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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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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省建筑安全与设备管理协会负责管理。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反馈至山东省建筑安全与设备管理协会（地址：济南市市中区

卧龙路 128 号节能大厦 1719 室，联系电话 0531-86195225），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研究院、大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建科院

建筑工程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龙赛

建设实业有限公司、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恒邦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中科骊久（济

南）机器人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

本文件审查人员：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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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智能施工升降机的生产与应用，解决传统施工升降机智能化程度低、安全监测不足等弱点，能

有效降低使用成本，符合我国大力推动装备智能化发展的方向。是科技进步的产物。

智能施工升降机的安全使用更需要有可靠的产品质量、完善的使用管理制度做保证，制定本标

准对于保证智能施工升降机的可靠性和安全使用具有重要意义。

GB/T26557-2011《吊笼有垂直导向的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机》第 5.5.5.1 规定了如果被准许进入

工地的人员都可操作升降机时对层门等部件的要求。本标准为更详细的规范和指导无需专职司机操

作的智能施工升降机的安装、使用、拆卸安全管理，根据山东省建筑安全与设备管理协会 T/SDJSXH

3-2023 号《关于 < 智能施工升降机安全和使用技术规程 > 团体标准的制定计划》的要求，标准编

制组经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并参照国内外相关标准和规范，在反复征求意见的基

础上，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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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施工升降机安全和使用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施工升降机（以下简称“升降机”）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功能、以及

安装、使用与拆卸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与市政建设工地使用的齿轮齿条式智能施工升降机，其他场合使用的同类设

备亦可参照采用。

本文件不适用于电梯、矿井提升机、升降平台、曳引式施工升降机、货用施工升降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16754 机械安全 急停功能 设计原则

GB/T 23821 机械安全 防止上下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

GB/T 26557 吊笼有垂直导向的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机

GB/T 34023 施工升降机安全使用规程

GB/T 34025 施工升降机用齿轮渐进式防坠安全器

GB/T 37537 施工升降机安全监控系统

GB/T 75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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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 2 部分：电梯部件的设计原则、制造和检验》

JGJ 46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JGJ 215 建筑施工升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T 26557、GB/T 3402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程。

3.0.1 智能施工升降机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Elevator

可响应楼层层招和笼内选层指令，由智能操控系统控制吊笼上下运行，具有运行条件自动检测、

乘员身份识别、乘员人数识别、智能安全监控和升降机运行数据记录、云平台等功能，实现吊笼到

达目标楼层后自动平层停靠，且具有吊笼准确到达目标楼层后，该楼层层门才能打开的联锁保护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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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机。可不需专职驾驶员操作。

3.0.2 层招 floor call

装设于各楼层层站处，对升降机发出呼叫命令的控制系统。

3.0.3 运行通道检测 Detection of Operational Channel

用于升降机吊笼升降运行通道障碍物自动检测，以保证升降机吊笼在遇到障碍物时自动停止运

行。

3.0.4 身份识别系统 Identity Recognition System

可将授权的人脸或指纹等身份识别信息录入施工升降机，用于授权可操控人员的人机交互系统。

3.0.5 智能乘员人数识别系统 Intelligent Passenger Count Recognition System

能自动识别升降机吊笼内乘员人数，以防止乘员数量超过设定允许乘坐的人员数量的数据采集

系统。

3.0.6 智能安全监控系统 Intelligent Safety Monitoring System

可实现升降机运行过程的工作循环次数、限位开关状态、实际载重量、故障报警等数据显示与

记录，以及吊笼内视频的全程录制和存储。并有云端智能监控平台对升降机的运行数据和现场吊笼

内视频进行远程实时查看与追溯的系统。该监控系统可与当地省市的智慧工地安全云台实施数据对

接。

3.0.7 智能安全监控云平台 Intelligent Safety Monitoring Cloud Platform

可在云端监控升降机的运行数据和对现场吊笼内实时视频进行远程查看与追溯的系统。

3.0.8 变频驱动系统 Variable Frequency Drive System

接收智能操控系统指令，通过变频调速的方式驱动升降机电机运行的驱动系统。

3.0.9 电缆防挂保护 Cable Anti-hanging Protection

用于升降机吊笼运行时电缆防挂自动检测，以实现升降机吊笼在电缆受到非正常拉伸时自动停

止运行的电缆防挂保护。

3.0.10 防夹保护 Anti-pinch Protection

动力驱动的外围栏门、吊笼门、楼层门，关门遇障碍时自动停止关门并执行开门动作的保护功

能。

3.0.11 自动平层 Automatic Leveling

升降机上升或下降到达设定的楼层位置时自动停靠，升降机吊笼底面与各层站通道在本标准允

许的偏差内自动平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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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2 层门安全连锁 Floor Door Safety Interlock

