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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电梯型式试验规则》
（TSG T7007-2016）第 1号修改单

一、正文修改

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质检总局”分别修

改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市场监管总局”。

二、附件A修改

将“玻璃轿门”修改为“玻璃轿门和前置轿门”。

三、附件H修改

在附件H中增加附录 h，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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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斜行电梯型式试验要求

h1 适用范围

本附录适用于沿倾斜路径运行的曳引驱动乘客电梯、曳引驱动载货电梯、强制驱动

载货电梯(以下统称“斜行电梯”)的型式试验。

h2 引用标准

本规则 H2（1）～（4）引用标准以及 GB/T 35857—2018《斜行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

规范》。

h3 名词术语

本附录 h2引用标准和本规则 H3规定的术语。

h4 主要参数和配置的适用原则

h4.1 斜行电梯主要参数变化

斜行电梯的主要参数变化符合下列之一时，应当重新进行型式试验：

(1)见H4.1.1和 H4.1.2；

(2)倾斜角小于等于 45°的单一倾斜角度斜行电梯的倾斜角改变超过 15°，或者改变

后倾斜角大于 45°；

(3)倾斜角大于 45°的单一倾斜角度斜行电梯的倾斜角改变超过 15°，或者改变后倾

斜角小于等于 45°；

(4)多倾斜角度斜行电梯的倾斜角度改变。

h4.2 斜行电梯配置变化

斜行电梯配置变化符合下列之一时，应当重新进行型式试验：

(1)见H4.2（1）～（5）、（7）～（9）、（12）、（13）；

(2)斜行电梯的轿门位置(侧置、前置)改变；

(3)斜行电梯的轿厢与承载架（或悬挂架）的连接方式改变；

(4)斜行电梯的曳引钢丝绳与运载装置的连接方式（一端、两端）改变；

(5)斜行电梯的运载装置运行轨道、护轨、导轨、安全钳夹持部件总数量减少；

(6)斜行电梯的限速器类型（钢丝绳驱动的限速器、非钢丝绳驱动的机械式限速器、

可编程电子限速器）改变。

h4.3 适用参数范围及配置

斜行电梯适用的参数范围和配置见表 H-2(不含防爆和液压电梯相关项)和表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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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1 斜行电梯附加适用参数范围和配置表

倾斜角范围 轿门位置

轿厢与承载架（或悬挂架）

的连接方式

曳引钢丝绳与运载装置的连

接方式

运行轨道、护轨、导轨、安

全钳夹持部件总数量
限速器类型

h5 技术资料要求与审查

型式试验机构应当对申请单位按照本附录要求提交的技术资料进行审查，确认是否

符合本规则和相关标准的要求。

h5.1 产品合格证明及说明文件

(1)见H5.1(1)～(11)、(14)、 (19)；

(2)斜行电梯的前置轿门设计和结构、救援方法和救援程序、人员可进入斜行电梯运

行轨道下方时的防护、与建筑物接口、轿厢地板防滑等级的说明；

(3)斜行电梯紧急和检修通道、顶层和底坑用于维护的安全空间、障碍物清除装置、

钢丝绳支撑部件、随行电缆支撑部件以及多倾斜角度斜行电梯保持轿厢水平的自动调节

装置和运行路径中不同角度过渡段的设计说明；

(4)斜行电梯限速器驱动装置（如钢丝绳、齿形带等）的型号、规格和破断载荷要求，

以及张紧方法说明；

(5)确保斜行电梯轿厢内乘客保持稳定和室外型斜行电梯底坑排水的措施；

(6)斜行电梯设计预期的使用范围以及禁止使用的情况。

h5.2 设计计算书

(1)见H5.2（1）～（15）；

(2)斜行电梯运行轨道、护轨、安全钳夹持部件以及轿壁机械强度的计算。

h5.3 主要设计图样

见 H5.3(1)、(2)。

h5.4 部件证明文件

h5.4.1 型式试验证明文件

限速器、安全钳、缓冲器、门锁装置、驱动主机、控制柜、绳头组合、层门、玻璃

轿门、前置轿门、玻璃轿壁、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制动减速装置)、轿厢意外移动保护

装置(完整系统)、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和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的型式试验报告和

型式试验证书(复印件)及其产品合格证。

h5.4.2 其他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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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H5.4.2（1）～（3）、（5）、（6）；

