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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质检总局关于发布《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等6个安全技术规范第2号修改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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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44号 

质检总局关于发布《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等6个 

安全技术规范第2号修改单的公告 

     根据电梯检验工作开展情况，质检总局对《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TSG T7001-2009，含第1号修改单)等6个安全技术规范的部分

内容进行了修改，现予批准发布实施。 

该修改单发布后，6个安全技术规范将重新印制。 

名    称 编  号 批准日期 施行日期 

《电梯监督检验和

定期检验规则——

曳引与强制驱动电

梯》第2号修改单 

TSG T7001-200

9 

2017-6-1

2    
2017-10-1  

《电梯监督检验和

定期检验规则——

消防员电梯》第2

号修改单 

TSG T7002-201

1 

2017-6-1

2    
2017-10-1 

《电梯监督检验和

定期检验规则——

防爆电梯》第2号

修改单 

TSG T7003-201

1 

2017-6-12   2017-10-1 

《电梯监督检验和

定期检验规则——

液压电梯》第2号

修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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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6-1

2    
2017-10-1 

《电梯监督检验和

定期检验规则——

自动扶梯与自动人

行道》第2号修改

单 

TSG T7005-201

2 

2017-6-1

2    
2017-10-1  

《电梯监督检验和

定期检验规则——

杂物电梯》第2号

TSG T7006-201

2 

2017-6-1

2    
201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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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曳引与强

制驱动电梯》(TSG T7001—2009，2013 年第

1次修改)第 2 号修改单

一、正文修改

1.第一条修改为：“为了加强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安装、改造、

修理、日常维护保养、使用和检验工作的监督管理，规范曳引与

强制驱动电梯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行为，

提高检验工作质量，促进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运行安全保障工作

的有效落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

安全监察条例》，制定本规则。”

2.第六条第一款修改为：“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设计文件和标准

的要求，对电梯机房(或者机器设备间)、井道、层站等涉及电梯施

工的土建工程进行检查，对电梯制造质量(包括零部件和安全保护

装置等)进行确认，并且作出记录，符合要求后方可以进行电梯施

工。”

二、附件 A修改

1.删除 2.6、2.8、2.9、2.10、3.11、7.1、7.5、8.2、8.8，

后续的有关序号作相应调整。

2.将 1.1(2)修改为：“电梯整机型式试验证书，其参数范围和

配置表适用于受检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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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 1.1(3)修改为：“产品质量证明文件，注有制造许可证明

文件编号、产品编号、主要技术参数，限速器、安全钳、缓冲器、

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如果有)、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如

果有)、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如果有)、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

驱动主机、控制柜的型号和编号，门锁装置、层门和玻璃轿门(如

果有)的型号，以及悬挂装置的名称、型号、主要参数(如直径、数

量)，并且有电梯整机制造单位的公章或者检验专用章以及制造日

期；”

4.将 1.1(4)修改为：“门锁装置、限速器、安全钳、缓冲器、含

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如果有)、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如果

有)、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如果有)、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驱

动主机、控制柜、层门和玻璃轿门(如果有)的型式试验证书，以及

限速器和渐进式安全钳的调试证书；”

5.原 1.1(5)调整为 1.2(4)，并修改为：“用于安装该电梯的机

房(机器设备间)、井道的布置图或者土建工程勘测图，有安装单位

确认符合要求的声明和公章或者检验专用章，表明其通道、通道

门、井道顶部空间、底坑空间、楼层间距、井道内防护、安全距

离、井道下方人可以到达的空间等满足安全要求；”

6.将 1.2 的检验方法修改为：“审查相应资料。(1)～(4)在报检

时审查，(3)、(4)在其他项目检验时还应当审查；(5)、(6)在试验

时审查；(7)在竣工后审查”

7.将 1.3(3)修改为:“加装或者更换的安全保护装置或者主要

部件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型式试验证书以及限速器和渐进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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钳的调试证书(如发生更换)；”

8.将 1.3 的检验内容与要求增加：

“(4)拟加装的自动救援操作装置、能量回馈节能装置、IC 卡

系统的下述资料(属于改造时)：

“①加装方案(含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

“②产品质量证明文件，标明产品型号、产品编号、主要技术

参数，并且有产品制造单位的公章或者检验专用章以及制造日期；

“③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包括安装、使用、日常维护保养

以及与应急救援操作方面有关的说明。”

9.将 1.3 的检验方法修改为：“审查相应资料。(1)～(5)在报检

时审查，(5)在其他项目检验时还应当审查；(6)在试验时审查；(7)