为防止层门意外开启或升降机非正常运行意外启动设置的吊笼位置与各层门间的安全联锁保护。

3.0.13 自动模式 Automatic Mode

不需专职司机操作，升降机吊笼可通过吊笼内数字按键选层或外部楼层的按键呼叫自动运行，

并在对应楼层自动平层停靠的模式。

3.0.14 手动模式 Manual Mode

通过吊笼内的手柄或按钮操作其上升或下降的模式。

注:手动模式需专业持证人员操作。

3.0.15 语音提示系统 Voice Prompt System

设置在升降机吊笼内，用于吊笼工作状态、楼层位置提示及故障报警的的语音播报系统。

3.0.16 紧急呼叫系统 Emergency Call System

吊笼内可一键呼叫应急处置人员的语音对讲系统。

3.0.17 满载直驶 Full Load Direct Drive

运行前检测到载重大于升降机额定载重 85%时，吊笼不响应层招呼叫信息的功能。

注：吊笼在执行满载直驶功能时，可以响应笼内选层命令。

3.0.18 吊笼自动返回基层 Cage Automatic Return to Base Level

具备自动运行条件的吊笼，达到设定的空闲等待时间后，自动返回基层的功能。自动返回底层

运行过程中可响应吊笼内和楼层外呼的向下选层指令，并自动清除返回基层指令。

4 基本规定

4.0.1 智能施工升降机制造单位应取得特种设备（起重机械）生产许可证资质证书及其他相应生产

制造资质。

4.0.2 升降机应可设置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并符合第 5.1条规定。

4.0.3 升降机应配备风速传感器。

4.0.4 升降机在使用前，应通过安装自检、检验检测和使用验收；按规定取得使用登记证后，悬挂

在显著位置。

4.0.5 升降机在使用前，安装单位应依据说明书，向总承包（施工）单位进行升降机安全使用培训

并留存培训记录。总承包（施工）单位对需使用升降机的人员进行安全使用培训并留存培训记录，

总承包（施工）单位在升降机上录入经培训人员的身份识别信息，授权其可在吊笼内选层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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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 普通升降机改造成智能升降机的工作应由原升降机制造单位实施，应符合 TSG 51-2023中特

种设备（起重机械）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升降机的智能升级改造不得改变原升降机机械结构、技

术参数、生产日期与使用年限。严禁无施工升降机生产许可证的单位改造升降机。

4.0.7 除应符合本规程外，智能施工升降机的安装、使用、拆卸尚应符合《吊笼有垂直导向的人货

两用施工升降机》GB/T 26557、《施工升降机安全使用规程》GB/T 34023及《建筑施工升降机安装、

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JGJ215等标准和山东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 功能