(2)按照GB/T 35857附录 P测定的斜行电梯轿厢地板防滑等级证明。

h5.5 机器设备间、井道

h5.5.1 布置说明及图示

见 H5.5.1。

h5.5.2 结构受力

机器设备间地板受力要求，底坑地面受力要求，使用膨胀螺栓时对井道壁的要求，

斜行电梯井道结构的受力要求，斜行电梯运行轨道、导轨和安全钳夹持部件的承载结构

受力要求。

h5.5.3 井道内各部件之间的间隙和保护

见 H5.5.3。

h5.5.4 运行轨道、导轨、护轨以及安全钳夹持部件

运行轨道、导轨、护轨以及安全钳夹持部件型号、摩擦面的尺寸和表面加工方式以

及表面润滑的要求。

h5.5.5 悬挂、补偿系统

见 H5.6。

h5.5.6 轿厢系统

见 H5.7。

h5.5.7 门系统

见 H5.8。

h5.5.8 相关标准或者产品技术条件

含有本规则 H6.19、h6.23、h6.24、h6.25要求的斜行电梯运行性能指标的企业标准或

者产品技术条件。

h5.5.9 整机的连续运行试验记录和报告

见 H5.11（H5.11.2(5)除外）。

h6 样机检查与试验

斜行电梯应当满足本规则 H6.1～H6.9(其中 H6.1.3、H6.1.16、H6.1.17、H6.2.6、H6.3.1～

H6.3.8、H6.3.10、H6.3.12.17～H6.3.12.19、H6.4.3、H6.4.5、H6.5.6、H6.5.7.1、H6.5.8.1、

H6.6.1.8、H6.6.1.11、H6.6.3、H6.8.2.1、H6.8.2.2、H6.8.2.3除外)、H6.12～H6.15、H6.19、

H6.20、H6.22以及 h6.1～h6.28的规定。

h6.1 斜行电梯的极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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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符合 GB/T 35857中 5.7.5的规定。检查与试验方法应当符合 GB/T 10059中 4.1.4

的规定。

h6.2 斜行电梯的限速器

应当符合 GB/T 35857中 5.6.9的规定。

h6.3 斜行电梯的安全钳

应当符合 GB/T 35857中 5.6.8的规定。

h6.4 斜行电梯的缓冲器

应当符合 GB/T 35857 中 5.7.3、5.7.4的规定。采用减行程缓冲器时，对电梯驱动主

机正常减速的监控应当符合 GB/T 35857 中 5.9.8 的规定，缓冲器行程应当符合 GB/T

35857中 5.7.4.2的规定。

h6.5 斜行电梯的运载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应当符合 GB/T 35857中 5.6.10的规定，其中动作速度下限按照限速器的要求。制动

试验时，空载轿厢以不低于额定速度上行，人为触发速度监控部件，仅用轿厢上行超速

保护装置使轿厢减速或者制停。

h6.6 斜行电梯的运载装置意外移动保护装置

应当符合 GB/T 35857中 5.6.11、附录 D.3 p)的规定。

h6.7 强制驱动斜行电梯钢丝绳的卷绕

应当符合 GB/T 35857中 5.6.4的规定。

h6.8 斜行电梯的补偿绳和环形钢丝绳

应当符合 GB/T 35857中 5.6.6的规定。

h6.9 斜行电梯的轿门

应当符合 GB/T 35857中 5.5.5、5.5.6的规定。

h6.10 斜行电梯对剪切危险的防护

应当符合 GB/T 35857中 5.4.5.1的规定。

h6.11 斜行电梯对坠落危险的防护

应当符合 GB/T 35857中 5.4.7.1的规定。

h6.12 斜行电梯的轿厢地坎护脚板

应当符合 GB/T 35857中 5.5.4的规定。

h6.13 斜行电梯的轿厢上护板和侧护板

应当符合 GB/T 35857中 5.5.14的规定。

h6.14 斜行电梯轿厢对乘客和货物的保护

应当符合 GB/T 35857中 5.5.3.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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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15 斜行电梯轿厢地板和层站之间的连接

