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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医用电梯是较为特殊的一类电梯，主要为运送病床（包括病人）及医疗设备而设计，要求可靠

性和安全性高，有较大的运送能力等。

目前，就诊和陪护人员普遍感觉候梯时间长，医用电梯运行效率低，手术用电梯可靠性不高，

由于医用电梯出现故障造成医疗事故的情况时有发生。

目前尚无医用电梯选型配置方面的技术规范，对医用电梯的要求分布在一系列标准规范中，有

的方面尚未作出规定，有的方面规定的不具体，不便于从业人员的理解和使用。

本标准规定了医用电梯在配置和选型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由临沂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提出。

本标准归口单位：山东省特种设备协会

本技术规范的编制单位：临沂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临沂市电梯协会

临沂市正大电梯检测有限公司

三菱电梯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

山东日立电梯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

临沂市建业科技技术有限公司

......

主要编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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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曳引电梯选型和配置要求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为运送病床（包括病人）及医疗设备且额定运行速度不大于2.5m/s曳引驱动电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安全技术规范、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的引用而构成本标准的条文，引用的安全技

术规范、标准修订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7588.1-2020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第1部分：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

GB/T 7588.2—2020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第2部分：电梯部件的设计原则、计算和检验

GB/T 24476-2017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物联网的技术规范

GB 50352 -2019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GB 50763-2012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T 10058—2009 电梯技术条件

GBT 7024-2008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GBT 24477-2009 适用于残障人员的电梯附加要求

GBT7025.1-1997 电梯主参数及轿厢井道机房的型式与尺寸

GBT7025.2-1997 电梯主参数及轿厢井道机房的型式与尺寸

3 术语和定义

3.1

医用电梯

运送病床（包括病人）及相关医疗设备的电梯。

3.2

普通门诊用电梯

普通门诊使用的，为运送就诊和其他人员的电梯。

3.3

手术用梯

手术专用电梯

3.4

重症监护室用电梯

通往重症监护室的电梯。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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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医院残障电梯

供残障人员使用的电梯。

3.6

直驶运行功能

仅由轿箱内人员操作，不响应外呼信号。

4 医用电梯的特殊配置要求

4.1 通用要求

曳引式医用电梯除满足曳引驱动乘客电梯的要求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4.1.1 曳引驱动医用电梯及其所有零部件应遵守机械、电气及建筑结构的通用技术要求。还应符合

GB/T 7588.1—2020、GB/T 7588.2—2020 的规定。

4.1.2 曳引驱动医用电梯应具有运行数据采集、状态检测和远程监控等功能，并符合 GB/T 24476-2017

的要求。

4.1.3 为防止按钮残留细菌造成的危害，手术用电梯、通往重症监护室的电梯操纵箱应采取相应措施：

a) 采用无接触式呼梯方式，例如：悬浮按钮操纵箱，感应按钮操纵箱，语音呼梯操纵箱等；

b) 其他等效的方法。

4.1.4 宜采用可靠性试验达到 500 万次的驱动主机制动器。

4.1.5 轿厢内换气次数设计应不小于 10 次/小时。

4.1.6 手术用电梯、通往重症监护室的电梯轿厢风机应具有除菌功能，并且满足除菌率不小于 99%。

4.1.7 应提供备用电源，如双回路供电、自动发电供电、电池组供电等。

4.1.8 手术用电梯轿厢内手机通讯信号必须保持畅通。

4.1.9 手术用电梯应由专职人员操作。

4.1.10 医用电梯应具备直驶运行功能。

4.1.11 轿厢内宜设置检修运行功能。

4.1.12 多台医用电梯应该采用并联或者梯群控制。

4.1.13 医用电梯应安装在专用医疗通道内。

4.1.14 医用电梯不宜采用无机房电梯。

4.1.15 医用电梯间应设前室，由走道通向前室的门，应为向疏散方向开启的乙级防火门。

4.1.16 医用电梯光幕应选用 120 束及以上红外线连续光幕，扫描时间应不小于 50ms。

4.1.17 医用电梯应至少具备机房、轿厢、底坑、值班室以及其他存在被困风险的地方相互通话的功能。

4.1.18 在用的医用电梯应购买电梯安全责任保险。

4.1.19 在机房的明显位置应标出电梯的使用年限（如果有），机房内有多台电梯时应分别标出。

4.2 医用电梯轿厢、井道、机房和外围设施配置要求

4.2.1 医用电梯轿厢要求见图 1 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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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额定载重量为2000 kg的医用电梯：

轿厢高度见表1，为2300mm。

轿厢深度、宽度见图1，2700mm×1500mm

病床尺寸见图1注5，为1000 mm×2300 mm;