5.1 笼内和楼层选层操控

5.1.1 通则

5.1.1.1 智能施工升降机应可设置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

5.1.1.2 手动、自动模式的切换应由专业人员通过专用工具或身份识别后方可进行。

5.1.2 自动模式

5.1.2.1 自动模式时升降机吊笼可通过吊笼内数字按键选层及外部楼层的按键呼叫，在对应楼层自

动平层停靠。

5.1.2.2 自动模式下不需专职司机操作，但需通过人脸等身份识别系统，确保经培训合格的授权人

员方可在吊笼内选层操控升降机。

5.1.2.3 选层按键应清晰、耐磨，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5。

5.1.3 手动模式

5.5.3.1 手动模式时升降机吊笼可通过吊笼内的手柄或按钮操作其上升或下降。

5.5.3.2 手动模式需由专职司机或维保人员操作。

5.1.4 笼内选层

5.1.4.1 吊笼内选层按键可采用单独的数字按键或组合式数字按键，可通过数字按键选层，在对应

楼层自动平层停靠。

5.1.5 楼层召唤

5.1.5.1 各楼层设置层招控制装置，层招控制装置供电电源宜采用不高于 36V 的安全电压供电。若

采用高于 36V 电压供电，层招控制元件需配备符合 JGJ46的漏电保护开关。

5.1.5.2 层招控制盒应设置不可自行复位的急停开关，紧急情况按下此急停开关应可使立即停止升

降机吊笼运行。

5.1.5.3 层招控制面板宜有吊笼实时位置的楼层显示。

5.1.5.4 层招控制面板正面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5。



T/SDJSXH 03-2024

7

5.1.5.5 层招控制装置抗群脉冲干扰等级应不低于 2000V级，并应能在温度-20℃到＋60℃、相对湿

度不大于 95%(25℃时)的环境下正常工作。

5.2 地面防护围栏联锁控制

5.2.1 地面围栏门应装有机械锁止装置和电气限位开关，使吊笼只有位于地面规定位置±15cm 时，

地面围栏门才能开启，且在地面围栏门开启后，应自动切断控制回路，使吊笼不能运行。

5.2.2 地面防护围栏应设有急停装置，按下急停装置升降机应立即停止运行。

5.3 楼层门控制

5.3.1 通则

5.3.1.1 升降机安装时，应在每个层站入口处，安装层门。

5.3.1.2 层门不应朝升降通道打开。

5.3.1.3 封闭式层门应设观察窗，可让使用者知道吊笼是否到达层站。

5.3.1.4 不应利用由吊笼运动所操控的机械性装置来打开或关闭层门，但由动力驱动的吊笼门除外。

5.3.1.5 每一层门都应能用专用工具从层站内侧解锁。

5.3.1.6 层门应配备与吊笼位置联锁的机械电气装置，保证只有在吊笼停靠楼层位置后，该楼层的

层门才能打开，其他任何层门都不能打开。且任何一个层门打开后，对应通道的吊笼停止运行，并

且不能启动。

5.3.1.7 吊笼底板离预定层站的垂直距离在±15mm以内时才能打开该层门，否则无法打开任何层门

（含地面防护围栏层门）；

5.3.2 手动驱动的层门控制

5.3.2.1 手动驱动的层门应在关闭位置设置锁止装置。

5.3.2.2 层门的开锁操作机构应在门的内外都可操作。

5.3.2.3 层门锁应在门的内外侧均可通过专用工具应急打开。

5.3.3 动力驱动的自动层门控制

5.3.3.1 动力驱动层门在运行行程的终端应设有电气限位与机械挡块，驱动力的设计应保证即使限

位开关失效，机械挡块也能防止层门脱离轨道，并且不损坏动力驱动机构及悬挂装置。

5.3.3.2 层门应有关闭时防夹保护，在关门过程中有物体被夹或有被夹可能时，应立即停止关门动作

并使门重新开启。

5.3.3.3 层门的启闭速度应不超过 0.3m/s。

5.3.3.4 当乘客或其他物体在层门关闭过程中，通过入口时被门扇撞击或将被撞击，防夹保护装置

应自动地使门重新开启。

5.3.4 层门紧急开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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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1 层门门锁装置，应只有借助专用工具才能使其锁定安全装置不起作用。