在竣工后审查”

10.将 2.1(3)中的“门外侧应当标明‘机房重地，闲人免进’，

或者有其他类似警示标志”修改为：“门外侧有下述或者类似的警

示标志：‘电梯机器——危险 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11.将 2.5(1)修改为：“机房(机器设备间)设有永久性电气照

明；在靠近入口(或多个入口)处的适当高度设置一个开关，控制机

房(机器设备间)照明；”

12.将 2.8 调整为 2.7，检验内容与要求修改为：

“(1)驱动主机上设有铭牌，标明制造单位名称、型号、编号、

技术参数和型式试验机构的名称或者标志，铭牌和型式试验证书

内容相符；

“(2)驱动主机工作时无异常噪声和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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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曳引轮轮槽不得有缺损或者不正常磨损；如果轮槽的磨

损可能影响曳引能力时，进行曳引能力验证试验；

“(4)制动器动作灵活，制动时制动闸瓦(制动钳)紧密、均匀

地贴合在制动轮(制动盘)上，电梯运行时制动闸瓦(制动钳)与制动

轮(制动盘)不发生摩擦，制动闸瓦(制动钳)以及制动轮(制动盘)工

作面上没有油污；

“(5)手动紧急操作装置符合以下要求：

“①对于可拆卸盘车手轮，设有一个电气安全装置，最迟在

盘车手轮装上电梯驱动主机时动作；

“②松闸扳手涂成红色，盘车手轮是无辐条的并且涂成黄色，

可拆卸盘车手轮放置在机房内容易接近的明显部位；

“③在电梯驱动主机上接近盘车手轮处，明显标出轿厢运行

方向，如果手轮是不可拆卸的，可以在手轮上标出；

“④能够通过操纵手动松闸装置松开制动器，并且需要以一

个持续力保持其松开状态；

“⑤进行手动紧急操作时，易于观察到轿厢是否在开锁区”

检验方法修改为：

“(1)对照检查驱动主机型式试验证书和铭牌；

“(2)目测驱动主机工作情况、曳引轮轮槽和制动器状况(或者

由施工单位或者维护保养单位按照电梯整机制造单位规定的方法

对制动器进行检查，检验人员现场观察、确认)；

“(3)定期检验时，认为轮槽的磨损可能影响曳引能力时，进

行 8.11 要求的试验，对于轿厢面积超过规定的载货电梯,还需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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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8.12 要求的试验，综合 8.9、8.10、8.11、8.12 的试验结果验

证轮槽磨损是否影响曳引能力；

“(4)通过目测和模拟操作验证手动紧急操作装置的设置情

况”

13.增加：“2.8 控制柜、紧急操作和动态测试装置 B

“(1)控制柜上设有铭牌，标明制造单位名称、型号、编号、

技术参数和型式试验机构的名称或者标志，铭牌和型式试验证书

内容相符

“(2)断相、错相保护功能有效，电梯运行与相序无关时，可

以不设错相保护

“(3)电梯正常运行时，切断制动器电流至少用两个独立的电

气装置来实现，当电梯停止时，如果其中一个接触器的主触点未

打开，最迟到下一次运行方向改变时，应当防止电梯再运行

“(4)紧急电动运行装置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①依靠持续揿压按钮来控制轿厢运行，此按钮有防止误操

作的保护，按钮上或者其近旁标出相应的运行方向；

“②一旦进入检修运行，紧急电动运行装置控制轿厢运行的

功能由检修控制装置所取代；

“③进行紧急电动运行操作时，易于观察到轿厢是否在开锁

区

“(5)无机房电梯的紧急操作和动态测试装置应当符合以下要

求：

“①在任何情况下均能够安全方便地从井道外接近和操作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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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

“②能够直接或者通过显示装置观察到轿厢的运动方向、速

度以及是否位于开锁区；

“③装置上设有永久性照明和照明开关；

“④装置上设有停止装置或者主开关

“(6)层门和轿门旁路装置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①在层门和轿门旁路装置上或者其附近标明‘旁路’字样，