4.2.2 电梯井道要求

4.2.2.1 井道

例：

额定载重量为 2000 kg 的医用电梯：

井道尺寸见图 1，为 3300mm×2400mm。

4.2.2.2 底坑

例：

额定载重量为 2000 kg 速度为 1.0m/s 的医用电梯：

底坑深度见表 1，为 1900mm。

4.2.2.3 顶部高度

例：

额定载重量为 2000 kg 速度为 1.0m/s 的医用电梯：

底坑深度见表 1，为 4400mm。

4.2.2.4 层轿门尺寸

例：

额定载重量为 2000 kg 的医用电梯：

层轿门尺寸见表 1 图 1，高度 2100mm 宽度 1300mm。

4.2.2.5 需要安装对重安全钳时，井道深度或者宽度尺寸宜适当增加，增加量可能达到 200 mm。

表 1 医用电梯 尺寸单位为毫米

参数 额定载重量/kg

1275 1600 2000 2500

轿厢 高 h4 2300

轿门和层门 高 h3 2100

底坑

深度
a
d3

额定速度 Vn/

（m/s）

0.63 1600 1800

1.00 1700 1900

1.60 1900 2100

2.00 2100 2300

2.50 2500

顶层

高度
a
h1

0.63 4400 4600

1.00 4400 4600

1.60 4400 4600

2.00 4600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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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5400 5600

机房
a

（如

果有）

0.63～2.50 面积

A/m
2

25 27 29

宽度
b
b4

3200 3500

深度
bd4

5500 5800

a b4、d3、d4、h1、h2由于电梯结构的原因允许有所变动，并应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的规定。
b b4和 d4为最小值，实际尺寸应能提供不小于 A的地面面积。

轿厢高度∶2300

出入口高度∶2100

注 1：适用于不超过 2.5m/s 的电梯。

注 2∶括号内的井道尺寸对于液压电梯有效。

注 3∶电梯标有.'允许采用电动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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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适用于要求为电动轮椅的情况）

注 4∶尽管图中给出了对重，但所有的电梯尺寸均未考虑不同的驱动系统。

注 5∶载重量为 1275kg 的中分门电梯常与有相似门设计的其他轿用设置在同一群组中，它能容纳

一个尺寸为

600 mm×2 000 mm 的担架。
a
病床尺寸为 900mm×2000 mm，

b
病床尺寸为 1000 mm×2300 mm，

c
病床尺寸为 1000 mm×2300 mm，有其他仪器。

图 1 医用电梯

4.2.2.6 井道尺寸垂直允许偏差见表 2

表 2 井道尺寸垂直允许偏差

井道高度/m 允许偏差 k

≤30 （0～+25）mm

30～60（不含 30） （0～+35）mm

60～90（不含 60） （0～+50）mm

>90 允许偏差应符合电梯土建布置图要求

4.2.3 电梯的机房尺寸

4.2.3.1 单台电梯

机房尺寸见表 1，机房高度应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

4.2.3.2 多台电梯

4.2.3.2.1 尺寸符号

下列符号用于该类电梯的尺寸标记。

单台电梯机房的

最小宽度 b4

最小深度 d

地面面积 A

单台电梯的井道宽度 b3

单台电梯的井道深度 d2

电梯的总台数 n

4.2.3.2.2 并排安装的多台电梯

总面积∶A+0.9A（n 一 1）

实际的面积应不小于上述计算值。

最小宽度∶b4+（n-1）（b3+200）

最小深度;d4

4.2.3.2.3 面对面布置的多台电梯

总面积∶A＋0.9A（n-1）

实际的面积应不小于上述计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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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宽度；b4+（n-1）（b3+200）/2

最小深度;2d2+相对排列的井道之间的距离

如果 n 为奇数（电梯不配对），n向上圆整到临近的偶数。

4.2.3.3 高度

共用机房的最小高度应等于其中单台电梯所需机房高度的最大值，机房高度应满足相关的国家标

准。

4.2.4 电梯候梯厅应符合 GB 50352 的相关要求。

4.3 无障碍电梯专项配置要求

4.3.1 当附设有地下停车库时，至少应有一台电梯通向地下汽车库。当地下室为自行车停车库或机电

设备用房时，电梯宜到达该楼层。

4.3.2 因为病人的特殊性以及医院的特殊使用环境决定了。对一医院内会涉及病人到达的建筑物（设

有电梯的）至少应设置一台无障碍电梯。且满足以下要求：

a) 无障碍电梯应符合 GB 50352 在建筑入口、入口平台、候梯厅、公共走道等部位进行无障

碍设计的有关要求；

b) 无障碍电梯应满足行动障碍者和视觉障碍者进出和使用的相关要求，并在层站召唤盒上或

其他醒目的位置设置无障碍电梯的标志。

4.3.3 无障碍电梯的候梯厅应符合 GB 50763—2012 中 3.7.1 的要求；

a) 候梯厅深度不宜小于 1.50m ，公共建筑及设置病床梯的候梯厅深度不宜小于 1.80m;

b) 呼叫按钮高度为 O.90m～1.10m;

c) 电梯门洞的净宽度不宜小于 900mm;

d) 电梯出人口处宜设提示盲道;