应当符合 GB/T 35857中 5.5.3.4的规定。

h6.16 导轨系统

(1)应当符合GB/T 35857中 5.7.2的规定。

(2)导轨与导轨支架在建筑物上的固定，应当能自动的或者采用简单调节的方法，对

建筑物的正常沉降和混凝土收缩的影响予以补偿；每根导轨至少有 2个导轨支架，端部

短导轨的支架数量应当符合设计要求。

h6.17 斜行电梯的运行(滑行)部件

应当符合 GB/T 35857中 5.5.19的规定。

h6.18 斜行电梯保持运载装置在动态包络内的部件

应当符合 GB/T 35857中 5.5.20的规定。

h6.19 斜行电梯运行路径上障碍物的清除

应当符合 GB/T 35857中 5.5.21的规定。

h6.20 斜行电梯轿厢内或者轿顶上的工作区域

应当符合 GB/T 35857中 5.3.4.3的规定。

h6.21 斜行电梯底坑或者顶层的工作区域

应当符合 GB/T 10060 中 5.3.2或者 GB/T 35857 中 5.3.4.4的规定。

h6.22 斜行电梯井道内平台上的工作区域

应当符合 GB/T 35857 中 5.3.4.5的规定。

h6.23 斜行电梯的运行噪声

运行噪声采用 GB/T 10059 中 4.2.5 规定的方法，检测的乘客电梯机房内平均噪声值

(驱动主机噪声值)、开关门噪声值、轿内运行噪声值应当不大于电梯制造单位给出的限值。

h6.24 斜行电梯的加、减速度

(1)采用 GB/T 10059中 4.2.2规定的方法，测得的斜行电梯运行方向上的起动加速度

和制动减速度最大值不大于 1.5m/s2，A95加、减速度应当符合电梯制造单位给出的限值

指标。

(2)斜行电梯在正常运行时(包括缓冲器在行程末端受到撞击的情况)以及在任何载荷

情况下，采用 GB/T 10059中 4.2.2规定的方法测得的水平方向的起动加速度和制动减速

度不大于 0.1 ng 。

h6.25 斜行电梯的轿厢振动加速度

采用 GB/T 10059中 4.2.6 规定的方法，测得的乘客电梯轿厢振动加速度应当符合电

梯制造单位给出的限值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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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26 斜行电梯额定载重量与额定速度的关系

应当符合 GB/T 35857中 1.5的规定。

h6.27 斜行电梯的安全钳制动试验

应当符合 GB/T 35857中附录 D.3 中 j)和 k)的规定，安全钳的动作应在不小于额定

速度下进行。

h6.28 斜行电梯的驱动主机制动器制动试验

在不超过额定载重量的情况下，不论运载装置以何种方式制停，其水平方向的平均

减速度应当小于 0.25 ng ，垂直方向的平均减速度应当小于 1.0 ng 。

h7 样机技术参数及配置

见表 H-4(不含适用于防爆电梯、消防员电梯、液压电梯的相关项及导轨栏)和表 h-2。

表 h-2 斜行电梯样机附加技术参数及配置表

倾斜角 轿门位置

轿厢与承载架（或悬挂

架）的连接方式

悬挂系统 曳引钢丝绳与运载装置的连接方式

限速器 类型 SIL等级

运行轨道、护轨、

导轨、安全钳夹持

部件（注 h-1）

运载装置
型式 总数量 列

制造单位名称

对重
型式 总数量 列

制造单位名称

注 h-1：运行轨道、护轨、导轨及安全钳夹持部件为不同的部件时，应当分别填写。

h8 斜行电梯安全保护装置及主要部件型式试验专项要求

h8.1 限速器

斜行电梯限速器型式试验要求，除以下涉及项目按照调整后的要求执行外，其他项

目按照本规则附件 L的相应要求执行：

(1)将 L4.2增加：

“(14)用于斜行电梯的限速器类型的改变(钢丝绳驱动的限速器、非钢丝绳驱动的机

械式限速器、可编程电子限速器)。”

(2)表 L-1中增加一栏：

限速器类型 SIL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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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 L5.3的第(6)项修改为：“(6)限速器驱动装置(如钢丝绳、齿形带等)质量证明文

件，包括型号、规格、破断载荷等；”并且 L5.3增加：

“(9)对于钢丝绳驱动外的其他类型限速器,允许安全钳动作并确保整个安全钳和限

速器联动系统安全动作的参数的极限值(如电气装置的触发力等)的说明。”

(4)将 L6.2的（2）修改为：“(2)应当符合 GB 7588 中 14.1.2 的规定，安装牢固，其

功能不应当由于运转和动作而发生改变；或者为符合本规则附件 R的可编程电子安全系

统。”