并且标明旁路装置的‘旁路’状态或者‘关’状态；

“②旁路时取消正常运行(包括动力操作的自动门的任何运

行)；只有在检修运行或者紧急电动运行状态下，轿厢才能够运行；

运行期间，轿厢上的听觉信号和轿底的闪烁灯起作用；

“③能够旁路层门关闭触点、层门门锁触点、轿门关闭触点、

轿门门锁触点；不能同时旁路层门和轿门的触点；对于手动层门，

不能同时旁路层门关闭触点和层门门锁触点；

“④提供独立的监控信号证实轿门处于关闭位置

“(7)应当具有门回路检测功能，当轿厢在开锁区域内、轿门

开启并且层门门锁释放时，监测检查轿门关闭位置的电气安全装

置、检查层门门锁锁紧位置的电气安全装置和轿门监控信号的正

确动作；如果监测到上述装置的故障，能够防止电梯的正常运行

“(8)应当具有制动器故障保护功能，当监测到制动器的提起

(或者释放)失效时，能够防止电梯的正常启动

“(9)自动救援操作装置(如果有)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①设有铭牌，标明制造单位名称、产品型号、产品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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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参数；加装的自动救援操作装置的铭牌和该装置的产品

质量证明文件相符；

“②在外电网断电至少等待 3s 后自动投入救援运行，电梯自

动平层并且开门；

“③当电梯处于检修运行、紧急电动运行、电气安全装置动

作或者主开关断开时，不得投入救援运行；

“④设有一个非自动复位的开关，当该开关处于关闭状态时，

该装置不能启动救援运行

“(10)加装的分体式能量回馈节能装置应当设有铭牌，标明制

造单位名称、产品型号、产品编号、主要技术参数，铭牌和该装

置的产品质量证明文件相符

“(11)加装的 IC 卡系统应当设有铭牌，标明制造单位名称、

产品型号、产品编号、主要技术参数，铭牌和该系统的产品质量

证明文件相符”

检验方法为：

“对照检查控制柜型式试验证书和铭牌

“断开主开关，在其输出端，分别断开三相交流电源的任意

一根导线后，闭合主开关，检查电梯能否启动；断开主开关，在

其输出端，调换三相交流电源的两根导线的相互位置后，闭合主

开关，检查电梯能否启动

“根据电气原理图和实物状况，结合模拟操作检查制动器的

电气控制

“目测；通过模拟操作检查紧急电动运行装置功能



- 8 -

“目测；结合相关试验，验证紧急操作和动态测试装置的功

能

“目测旁路装置设置及标识；通过模拟操作检查旁路装置功

能

“通过模拟操作检查门回路检测功能

“通过模拟操作检查制动器故障保护功能

“对照检查自动救援操作装置的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铭牌；

通过模拟操作检查自动救援操作功能

“对照检查分体式能量回馈节能装置的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

铭牌

“对照检查 IC 卡系统的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铭牌”

14.将 2.11 调整为 2.9，检验内容与要求修改为：

“(1)限速器上设有铭牌，标明制造单位名称、型号、编号、

技术参数和型式试验机构的名称或者标志，铭牌和型式试验证书、

调试证书内容相符，并且铭牌上标注的限速器动作速度与受检电

梯相适应

“(2)限速器或者其他装置上设有在轿厢上行或者下行速度达

到限速器动作速度之前动作的电气安全装置，以及验证限速器复

位状态的电气安全装置

“(3)限速器各调节部位封记完好，运转时不得出现碰擦、卡

阻、转动不灵活等现象，动作正常

“(4)受检电梯的维护保养单位应当每 2 年(对于使用年限不

超过 15 年的限速器)或者每年(对于使用年限超过 15年的限速器)



- 9 -

进行一次限速器动作速度校验，校验结果应当符合要求”

检验方法修改为：

“对照检查限速器型式试验证书、调试证书和铭牌

“目测电气安全装置的设置情况

“目测调节部位封记和限速器运转情况，结合 8.4、8.5 的试

验结果，判断限速器动作是否正常

“审查限速器动作速度校验记录，对照限速器铭牌上的相关

参数，判断校验结果是否符合要求；对于额定速度小于 3m/s 的

电梯，检验人员还需每 2年对维护保养单位的校验过程进行一次

现场观察、确认”

15.增加：“2.13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 B

“(1)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上设有铭牌，标明制造单位名称、

型号、编号、技术参数和型式试验机构的名称或者标志，铭牌和

型式试验证书内容相符；

“(2)控制柜或者紧急操作和动态测试装置上标注电梯整机制

造单位规定的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动作试验方法，该方法与型

式试验证书所标注的方法一致”

检验方法为：“对照检查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型式试验证书

和铭牌；目测动作试验方法的标注情况”