e) 候梯厅应设电梯运行显示装置和抵达音响。

4.3.4 无障碍电梯的轿厢应符合 GB 50763—2012 中 3.7.2 的要求；

a) 轿厢门开启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800mm;

b) 在轿厢的侧壁上应设高 O. 90m~ 1.10m 带盲文的选层按钮，盲文宜设置于按钮旁;

c) 轿厢的三面壁上应设高 850mm ~ 900mm 扶手，扶手应符合本规范第 3.8 节的相关规定;

d) 轿厢内应设电梯运行显示装置和报层音响;

e) 轿厢正面高 900mm 处至顶部应安装镜子或采用有镜面效果的材料;

f) 轿厢的规格应依据建筑性质和使用要求的不同而选用。最小规格为深度不应小于 1.40m ，

宽度不应小于 1. 10m; 中型规格为深度不应小于 1. 60m ，宽度不应小于 1.40m; 医疗建

筑与老人建筑宜选用病床专用电梯;

g) 电梯位置应设无障碍标志，元障碍标志应符合本规范第 3.16 节的有关规定。

5 医用电梯的整机性能、可靠性和提高运行效率的功能配置要求

5.1 整机性能

5.1.1 开关门时间

医用电梯的中分自动门和旁开自动门的开关门时间应符合GB/T 10058—2009 的规定。

乘客电梯的中分自动门和旁开自动门的开关门时间宜不大于表3规定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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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开关门时间最大规定值

开门方式 开门宽度（B）/mm

B≤800 800<B≤1000 1000<B≤1100 1100<B≤1300

中分自动门 3.2 4.0 4.3 4.9

旁开自动门 3.7 4.3 4.9 5.9

注1：开门宽度超过1300mm时，其开门的时间由制造商与客户协商确定。

注2：开门时间是指从开门启动至达到开门宽度的时间；关门时间是指从关门启动至

GB7588-2003 7.7.3.1、7.7.4.8.9证实层门锁紧装置（如果有）以及层门、轿门关闭状态的

电气安全装置的触点全部接通的时间

5.1.2 电梯加减速度

曳引驱动医用电梯轿厢运行在恒加速度区域内的垂直（Z 轴）振动的最大峰峰值不应大于0.25m/s²，

A95 峰峰值不应大于0.14 m/s²。曳引驱动医用电梯轿厢运行期间水平（X 轴和Y 轴）振动的最大峰峰

值不应大于0.15 m/s²，A95 峰峰值不应大于0.10 m/s²。

注：按GB/T 24474测量，用计权的时域记录振动曲线中的峰峰值。

5.1.3 电梯运行噪音

电梯的各机构和电气设备在工作时不应有异常振动或撞击声响。曳引驱动医用电梯的噪声值应符合表

4的规定。

表 4 医用电梯的噪声值

内容 噪声值dB(A)

开关门过程中最大噪声值 ≤55

运行中轿厢内最大噪声值 ≤52

额定速度运行时机房内平均噪声值 ≤75

注：无机房电梯的“机房内平均噪声值”是指距离曳引机1m处所测得的平均噪声值

5.1.4 电梯平层精度

电梯轿厢的平层准确度应在±5mm范围内。平层保持精度宜在±10mm范围内。

5.1.5 电梯紧急救援

医用电梯的使用具有特殊性电梯应具有停电应急平层装置，并应能正常工作，停电状态下，电梯自

动平层开门放人。

5.1.6 平衡系数

曳引电梯的平衡系数应当在45%--50%之间，或者符合制造（改造）单位的设计值。

5.2 可靠性功能配置

5.2.1 可靠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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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机可靠性检验为制动运行60000次中失效（故障）次数不应超过3次。每次失效（故障）修复