5.4 吊笼及吊笼门控制

5.4.1 通则

5.4.1.1 吊笼设计应符合 GB/T26557的要求。

5.4.1.2 应有防止吊笼驶出轨道的电气限位保护措施，应采用防冲顶行程限位保护。

5.4.1.3 吊笼门未完全关闭，吊笼不能启动，吊笼运行过程中吊笼门不能打开。

5.4.1.4 吊笼应设有紧急逃离门。紧急逃离门应有电气安全开关，门打开时吊笼应停止运行。门在

吊笼顶部时应配置爬梯。

5.4.1.5 吊笼运行前检测到装载载荷大于升降机额定载重的 85%时，或吊笼运行前检测到笼内人数等

于最大设置人数时，吊笼只能响应笼内选层指令，不再响应层招呼叫信息，升降机满载直驶。

5.4.1.6 具备自动运行条件的吊笼在待机状态下，未接收呼叫信息，达到设定等待时间后，吊笼自

动返回基层，自动返回基层运行过程中可响应吊笼内和楼层外呼的向下选层指令，并自动清除返回

基层指令。

5.4.2 手动开闭的吊笼门控制

5.4.2.1 手动开启的吊笼进料门应有机械锁定装置，确保其只有在地面层方可被打开。出料门应有

机械或电气锁定装置，使出料门只有在到达对应的平层位置后方可被打开。

5.4.2.2 出料门电气锁定装置，应只有借助专用工具才能使其电气安全装置不起作用。

5.4.3 动力驱动的吊笼门控制

5.4.3.1 动力驱动的吊笼门需配备防夹和防止吊笼门突然掉落造成伤害的保护装置，防夹保护装置

作用后，应使吊笼门自动开启。

5.4.3.2 升降机停靠楼层时，在该对应楼层层门未关闭时，吊笼出料门应保持打开状态，直至该层

门关闭后方可运行自动关门程序。

5.4.3.3 动力驱动的吊笼门宜设有紧急开门装置，吊笼内人员被困时，应由专业人员将升降机下降

到安全楼层后，通过吊笼内部或外部的紧急开门装置解困人员。

5.5 传动和制动系统控制

5.5.1 升降机驱动和制动系统应符合 GB/T26557要求。

5.5.2 每个吊笼应至少设有两套独立的驱动系统。

5.5.3 升降机宜配备紧急缓降装置，在升降机断电时该装置可使吊笼缓降至安全位置。紧急缓降装

置应可在吊笼内操作。紧急缓降装置操作手柄应有防止被误操作的措施，例设置罩壳或在紧急情况

下可以被打破的塑料盖罩，并在其旁设置醒目的警示标志与使操作说明。紧急缓降装置限制的速度

应不超过 0.35m/s。

5.5.4 在正常作业工况，吊笼空载上升或额定载重量下降的速度应不超过其额定速度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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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每套驱动单元都应设有制动器。