16.将“3.17 对重(平衡重)下方空间的防护C”修改为“3.16

井道下方空间的防护 B”。检验内容与要求修改为：“如果井道下

方有人能够到达的空间，应当将对重缓冲器安装于(或者平衡重运

行区域下面是)一直延伸到坚固地面上的实心桩墩，或者在对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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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重)上装设安全钳”

17.将“4.5 对重(平衡重)固定 C”修改为：“4.5 对重(平衡重)

块 B”。检验内容与要求修改为：

“(1)对重(平衡重)块可靠固定；

“(2)具有能够快速识别对重(平衡重)块数量的措施(例如标明

对重块的数量或者总高度)”

18.将“4.7 轿厢内铭牌 C”修改为：“4.7 轿厢内铭牌和标识

C”。检验内容与要求修改为：

“(1)轿厢内应当设置铭牌，标明额定载重量及乘客人数(载货

电梯只标载重量)、制造单位名称或者商标；改造后的电梯，铭牌

上应当标明额定载重量及乘客人数(载货电梯只标载重量)、改造单

位名称、改造竣工日期等；

“(2)设有 IC 卡系统的电梯，轿厢内的出口层选层按钮应当采

用凸起的星形图案予以标识，或者采用比其他按钮明显凸起的绿

色按钮”

19.将 4.10 的检验内容与要求修改为：“设置当轿厢内的载荷

超过额定载重量时，能够发出警示信号，并且使轿厢不能运行的

超载保护装置。该装置最迟在轿厢内的载荷达到 110％额定载重

量(对于额定载重量小于 750kg 的电梯，最迟在超载量达到 75kg)

时动作，防止电梯正常启动及再平层，并且轿内有音响或者发光

信号提示，动力驱动的自动门完全打开，手动门保持在未锁状态”

20.将 5.1 的检验内容与要求修改为：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悬挂钢丝绳和补偿钢丝绳应当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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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出现笼状畸变、绳股挤出、扭结、部分压扁、弯折；

“②一个捻距内出现的断丝数大于下表列出的数值时：

断丝的形式
钢丝绳类型

6×19 8×19 9×19

均布在外层绳股上 24 30 34

集中在一或者两根外层绳股上 8 10 11

一根外层绳股上相邻的断丝 4 4 4

股谷(缝)断丝 1 1 1

注：上述断丝数的参考长度为一个捻距，约为 6d (d 表示

钢丝绳的公称直径,mm)

“③钢丝绳直径小于其公称直径的 90%；

“④钢丝绳严重锈蚀，铁锈填满绳股间隙。

“采用其他类型悬挂装置的，悬挂装置的磨损、变形等不得

超过制造单位设定的报废指标”

21.将 5.5 的检验内容与要求修改为：“如果轿厢悬挂在两根钢

丝绳或者链条上，则应当设置检查绳(链)松弛的电气安全装置，当

其中一根钢丝绳(链条)发生异常相对伸长时，电梯应当停止运行”

22.将 5.6 的检验内容与要求增加：

“对于允许按照GB 7588—1995及更早期标准生产的电梯，

可以按照以下要求检验：

“①采用悬臂式曳引轮或者链轮时，有防止钢丝绳脱离绳槽

或者链条脱离链轮的装置，并且当驱动主机不装设在井道上部时，

有防止异物进入绳与绳槽之间或者链条与链轮之间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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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井道内的导向滑轮、曳引轮、轿架上固定的反绳轮和补

偿绳张紧轮，有防止钢丝绳脱离绳槽和进入异物的防护装置”

23.增加：“6.2 门标识 C

“层门和玻璃轿门上设有标识，标明制造单位名称、型号，

并且与型式试验证书内容相符”

检验方法为：“对照检查层门和玻璃轿门的型式试验证书和标

识”

24.将“6.3 玻璃门 C”修改为：“6.4 玻璃门防拖曳措施 C”

检验内容与要求修改为：“层门和轿门采用玻璃门时，应当有

防止儿童的手被拖曳的措施”。

25.将“6.5 门的运行和导向 C”修改为：“6.6 门的运行和导

向 B”

检验方法修改为：“目测（对于层门，抽取基站、端站以及至

少 20%其他层站的层门进行检查）”。

26.将“6.8 门的锁紧 B”修改为“6.9 门的锁紧 B”，检验内

容与要求修改为：

“(1)每个层门都应当设有符合下述要求的门锁装置：

“①门锁装置上设有铭牌，标明制造单位名称、型号和型式

试验机构的名称或者标志，铭牌和型式试验证书内容相符；

“②锁紧动作由重力、永久磁铁或者弹簧来产生和保持，即

使永久磁铁或者弹簧失效，重力亦不能导致开锁；

“③轿厢在锁紧元件啮合不小于 7mm时才能启动；

“④门的锁紧由一个电气安全装置来验证，该装置由锁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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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强制操作而没有任何中间机构，并且能够防止误动作；