时间不应超过1h。由于电梯本身原因造成的停机或不符合本文件规定的整机性能要求的非正常运行，均

被认为是失效（故障）。

5.2.2 控制柜可靠性应符合 GB/T 10058—2009 中 4.2 的规定。

5.2.3 应具有驱动设备过热保护功能

由于机房温度过高或运行发热，电动机温度超过预设值时，电梯将自动进入保护状态。电梯就近停

靠，开门安全疏散乘客并关闭轿内照明和电扇，温度正常后，电梯恢复正常运行。

5.2.4 应具备关门力矩保护功能

当关门时受到反向阻力，超过预设的力矩值时，电梯将重新开门。

5.2.5 轿厢到站钟功能

设置在轿厢顶部，当电梯到达停靠楼层时，将发出清脆的铃声提示乘客已到站。

5.2.6 应具备故障自诊断功能

当控制系统自动侦测到控制回路的异常时，自动停梯保障乘客的安全。

5.2.7 应具备电网滤波监测功能

在一段时间内，如果电网电压出现连续波动，系统将自动报警。

5.2.8 应具备抱闸反馈检测功能

对抱闸继电器信号进行全程监控，当发现抱闸继电器的实际状态与始定的命令不符时，停止运行。

5.2.9 应具备接触器反馈检测功能

无论电梯处于待机状态还是运行状态，系统将检测输出继电器的状态，一旦发现接触器处于非正常

状态，系统将报警。

5.2.10 应逆向运行保护

功能系统对旋转编码器的反馈信号方向进行识别，在运行中判断电动机的实际运行方向，一旦为逆

向运行则报警提示。

5.2.11 应防打滑保护功能

在非检修状态，电梯运行过程中，如果连续运行超过45秒后，而且没有平层开关动作过，系统就认

为检测到钢丝绳打滑故障，所以就停止轿厢一切运行。

5.2.12 起动时力矩补偿功能

为使电梯起动时获得更好的舒适感，系统对轿厢内载荷进行计算，并通过起动时的力矩补偿给予优

化。

5.3 提高运行效率功能配置

5.3.1 应设置防捣乱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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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空梯运行，电脑通过对载重量进行逻辑判断把不正常的指令作消号处理。此功能可避免恶作

剧和错误的轿内指令。

5.3.2 应设置反向指令自动消除功能

在向上或向下运行时，对于与当前运行方向相反的指令可自动消除。

5.3.3 应设置具备满载直驶功能

当轿厢内载荷达到满载预设值时，即进入满载直驶状态，电梯将不再应答厅外召唤，点亮厅外显示

的满载灯，并直接响应轿内指令直达指定楼层。

5.3.4 应设置具备关门等待取消功能

自动状态下，在门保持全开状态并且处于开门延时阶段时，按关门按钮可立即执行提前关门。

5.3.5 应设置轿厢关门延时保护功能

当电梯开门时间由于外呼按钮被按住或其他因素而超过预定时间时，电梯会强迫关门来应答其他信

号。当电梯强迫关门重复几次仍未关紧，电梯将停止运转并开门，内外呼信号会自动取消。当电梯监测

到门已正常关闭时，电梯恢复正常操作。

5.3.6 应设置厅、轿门时间分别控制功能

经过统计由厅外召唤引起的开门等待时间会比由轿内指令引起的开门等待时间要长，此功能通过独

立调整电梯在响应召唤和指令时的开门保持时间，来提高整体的运行效率。

5.3.7 应设置错误指令取消功能

当指令登记后，在电梯未起动前可通过连续点按此按钮以取消已登记的指令。电梯起动后，为保证

乘客的人身安全，系统不允许取消已登记信号。

5.3.8 应具备修正运行功能

电梯在运行过程中，系统自动修正电梯运行中产生的导致的微小平层误差、轿厢位置误差，将平层

误差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6 医用电梯的运行环境的保障性配置措施

6.1 机房温度

6.1.1 机房的空气温度应保持在+5～+40℃之间。

6.1.2 应采取措施使机房温度保持在以上范围内，保证电梯的可靠稳定运行。

6.1.3 机房内宜设置温度检测装置，以便实时显示机房内的温度。

6.2 机房湿度

6.2.1 机房湿度要求如下：

a) 运行地点空气相对湿度在最高温度为+40℃时不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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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较低温度下可有较高的相对湿度。最湿月的月平均最低温度不超过+25%，该月的月平均

最大相对湿度不超过 90%。若可能在电器设备上产生凝露，应采取相应措施。

6.2.2 机房内宜设置湿度检测装置，以便实时显示机房内的湿度。

6.3 机房海拔

6.3.1 对于额定速度不大于 8.0m/s 的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的曳引机海拔高度不超过 1000m，如果海拔

高度超过 1000m，则应按 GB755-2019 有关规定进行修正。

6.3.2 海拔超过 2000m 的电梯，其低压电器的选用应按 GBT 20645-2021 的要求修正。

6.4 机房电磁辐射

6.4.1 机房设备的安全操作不应受到电磁干扰的影响，电梯的电磁发射应被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

6.4.2 机房设备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 GB/T 24807-2009 和 GB/T 24808-2009 的要求。

6.4.3 机房抗电磁干扰常用的技术方法有屏蔽、接地、滤波、合理布线等。

6.5 供电电源

6.5.1 电源输入电压波动在额定电压值±7%的范围内。

6.5.2 不平衡电压：三相电源电压负序和零序成分都不应超过正序成分的 2%。

6.5.3 供电电源频率：(0.98~ 1.02)倍标称频率。

6.5.4 供电电源谐波：(2~5)次畸变谐波总和不超过线电压方均根值的 10%；对于(6~30)次畸变谐波的

总和允许最多附加线电压方均根值的 2%。

6.6 环境空气条件

6.6.1 电梯机房环境空气中没有腐蚀性和易燃性气体及导电尘埃。

6.6.2 环境空气污染等级不应大于 GB14048.1-2012 规定的 3 级。

6.6.3 从建筑物其他处抽出的陈腐空气不得直接排入机房内。

6.6.4 机房内的设备尽可能不受灰尘、有害气体和湿气的损害。

6.6.5 机房内不应存放易燃物品，如油布、油纸等。

6.6.6 机房内应采取措施防止粉尘堆积，并便于清扫。

6.6.7 当可燃性物质密度小于空气密度时，应防止机房顶部中可燃性物质大量积聚。

6.6.8 机房内宜设置吸尘器和静电除尘措施。

6.7 照度

机房应设有永久性的电气照明，（标准7588.1-2020 位置）地面上的照度不应小于200 lx。

6.8 噪音

电梯的各机构和电气设备在工作时不应有异常振动或撞击声响。乘客电梯、消防员电梯的噪声值应

符合表5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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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乘客电梯的噪声值