(5)将 L6.5修改为：

“(1)见 L6.5；

(2)对于钢丝绳驱动外的其他类型限速器，允许安全钳动作并确保整个安全钳和限速

器联动系统安全动作的参数的极限值(如电气装置的触发力等)满足申请单位提供的设计

值。”

(6)表 L-2中增加一栏：

限速器类型 SIL等级

h8.2 安全钳

斜行电梯安全钳型式试验要求，除以下涉及项目按照调整后的要求执行外，其他项

目按照本规则附件M的相应要求执行：

(1)将M4.1.2增加：

“(7)适用斜行电梯的倾斜角超出范围。”

(2)表M-1中增加一栏：

适用斜行电梯的倾斜角范围

(3)将M5.3增加：

“(7) 安全钳设计允许质量在适用斜行电梯倾斜角度范围内，沿运行路径方向、垂直

方向和水平方向上的减速度验算；”

(4)表M-2中增加一栏：

适用斜行电梯的倾斜角范围

h8.3 缓冲器

斜行电梯缓冲器型式试验要求，除以下涉及项目按照调整后的要求执行外，其他项

目按照本规则附件 N的相应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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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N4.1.2增加：

“(6)适用斜行电梯的倾斜角超出范围；

(7)撞击频次增大(适用于在轿厢行程末端可被压缩的缓冲器)。”

(2)将N4.1.3增加：

“(7)适用斜行电梯的倾斜角超出范围。”

(3)表N-2中增加一栏：

适用斜行电梯

的倾斜角范围
撞击频次 次/小时

(4)表N-3中增加一栏：

适用斜行电梯的倾斜角范围

(5)将N5.2增加：

“(8)适用斜行电梯的倾斜角度范围；

(9)使用条件(是否适用于在轿厢行程末端被压缩情况，如果适用，给出撞击速度和允

许撞击频次)。”

(6)将N5.3增加：

“(7)适用斜行电梯倾斜角度沿运行路径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等三个方向上的

减速度设计计算。”

(7)将 N6.2.3.2的（1）修改为：“(1)缓冲器作用期间内的垂直方向平均减速度不应大

于 1.0 ng ，水平方向的平均减速度不应大于 0.5 ng ；”将(2)修改为：“(2)垂直方向减速度

峰值超过2.5 ng 的时间不大于0.04s，水平方向减速度峰值超过1.0 ng 的时间不大于0.04s；”

(8)增加N6.2.4：

“N6.2.4 连续压缩试验

在行程末端受到压缩的缓冲器应在申请单位指定的正常使用条件下试验至少 1000个

周期，连续压缩试验完成后再按照 N6.2.3进行撞击试验。”

(9)将N6.3.2.2的(1)修改为：“(1)从达到 115%额定速度起的垂直方向平均减速度不应

大于 1.0 ng ，水平方向的平均减速度不应大于 0.5 ng ，计算平均减速度的时间为首次出

现两个绝对值最小减速度的时间差(见 GB 7588 中附录 F5.3.3.6.1)；”将(2)修改为：“(2)

垂直方向减速度峰值超过 2.5 ng 的时间不大于 0.04s，水平方向减速度峰值超过 1.0 ng 的

时间不大于 0.04s；”

(10)表 N-5中增以下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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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斜行电梯

的倾斜角范围
撞击频次 次/小时

(11)表 N-6中增以下一栏：

适用斜行电梯的倾斜角范围

h8.4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制动减速装置)

斜行电梯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制动减速装置)型式试验要求，除以下涉及项目按照

调整后的要求执行外，其他项目按照本规则附件 Q的相应要求执行：

(1)将Q4.1.1增加：

“(8)适用于斜行电梯的倾斜角超出范围。”

(2)将Q4.1.2增加：

“(4)适用斜行电梯的倾斜角超出范围。”

(3)将Q4.1.3增加：

“(4)适用斜行电梯的倾斜角超出范围。”

(4)表Q-1中增加一栏：

适用斜行电梯的倾斜角范围

(5)表Q-2中增加一栏：

适用斜行电梯的倾斜角范围

(6)表Q-3中增加一栏：

适用斜行电梯的倾斜角范围

(7)将Q5.1增加：

“(6)适用斜行电梯倾斜角度沿运行路径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等三个方向上的

减速度设计计算。”

(8)将Q5.2增加：

“(7)适用斜行电梯的倾斜角度范围。”