“(2)如果轿门采用了门锁装置，该装置应当符合本条(1)的要

求”

检验方法中的(1)修改为：“对照检查门锁型式试验证书和铭牌

(对于层门，抽取基站、端站以及至少20%其他层站的层门进行检查)，

目测门锁及电气安全装置的设置”

27.增加：“6.11 轿门开门限制装置及轿门的开启 B

“(1)应当设置轿门开门限制装置，当轿厢停在开锁区域外时，

能够防止轿厢内的人员打开轿门离开轿厢；

“(2)在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允许的最大制停距离范围内，

打开对应的层门后，能够不用工具(三角钥匙或者永久性设置在现

场的工具除外)从层站处打开轿门”

检验方法为：“模拟试验；操作检查”。

28.将“8.5 平衡系数试验C”修改为“8.1平衡系数试验B(C)”。

检验方法修改为：

“采用下列方法之一确定平衡系数：

“(1)轿厢分别装载额定载重量的 30%、40%、45%、50%、

60%进行上、下全程运行，当轿厢和对重运行到同一水平位置时，

记录电动机的电流值，绘制电流-负荷曲线，以上、下行运行曲线

的交点确定平衡系数；

“(2)按照本规则第四条的规定认定的方法。

“注 A-6：本条检验类别C类适用于定期检验。

“注 A-7：只有当本条检验结果为符合时方可进行 8.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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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验”

29.增加：“8.3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试验 B

“(1)轿厢在井道上部空载，以型式试验证书所给出的试验速

度上行并触发制停部件，仅使用制停部件能够使电梯停止，轿厢

的移动距离在型式试验证书给出的范围内；

“(2)如果电梯采用存在内部冗余的制动器作为制停部件，则

当制动器提起(或者释放)失效，或者制动力不足时，应当关闭轿门

和层门，并且防止电梯的正常启动”

检验方法为：“由施工或者维护保养单位进行试验，检验人员

现场观察、确认”

30.将 8.7 调整为 8.6，检验内容与要求修改为：

“轿厢分别空载、满载，以正常运行速度上、下运行，呼梯、

楼层显示等信号系统功能有效、指示正确、动作无误，轿厢平层

良好，无异常现象发生；对于设有 IC 卡系统的电梯，轿厢内的人

员无需通过 IC 卡系统即可到达建筑物的出口层，并且在电梯退出

正常服务时，自动退出 IC 卡功能”

检验方法修改为：

“(1)轿厢分别空载、满载，以正常运行速度上、下运行，观

察运行情况；

“(2)将电梯置于检修状态以及紧急电动运行、火灾召回、地

震运行状态(如果有)，验证 IC 卡功能是否退出”

31.增加“8.7 应急救援试验 B

“(1)在机房内或者紧急操作和动态测试装置上设有明晰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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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援程序；

“(2)建筑物内的救援通道保持通畅，以便相关人员无阻碍地

抵达实施紧急操作的位置和层站等处；

“(3)在各种载荷工况下，按照本条(1)所述的应急救援程序实

施操作，能够安全、及时地解救被困人员”

检验方法为：

“(1)目测；

“(2)在空载、半载、满载等工况(含轿厢与对重平衡的工况)，

模拟停电和停梯故障，按照相应的应急救援程序进行操作。定期

检验时在空载工况下进行。由施工或者维护保养单位进行操作，

检验人员现场观察、确认”

32.将“8.10 上行制动试验 B”修改为：“8.10 上行制动工况

曳引检查 B”

检验内容与要求修改为：“轿厢空载以正常运行速度上行至行

程上部，切断电动机与制动器供电，轿厢应当完全停止”。

检验方法修改为：“轿厢空载以正常运行速度上行至行程上部

时，断开主开关，检查轿厢停止情况”

33.将“8.11 下行制动试验 A(B)”修改为：“8.11 下行制动

工况曳引检查 A(B)”

检验内容与要求修改为：“轿厢装载 125%额定载重量，以正

常运行速度下行至行程下部，切断电动机与制动器供电，轿厢应

当完全停止”

34.增加：“8.13 制动试验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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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厢装载 125%额定载重量，以正常运行速度下行时，切