单位为 dB（A）

额定速度 v/(m/s) v≤2.5 2.5＜v≤6.0

额定速度运行时机房内的最大噪声值 ≤80 ≤85

6.9 特殊要求

特殊情况下，设计文件对温度、湿度、电压、环境空气条件等进行了专门规定的，应当符合设计文

件的规定。

7 医用电梯选型要求

7.1 要准确地确定医用电梯的数量和规格，宜采用基于客流高峰期的电梯客流分析模型，根据不同的

运行级别要求，用传统计算方法确定，遵守附录 A 的规定。对干有特殊要求的可采用基于计算机的仿

真模拟分析方法确定电梯的数量和规格。附录 B 是依据传统计算方法确定的医用电梯选型配置计算示

例。

7.2 电梯运行级别通常以电梯轿厢在客流上行高峰期相邻两次离开基站的时间间隔的平均值（INT）、

5min 客流输送能力（HC）和电梯数量来衡量，其值可由建设单位提出，但至少应满足表 6 的相应要求。

医用电梯应选用"优秀"级别。

表 6 电梯运行级别

建筑类型 INT(s) [HC] 电梯数量

优秀 良好 优秀 良好 优秀 良好

医院 ≤40 ≤50 ≥10﹪ ≥8﹪ / /

7.3 电梯设计服务总人数应根据建筑总层数和每层人数确定。医用电梯的人口预测应按照 3.0 人/床位

进行。

7.4 基于行程和不同建筑的电梯额定速度配置选择见表 7 和表 8。

表 7 电梯额定速度和行程配置选择

额定速度

（m/s）

最大运行时

间 20s 的行程

（m）

最大运行时

间 30s 的行

程（m）

最大运行时

间 35s 的行

程（m）

最大运行时间

40s 的行程

（m）

最大运行时间

60s的行程（m）

≥1.00 ≤20 / / / /

≥1.50 ≤30 ≤45 ≤52.5 ≤60 ≤90

≥1.75 ≤35 ≤52.5 ≤61.25 ≤70 ≤105

≥2.0 ≤40 ≤60 ≤70 ≤80 ≤120

≥2.50 ≤50 ≤75 ≤87.5 ≤100 ≤150

≥3.00 ≤63 ≤90 ≤105 ≤120 ≤180

≥3.50 ≤70 ≤105 ≤122.5 ≤140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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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80 ≤120 ≤140 ≤160 ≤240

≥5.00 ≤100 ≤150 ≤175 ≤200 ≤300

≥6.00 ≤120 ≤180 ≤210 ≤240 ≤360

表 8 不同建筑中最大运行时间

建筑类型 最大运行时间（s）-优秀 最大运行时间（s）-良好

医院 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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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电梯选型配置的传统计算方法

A.1 电梯数量和规格的选择，应满足 5min客流高峰期输送能力的要求。5min客流高峰期输送能力的要

求（【HC】）可由建设单位提出，但至少应满足 5.1.2 的要求。

A.2 5min客流高峰期一般应采用一天内最繁忙 5min上行高峰期，也可按照实际情况，采用一天内最繁

忙 5min下行高峰期或其他有代表性的客流高峰期。

（1）

（2）

pvv t2)t(1t2 PTSHRTT  ）（ （3）

（4）

P：客流高峰期电梯平均乘客人数，取由轿厢面积确定额定乘客人数的 80%；

1N ：计算电梯组中的电梯总数；

PN ：电梯设计服务总人数；

RTT 电梯往返一次运行时间（s）。电梯伸至地下室时，可根据电梯运行级别，每一层地下室增加

15s~30s。式（3）给出的是上行高峰期的 RTT 计算公式，对于下行高峰期及其他设计工况应根据具体情

况，进行 RTT 计算；

H：电梯平均最高返回层；

S：平均停站数；

T：从电梯开始关闭到下一停层电梯门打开到 800mm 的时间（s），T 是一个代表电梯自身性能

的时间参数，由电梯供应商提供，初步设计阶段也可根据电梯运行级别按 8s～12s 取值；

vt ：理论层间运行时间（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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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每个乘客进（出）轿厢的平均时间∶ pt 的值只能依靠估计，一般可取 1.2s，对于非常繁

忙的办公楼可取 0.8s。

fd ：主楼层到最高层的平均层高（m）；

V：电梯额定速度（m/s）∶

A.3 H和S可分别按式（5）和式（6）计算：

(5)

(6)