(9)将 Q6.2.1第(2)项修改为“(2)该装置在制动期间，轿厢在垂直方向的最大减速度值

应当不大于 1 ng ，水平方向的最大减速度值应当不大于 0.5 ng ；”并且增加：

“(8)对适用不同倾斜角斜行电梯的钢丝绳制动器和曳引机制动器，在最大和最小倾

斜角度情况下分别进行制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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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表 Q-4中增加以下一栏：

适用斜行电梯的倾斜角范围

h8.5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

斜行电梯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型式试验要求，除以下涉及项目按照调整后的要求

执行外，其他项目按照本规则附件 T的相应要求执行：

(1)将 T4.1.1.1增加：

“(11)适用斜行电梯的倾斜角超出范围。”

(2)将 T4.1.1.2 增加：

“(7)适用斜行电梯的倾斜角超出范围。”

(3)将 T4.1.1.3增加：

“(7)适用斜行电梯的倾斜角超出范围。”

(4)表 T-4中增加以下一栏：

适用斜行电梯的倾斜角范围

(5)将 T5.3增加：

“(22)适用斜行电梯的倾斜角度范围

(23)适用斜行电梯倾斜角度沿运行路径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等三个方向上的减

速度设计计算。”

(6)将 T6.1中的“各次试验均应当符合 GB 7588中 9.11.5、9.11.6的规定，”修改为“各

次试验均应当符合 GB 7588中 9.11.5、9.11.6或者 GB/T 35857中 5.6.11.5、5.6.11.6的规

定，”并且 T6.1增加：

“(8)对适用不同倾斜角斜行电梯的钢丝绳制动器和曳引机制动器，在最大和最小倾

斜角度情况下分别进行制动试验。”

(7)将 T6.1.4 中的“型式试验机构应当对申请单位所提供的对应试验速度下允许移动

距离的相关计算是否符合 GB 7588 中 9.11.5 的要求进行确认。”修改为“型式试验机构

应当对申请所提供的对应试验速度下允许移动距离的相关计算是否符合 GB 7588 中

9.11.5 的要求或者GB/T35857中 5.6.11.5的要求进行确认。”

(8)表 T-7的中“制停子系统”“适用范围”列中增加一栏：

适用斜行电梯的倾斜角范围

h8.6 层门、玻璃轿门和前置轿门、玻璃轿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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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行电梯层门、玻璃轿门和前置轿门、玻璃轿壁型式试验要求，除以下涉及项目按

照调整后的要求执行外，其他项目按照本规则附件W的相应要求执行：

(1)将附件W的标题“层门、玻璃轿门和玻璃轿壁型式试验要求”修改为“层门、玻

璃轿门和前置轿门、玻璃轿壁型式试验要求”。

(2)将W1增加：

“(5)斜行电梯的前置轿门。”

(3)将W6中的“试验样品应当为一套完整且完成装配的电梯层门、玻璃轿门、层门

侧门框或者玻璃轿壁，”修改为“试验样品应当为一套完整且完成装配的电梯层门、玻璃

轿门、前置轿门、层门侧门框或者玻璃轿壁，”

(4)将W6.2修改为：

“W6.2玻璃轿门、玻璃轿壁和前置轿门

(1)玻璃轿门、玻璃轿壁应当符合 GB 7588中附录 J4、J5；

(2)前置轿门应当符合GB/T 35857中 J.4、J.5的规定。”

(5)将W6.3中的“在层门上应当标明以下内容”修改为“在层门和前置轿门上应当标

明以下内容：”。

h8.7 驱动主机

斜行电梯驱动主机型式试验要求，除以下涉及项目按照调整后的要求执行外，其他

项目按照本规则附件 Y的相应要求执行：

(1)将Y4.1.1增加：

“(4)可倾斜布置的鼓式制动器式驱动主机固定底面与水平面夹角增大；”

(2)表Y-1增加一栏：

固定底面与水平面

最小夹角
(仅适用于可倾斜布置的鼓式制动器式驱动主机) ≤ °

(3)将 Y6.2.9中的“制动器安装在驱动主机或者能完全模拟实际工作状态的试验工装

上，进行周期为(5±1)s的连续不间断的动作试验”修改为“制动器安装在驱动主机或者

能完全模拟实际工作状态的试验工装上(可倾斜布置的鼓式制动器式驱动主机应在最大倾

斜角度下进行测试)，进行周期为(5±1)s的连续不间断的动作试验，”

(4)表Y-2增加一栏：

固定底面与水平面

最小夹角
(仅适用于可倾斜布置的鼓式制动器式驱动主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