断电动机和制动器供电，制动器应当能够使驱动主机停止运转，

试验后轿厢应无明显变形和损坏”

检验方法为：

“(1)监督检验：由施工单位进行试验，检验人员现场观察、

确认；

“(2)定期检验：由维护保养单位每 5年进行一次试验，检验

人员现场观察、确认。

“注 A-10：对于曳引驱动电梯，本条可以与 8.11 一并进行。

“注 A-11：定期检验仅针对乘客电梯，并且检验类别为 B类”

三、附件 B修改

1.附件 B 中的序号、检验类别、检验项目及其内容按照修改

后的附录 A进行对应调整。

2.删除检验报告封页中的“设备名称”“设备类型”和“设备

型式”，增加“设备类别”和“设备品种”，将报告中的“单位”“机

构”，后面加“名称”。

3.检验结论页中的“层站数”修改为“层站门数”。

4.注 B-2 修改为：“一般情况下，条文序号为 1.1～1.4、2.1～

2.13〔2.8(5)除外〕、3.1、3.2、3.4～3.16、4.1～4.11、5.1～5.3、

5.5、5.6、6.1～6.12、8.1～8.13 的检验项目(共 73 项)，适用于

有机房曳引驱动电梯；条文序号为 1.1～1.4、2.1～2.3〔2.1(3)、

2.3(3)除外〕、2.5～2.13〔2.6(4)、2.7(5)除外〕、3.1、3.2、3.4～

3.16、4.1～4.11、5.1～5.3、5.5、5.6、6.1～6.12、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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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13 的检验项目(共 76 项)，适用于无机房曳引驱动电梯；

条文序号为 1.1～1.4、2.1～2.11〔2.7(3)、2.8(5)除外〕、2.13、

3.1、3.3～3.16〔3.15(5)除外〕、4.1～4.11、5.1、5.2、5.4～5.6、

6.1～6.12、8.3～8.8、8.13(共 66 项)的检验项目，适用于强制驱

动电梯。检验机构可以根据不同的电梯类型和配置，按照实际的

项目及其内容编排检验报告。”

四、附件 C修改

1.附件 C中的序号、检验类别、检验项目及其内容按照修改

后的附录 A进行对应调整。

2.删除检验报告封页中的“设备名称”“设备类型”和“设备

型式”，增加“设备类别”和“设备品种”， 将报告中的“单位”

“机构”，后面加“名称”。

3.检验结论页中的“层站数”修改为“层站门数”。

4.检验结论页中增加“改造日期”和“改造单位名称”。

5.注 C－2修改为：“一般情况下，除条文序号为 2.8(5)、7.1～

7.3、7.4(2)的检验项目之外，其余项目(共 49 项)适用于有机房曳

引驱动电梯；除条文序号为 2.1(3)、2.7(5)的检验项目之外，其余

项目(共 53 项)适用于无机房曳引驱动电梯；除条文序号为 2.7(3)、

2.8(5)、3.15(5)、5.3、7.1～7.3、7.4(2)、8.1、8.2、8.9、8.10

的检验项目之外，其余项目(共 44 项)适用于强制驱动电梯。

“如果检验中发现曳引轮轮槽的磨损可能影响曳引能力时

[见附件 A，2.7(3)]，应当进行附件 A中 8.11 要求的试验，对于

轿厢面积超过规定的载货电梯，还需进行 8.12 要求的试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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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况下，应当将这些检验项目列入检验报告。

“检验机构可以根据不同的电梯类型、配置和检验情况，按

照实际的项目及其内容编排检验报告。”

6.注 C-3 修改为：“对于允许按照 GB 7588—1995 及更早

期标准生产的电梯，标有★的项目可以不检验。其中条文序号为

2.7(5)的项目，仅指可拆卸盘车手轮的电气安全装置可以不检

验。”

7.增加注 C-4：“标有☆的项目，已经按照《电梯监督检验和

定期检验规则——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TSG T7001—2009；

含第 2号修改单)进行过监督检验的，定期检验时应当进行检验。”

此外，部分不影响技术要求的文字修订(如将“维修”修改为

“修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修改为“特种设备检验机构”，

“型式试验合格证书”修改为“型式试验证书”，“型式试验机构

标识”修改为“型式试验机构的名称或者标志”，“检验合格章”改

为“检验专用章”，“非商用汽车电梯”修改为“汽车电梯”)以及

编辑性修改等，本修改单未一一列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