主楼层以上电梯服务总层数；

部分额定乘客人数和 对应的 H 和 S 值可查下表 A.1。

A.4 电梯数量和轿厢容量的选择，应考虑电梯分层分组或建筑服务分区。

表 A.1 H 和 S 取值（CC 为电梯的额定乘客人数）

CC=10 CC=13 CC=18 CC=21 CC=26

H S H S H S H S H S

7 6.6 5 6.8 5.6 6.9 6.2 6.9 6.5 7.0 6.7

8 7.5 5.3 7.7 6 7.8 6.8 7.9 7.2 7.9 7.5

9 8.4 5.5 8.6 6.4 8.8 7.3 8.8 7.8 8.9 8.2

10 9.3 5.7 9.5 6.7 9.7 7.8 9.8 8.3 9.9 8.9

11 10.2 5.9 10.5 6.9 10.7 8.2 10.8 8.8 10.8 9.5

12 11.1 6 11.4 7.1 11.6 8.6 11.7 9.2 11.8 10

13 12 6.1 12.3 7.3 12.6 8.9 12.7 9.6 12.8 10.5

14 12.9 6.3 13.2 7.5 13.5 9.2 13.6 10 13.7 11

15 13.8 6.4 14.1 7.7 14.4 9.4 14.6 10.3 14.7 11.4

16 14.7 6.5 15 7.8 15.4 9.7 15.5 10.6 15.7 11.8

17 15.6 6.5 16 8 16.3 9.9 16.5 10.9 16.6 12.2

18 16.5 6.6 16.9 8 17.3 10.1 17.4 11.1 17.6 12.5

19 17.4 6.7 17.8 8.2 18.2 10.3 18.4 11.3 18.5 12.8

20 18.2 6.7 18.7 8.3 19.1 10.4 19.3 11.6 19.5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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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9.1 6.8 19.6 8.4 20.1 10.6 20.3 11.7 20.5 13.4

22 20 6.8 20.5 8.4 21 10.7 21.2 11.9 21.4 13.6

23 20.9 6.9. 21.4 8.5 22 10.9 22.1 12.1 22.4 13.9

24 21.8 6.9 22.4 8.6 22.9 11 23.1 12.3 23.3 14.1

25 22.7 7 23.3 8.6 23.8 11.1 24 12.4 24.3 14.3

26 23.6 7 24.2 8.7 24.8 11.2 25 12.5 25.2 14.5

27 24.5 7 25.1 8.8 25.7 11.3 25.9 12.7 26.2 14.7

28 25.4 7.1 26 8.8 26.6 11.4 26.9 12.8 27.2 14.9

29 26.3 7.1 26.9 8.9 27.6 11.5 27.8 12.9 28.1 15

30 27.1 7.1 27.8 8.9 28.5 11.6 28.8 13 29.1 15.2

31 28 7.2 28.8 9 29.4 11.7 29.7 13.1 30 15.3

32 28.9 7.2 29.7 9 30.4 11.7 30.7 13.2 31 15.5

33 29.8 7.2 30.6 9 31.3 11.8 31.6 13.3 31.9 15.6

34 30.7 7.2 31.5 9.1 32.3 11.9 32.5 13.4 32.9 15.7

35 31.6 7.2 32.4 9.1 33.2 11.9 33.5 13.5 33.8 15.8

36 32.5 7.3 33.3 9.1 34.1 12 34.4 13.6 34.8 16

37 33.4 7.3 34.2 9.2 35.1 12.1 35.4 13.6 35.8 16.1

38 34.3 7.3 35.1 9.2 36 12.1 36.3 13.7 36.7 16.2

39 35.1 7.3 36.1 9.2 36.9 12.2 37.3 13.8 37.7 16.3

40 36 7.3 37 9.3 37.9 12.2 38.2 13.9 38.6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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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医用电梯选型配置示例

本示例采用某中型医院数据，按照附录 A 提供的计算方法进行测算，提供选型配置依据。

该医院门诊楼一层为主楼层，主楼层以上共 18 层，地下为两层设计，楼层间距 3.3 米，共有床位

1000 张。医院期望的电梯运行级别为优秀，5min 客流输送能力[HC]应≥10﹪，电梯轿厢在客流上行高

峰期相邻两次离开基站的时间间隔的平均值（INT）≤40s，电梯最大运行时间取值 30s。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 电梯运行行程 s=18×3.3m=59.4m

查表 3 及表 4 可知，选定电梯的额定速度应≥2.0m/s

2. 由 v
dt f

v  可知，理论层间运行时间（s）为 vt =3.3m÷2m/s=1.65s

3. 电梯设计服务总人数 PN =1000×3=3000 人。

4. 客流高峰期电梯平均乘客人数的最小需求可由以上数据按照附录 A 式 1 求得

P=3000 人×10﹪×40s÷300s=40 人

则 40÷0.8=50 人

5.

