王葵、李忠铭、周卫东、

张寿林、戚嵩华、王齐刚、李功宁、高起鹏、马晓奭、卫小兵、王亮、潘阿锁、郎月、张红兵、张建宏、黄磊、

刘俊、孙强、徐小川、聂益波、秦伦、李新龙、仰利明、赵震、王云洋、丁端芹、周桂雷、王玉磊、张建雨、李志彬、

董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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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电梯配置是指通过电梯数量、乘客人数、服务楼层、额定速度和各种其他参数来描述一组电梯。合

理的电梯配置通常能够在构建建筑核心空间方面以低成本为乘客提供良好的服务。
电梯行业以前依赖于基于概率的上行高峰公式计算运行间隔时间和输送能力。如果某电梯配置的

运行间隔时间和输送能力符合推荐的设计准则,则认为该配置是可接受的。这种传统的上行高峰分析

对于继电器控制的电梯仍是有效的,并且还可以用于简单情况的评估或者较复杂情况的初步估算。
现在的一些电梯采用了基于计算机程序的复杂交通控制系统。这些控制系统难以通过公式来描

述,但是可以使用计算机模拟程序进行评估。

0.2 本文件提供了以下两种方法用于确定合适的电梯配置。

a) 计算法:采用传统的上行高峰公式。附录C中的选择图是基于计算法得到的,其提供了针对

简单情况确定电梯配置的快速方法。该方法确定的运行间隔时间和输送能力可用于评估电梯

配置。建议在较简单的情况下使用此方法,或者初步确定电梯配置以便进一步通过模拟法进

行分析。第7章中给出了该方法,附录D给出了使用公式的典型示例。

b) 模拟法:用于确定不同交通控制系统(如目的层控制)的服务水平。在复杂情况下或者需要获

得除了运行间隔时间和上行高峰输送能力之外的更多信息时,使用此方法。第8章给出了该

方法,附录E中给出了典型示例。
两种方法都需要建筑物、乘客和电梯的数据,见第6章。其初始数据表见附录F。

0.3 本文件采用了ISO/TR11071-2的建议:“虽然乘客人数和载荷在安全规范中一直被当成同一参数

对待,但是在未来编写安全规范时,如果能将载荷和乘客人数区分对待可能会更有意义。乘客人数更恰

当的是指交通输送能力,而载荷指的是直接关系到安全的电梯最大承载能力。”
因此,本文件在进行额定载重量和轿厢有效面积的选择时对乘客人数和载荷进行了区分(见6.5.3

和附录A)。

0.4 本文件旨在为建筑项目初期提供参考,尤其能为电梯客户或者建筑物业主、建筑设计者、工程顾

问、建筑管理人员、电梯顾问、电梯承包商、建筑开发商、总承包商和其他相关方提供帮助。

0.5 本文件考虑了一些特殊需求,如残障人员的可接近性(见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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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于办公、旅馆和住宅建筑的乘客
电梯的配置和选择

1 范围

1.1 本文件适用于办公、旅馆和住宅建筑的新安装乘客电梯的交通规划和选型。所给出的要求和建议

对简单及复杂的电梯配置均适用。
本文件提供了在适用范围内选择最合适的交通规划方法的指导。
在建筑的规模和预期用途已知的前提下,本文件有助于在建筑设计的早期阶段确定电梯的数量和

配置及其主要参数。

1.2 本文件适用于表1中的电梯类型。

表1 基于GB/T7025.1—2023的电梯类型

类别 用途

Ⅰ类 为运送乘客而设计的电梯

Ⅱ类 主要为运送乘客,同时也可运送货物而设计的电梯

Ⅵ类 为适应大交通流量和频繁使用而特别设计的电梯

  如果具有混合用途的建筑可以分别作为办公、旅馆或住宅建筑进行评估,本文件也同样适用。本文

件提出了一种电梯交通规划的标准化方法。其他替代方法也可能有效,但本文件未涉及这些方法。

1.3 本文件给出了关于电梯的配置和选择的基本要求和建议,涉及:

a) 用于评估的设计准则;

b) 设计准则参数;

c) 用于简单的电梯配置和选择(见5.3)的计算法(见第7章);

d) 用于简单和较复杂的电梯配置和选择(见5.3)的模拟法(见第8章);

e) 提供给相关方的电梯配置和选择分析结果的报告格式;

f) 考虑现有的安全规范,用于确定特定轿厢面积的乘客人数;

g) 考虑容纳电梯乘客可能携带的行李、婴儿车等物品,以及其他非个人物品的空间;

h) 残障人员的可接近性。

1.4 本文件未涉及以下内容:

a) 仅载货电梯;

b) 同一井道中多轿厢的乘客电梯;

c) 双层轿厢乘客电梯;

d) 提升高度超过200m和(或)额定速度大于7m/s的电梯;

e) 计算法的变化(例如:不同于上行高峰的交通状况,开门保持时间,各楼层高度不统一,各楼层

人数不统一,单层运行时无法达到额定速度等);

f) 模拟法的变化(例如:具有不同客流需求的交通模型);

g) 仿真模型或交通控制系统的设计;

h) 乘客的高级特征参数(例如:步行速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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