主楼层以上电梯服务总层数 取值 18，则上式 平均停站数 S=16.96

PNf

i fN
ifNH 






1

1
〕〔

电梯平均最高返回层 H=17.9

6. 上行高峰期的 RTT 计算

pvv t2)t(1t2 PTSHRTT  ）（

RTT=2×17.9×1.65+(16.96+1)(13-1.65)+2×50×1.2=59.07+203.8+120=382.87S

7. 电梯组中的电梯总数 1N =RTT÷40S=9.57 台

向上取整 1N 应为 10 台

8. 可得

INT=382.87÷10=38.3s＜4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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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种测算对于电梯的制造存在相当的难度，医院中的大量人员不能依靠更改 P 实现，故应

该减小客流上行高峰期相邻两次离开基站的时间间隔来实现大量人员的运送。在一般情况下

1600kg 电梯轿厢经济实用性较好的情况下，进行计算。

对于该种情况，我们将客流上行高峰期相邻两次离开基站的时间间隔的平均值（INT）限

定在 21s 时，P=21 人。

重新对该项目进行验算。

A）

主楼层以上电梯服务总层数 取值 18，则上式中平均停站数 S=11.1

电梯平均最高返回层 H=17.4

B）上行高峰期的 RTT 计算

pvv t2)t(1t2 PTSHRTT  ）（

RTT=2×17.4×1.65+(11.1+1)(13-1.65)+2×21×1.2=57.42+137.335+50.4=245.155S

C）电梯组中的电梯总数 1N =RTT÷21S=11.67 台

向上取整 1N 应为 12 台

D） 可得

相应的平均间隔时间 INT=245.155÷12=20.42s＜40s

E）由附录 A 中式（1）计算相应的 5min 上行高峰期输送能力

HC=300×21÷20.42÷3000×100%=10.28%＞10%

以上可得采用 12 台额定载重量为 1600kg 的 2.0m/s 的电梯可以满足医院期望的电梯运行级别为优

秀，5min 客流输送能力[HC]应≥10﹪，电梯轿厢在客流上行高峰期相邻两次离开基站的时间间隔的平

均值（INT）≤40s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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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曳引驱动医用电梯应具有运行数据采集、状态检测和远程监控等功能，并符合GB/T 24476-2017 
	4.1.3　为防止按钮残留细菌造成的危害，手术用电梯、通往重症监护室的电梯操纵箱应采取相应措施：
	4.1.4　宜采用可靠性试验达到500万次的驱动主机制动器。
	4.1.5　轿厢内换气次数设计应不小于10 次/小时。
	4.1.6　手术用电梯、通往重症监护室的电梯轿厢风机应具有除菌功能，并且满足除菌率不小于99%。
	4.1.7　应提供备用电源，如双回路供电、自动发电供电、电池组供电等。
	4.1.8　手术用电梯轿厢内手机通讯信号必须保持畅通。
	4.1.9　手术用电梯应由专职人员操作。
	4.1.10　医用电梯应具备直驶运行功能。
	4.1.11　轿厢内宜设置检修运行功能。
	4.1.12　多台医用电梯应该采用并联或者梯群控制。
	4.1.13　医用电梯应安装在专用医疗通道内。
	4.1.14　医用电梯不宜采用无机房电梯。
	4.1.15　医用电梯间应设前室，由走道通向前室的门，应为向疏散方向开启的乙级防火门。
	4.1.16　医用电梯光幕应选用120束及以上红外线连续光幕，扫描时间应不小于50ms。
	4.1.17　医用电梯应至少具备机房、轿厢、底坑、值班室以及其他存在被困风险的地方相互通话的功能。
	4.1.18　在用的医用电梯应购买电梯安全责任保险。
	4.1.19　在机房的明显位置应标出电梯的使用年限（如果有），机房内有多台电梯时应分别标出。

	4.2　医用电梯轿厢、井道、机房和外围设施配置要求
	4.2.1　医用电梯轿厢要求见图1和表1
	4.2.2　电梯井道要求
	4.2.2.1　井道
	4.2.2.2　底坑
	4.2.2.3　顶部高度
	4.2.2.4　层轿门尺寸
	4.2.2.5　需要安装对重安全钳时，井道深度或者宽度尺寸宜适当增加，增加量可能达到 200 mm。
	4.2.2.6　井道尺寸垂直允许偏差见表2

	4.2.3　电梯的机房尺寸
	4.2.3.1　单台电梯
	4.2.3.2　多台电梯
	4.2.3.2.1　尺寸符号
	4.2.3.2.2　并排安装的多台电梯
	4.2.3.2.3　面对面布置的多台电梯

	4.2.3.3　高度

	4.2.4　电梯候梯厅应符合GB 50352 的相关要求。

	4.3　无障碍电梯专项配置要求
	4.3.1　当附设有地下停车库时，至少应有一台电梯通向地下汽车库。当地下室为自行车停车库或机电设备用房时，电梯宜
	4.3.2　因为病人的特殊性以及医院的特殊使用环境决定了。对一医院内会涉及病人到达的建筑物（设有电梯的）至少应设
	4.3.3　无障碍电梯的候梯厅应符合 GB 50763—2012 中3.7.1 的要求；
	4.3.4　无障碍电梯的轿厢应符合 GB 50763—2012 中3.7.2 的要求；


	5　医用电梯的整机性能、可靠性和提高运行效率的功能配置要求
	5.1　整机性能
	5.1.1　开关门时间
	5.1.2　电梯加减速度
	5.1.3　电梯运行噪音
	5.1.4　电梯平层精度
	5.1.5　电梯紧急救援
	5.1.6　平衡系数

	5.2　可靠性功能配置
	5.2.1　可靠性要求
	5.2.2　控制柜可靠性应符合GB/T 10058—2009 中4.2 的规定。
	5.2.3　应具有驱动设备过热保护功能
	5.2.4　应具备关门力矩保护功能
	5.2.5　轿厢到站钟功能
	5.2.6　应具备故障自诊断功能
	5.2.7　应具备电网滤波监测功能
	5.2.8　应具备抱闸反馈检测功能
	5.2.9　应具备接触器反馈检测功能
	5.2.10　应逆向运行保护
	5.2.11　应防打滑保护功能
	5.2.12　起动时力矩补偿功能

	5.3　提高运行效率功能配置
	5.3.1　应设置防捣乱保护功能
	5.3.2　应设置反向指令自动消除功能
	5.3.3　应设置具备满载直驶功能
	5.3.4　应设置具备关门等待取消功能
	5.3.5　应设置轿厢关门延时保护功能
	5.3.6　应设置厅、轿门时间分别控制功能
	5.3.7　应设置错误指令取消功能
	5.3.8　应具备修正运行功能


	6　医用电梯的运行环境的保障性配置措施
	6.1　机房温度
	6.1.1　机房的空气温度应保持在+5～+40℃之间。
	6.1.2　应采取措施使机房温度保持在以上范围内，保证电梯的可靠稳定运行。
	6.1.3　机房内宜设置温度检测装置，以便实时显示机房内的温度。

	6.2　机房湿度
	6.2.1　机房湿度要求如下：
	6.2.2　机房内宜设置湿度检测装置，以便实时显示机房内的湿度。

	6.3　机房海拔
	6.3.1　对于额定速度不大于8.0m/s的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的曳引机海拔高度不超过1000m，如果海拔高度超过
	6.3.2　海拔超过2000m的电梯，其低压电器的选用应按GBT 20645-2021的要求修正。

	6.4　机房电磁辐射
	6.4.1　机房设备的安全操作不应受到电磁干扰的影响，电梯的电磁发射应被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
	6.4.2　机房设备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GB/T 24807-2009和GB/T 24808-2009的要求。
	6.4.3　机房抗电磁干扰常用的技术方法有屏蔽、接地、滤波、合理布线等。

	6.5　供电电源
	6.5.1　电源输入电压波动在额定电压值±7%的范围内。
	6.5.2　不平衡电压：三相电源电压负序和零序成分都不应超过正序成分的2%。
	6.5.3　供电电源频率：(0.98~ 1.02)倍标称频率。
	6.5.4　供电电源谐波：(2~5)次畸变谐波总和不超过线电压方均根值的10%；对于(6~30)次畸变谐波的总和

	6.6　环境空气条件
	6.6.1　电梯机房环境空气中没有腐蚀性和易燃性气体及导电尘埃。
	6.6.2　环境空气污染等级不应大于GB14048.1-2012规定的3级。
	6.6.3　从建筑物其他处抽出的陈腐空气不得直接排入机房内。
	6.6.4　机房内的设备尽可能不受灰尘、有害气体和湿气的损害。
	6.6.5　机房内不应存放易燃物品，如油布、油纸等。
	6.6.6　机房内应采取措施防止粉尘堆积，并便于清扫。
	6.6.7　当可燃性物质密度小于空气密度时，应防止机房顶部中可燃性物质大量积聚。
	6.6.8　机房内宜设置吸尘器和静电除尘措施。

	6.7　照度
	6.8　噪音
	6.9　特殊要求

	7　医用电梯选型要求
	7.1　要准确地确定医用电梯的数量和规格，宜采用基于客流高峰期的电梯客流分析模型，根据不同的运行级别要求，用
	7.2　电梯运行级别通常以电梯轿厢在客流上行高峰期相邻两次离开基站的时间间隔的平均值（INT）、5min客流
	7.3　电梯设计服务总人数应根据建筑总层数和每层人数确定。医用电梯的人口预测应按照3.0人/床位进行。
	7.4　基于行程和不同建筑的电梯额定速度配置选择见表 7 和表 8。

	A.1　电梯数量和规格的选择，应满足5min客流高峰期输送能力的要求。5min客流高峰期输送能力的要求（【H
	A.2　5min客流高峰期一般应采用一天内最繁忙 5min上行高峰期，也可按照实际情况，采用一天内最繁忙 5
	         （1）
	A.3　H和S可分别按式（5）和式（6）计算：
	A.4　电梯数量和轿厢容量的选择，应考虑电梯分层分组或建筑服务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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