5.5.6 对于机-电式制动器，切断制动器电流应可由至少两个独立的电气装置单独实现。

5.5.7 只要切断了对制动器的电流或液压油供应，制动器动作时间应小于 250ms。

5.5.8 制动器宜有检测是否打开的传感信号。

5.5.9 每个制动器都应可手动释放，且需由持续的作用力来维持释放状态。

5.6 智能防坠安全装置

5.6.1 除安全器用于动作时切断控制电源的限位开关外，升降机控制系统还应有只有人工有意识操

作才能消除的指示装置，以记录安全器的动作。在人为消除安全器动作指示前应仔细检查安全器动

作原因，排除升降机机械与电气系统可能存在的问题。

5.6.2 智能升降机宜配置带有升降机运行状态监控及制动信号无线传输功能的安全器。

5.6.3 安全器应在定期检验的有效期内使用，安全器定期检验的有效期为一年。升降机带有运行状

态监控或使用具有运行状态监控的安全器时，在监控平台收到安全器坠落试验信号并判断试验正常

后，可由具备防坠器检测资质的机构出具报告，用现场坠落试验代替第二、第四年度的定期检验。

5.7 吊笼超载检测装置

5.7.1 升降机应配备超载检测装置。在吊笼内载荷超过额定载重量 10%以上时，超载检测装置在吊

笼内应给出清晰的信号，并阻止其正常启动。不应设有使用者可取消超载警告信号的装置。

5.7.2 一旦超载安全装置动作，正常控制下的吊笼运动应由电气安全装置自动停止吊笼运行。

5.7.3 超载检测装置的所有数据和指示刻度断电后应能保留。

5.7.4 智能升降机装载记录应能在智能监控系统本地或云端保存不少于 30天的记录。

5.8 运行通道检测装置

升降机应配备吊笼升降通道检测装置，在检测到吊笼靠近建筑物侧的上、下升降通道内有异物

阻挡时，控制系统应能自动使升降机停止运行。此时升降机可向相反的安全方向运行。宜采用智能

图像等技术对升降机吊笼的上、下行的整个通道进行异物阻挡识别并保护。

5.9 电缆防挂保护装置

智能施工升降机如果采用电缆线供电，应配备吊笼升降运行时电源主电缆防挂检测保护，升降

机吊笼在主电缆挂住时控制系统能使升降机自动停止运行。

5.10 自动门防夹保护装置

升降机外围栏门、吊笼门、层门使用带动力的自动门时，应设置防夹保护装置，可实现遇障碍

时自动停止关门并执行开门动作的保护。

5.11 智能乘员人数识别系统

升降机宜配备吊笼内乘员人数的自动识别系统，并可按施工现场实际情况进行最大允许乘坐人



T/SDJSXH 03-2024

10

数设定，升降机只有在同时满足乘员数量及装载载荷均不过超过设定值的情况下才能启动。

5.12 吊笼倾角监测系统

升降机宜配备吊笼倾角监测系统，吊笼水平倾角比设定值大于 0.5°时应预警，大于 1°时应报

警并停止运行。

5.13 吊笼高度监测系统

除平层传感器和编码器外，升降机宜配备独立的吊笼高度激光监测系统，吊笼运行高度接近设

定的上减速高度值时应预警，超过设定的上限最大高度值时应报警并停止运行。

5.14 标准节悬臂刚度监测系统

升降机宜配备标准节悬臂刚度监测系统，监测倾斜角度大于设定值时，应报警并停止运行。

5.15 风速监测系统

升降机应配备吊笼顶部风速监测系统，风速大于 6 级时应自动限制升降机向上运行，但可向下

运行并停靠。

5.16 防小车冲撞系统

升降机宜配备防止因手动或电动运料小车等工具操控不当造成吊笼门完全失效的保护装置，采

用运料小车的升降机宜对吊笼门进行防撞加固处理，或采取其他智能化措施限制电动车进入吊笼后

的启动速度。

5.17 紧急呼叫系统

升降机应在吊笼内配备紧急呼叫系统，当升降机吊笼内人员被困时，可通过紧急呼叫系统与维

保人员通话或发出求救信息，系统应能在升降机断电后至少 1h内正常工作。

5.18 报警和语音提示系统

5.18.1 为了便于吊笼内的人员寻求外部援助，应在吊笼内安装易于识别和接近的报警装置。

5.18.2 报警装置可以是响铃或类似装置。也可以是紧急呼叫系统。

5.18.3 吊笼运行前应有语音提示。

5.19 停机装置

5.19.1 停机装置应能使升降机(包括动力驱动的门)停机或保持在非工作状态。停机装置应设置在：

—— 地面防护围栏外；

—— 吊笼顶，如果吊笼顶可接近；

—— 安装/拆卸/维护/检查控制装置中；

—— 吊笼内；

—— 各楼层层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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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机装置应明确标出其功能，应是符合GB16754的急停装置。

5.19.2 升降机应有电锁控制开关，电锁关闭后升降机应不可自动或手动模式运行。

5.20 紧急逃离

5.20.1 吊笼内可操作的手动紧急下降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传动系统的制动器应可在吊笼内用人工方法释放，维持制动器释放所需的力应不大于 400N；

——装置操作手柄应予保护以避免误用，例如使用在紧急情况下可被打破的保护盖；

——速度应可自动控制且应低于限速器的动作速度，但最大不大于 0.35m/s。

——装置操作手柄附近的明显位置应有安全警示标志与操作说明。

5.20.2 吊笼宜设有可一键开启的逃生天窗，且可在电气故障时确保其可手动打开。

5.21 安全限位保护系统

5.21.1 上、下极限开关

5.21.1.1 在行程最上和最下端均应设置极限开关，其应能在吊笼与其他机械式停止装置接触前切断

动力电源，使吊笼停止。

5.21.1.2 极限开关动作后，只有专业人员才能使吊笼恢复运动。

5.21.1.3 极限开关应由吊笼或其相关部件的运动直接触发。

5.21.2 行程限位开关

5.21.2.1 应设置上、下行程限位开关。上、下行程限位开关应能使以额定速度运行的吊笼在接触到

上、下极限开关前自动停止。但不应以触发上、下行程开关作为最高和最低层站停靠的唯一操作。

5.21.2.2 提升速度v＜0.8m/s时，上限位留有上部安全距离应≥1.8m；v≥0 .8 m/s时，上限位留有上

部安全距离≥1.8+0.lv²m。

5.21.2.3 额定运行速度高于10m/min的升降机应设置升降机应设置上、下减速行程限位开关。上、

下减速行程限位开关应能使以额定速度运行的吊笼在接触到上、下行程开关位置前，使驱动电机自

动减速到吊笼运行速度不高于10m/min运行。

5.21.2.4 当使用加节手柄操作时，防冲顶行程限位保护功能应能使吊笼自动停止。

5.21.2.5 极限开关与行程开关不应共用一个触发元件。

5.22 智能安全监控系统及云平台

5.22.1 智能施工升降机应配备安全监控系统，可实现升降机上升和下降全过程的工作循环记录、限

位状态记录、实际载重量记录、故障报警记录及吊笼内视频本地录制和存储，且该数据和视频均可

通过互联网云端进行远程实时查看。同时，数据和视频存储时长不少于 7×24h。

5.22.2 智能安全监控系统应云平台并与当地省市智慧工地云平台对接功能。

5.22.3 智能安全监控系统应具备对表 1 规定内容的采集和记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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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安全监控系统监控内容

序号 项目 本地监控和存储 云端监控和存储

1 载重量 △ △

2 乘客人数 △ △

3 操作指令和工作循环记录 △ △

4 吊笼运行高度 △ △

5 吊笼运行速度 △ △

6 吊笼运行方向 △ △

7 电机运行频率 △ *

8 电机工作电流 △ *

9 累计工作时间 △ △

10 吊笼内视频监控和录制 △ *

11 限位状态（吊笼门、层门限位及行程限位） △ △

12 防坠安全器制动状态 △ △

13 升降机运行状态 △ △

14 吊笼顶部风速 △ △

15 故障及报警 △ △

16 身份识别存储及解锁信息记录 △ △

17 手动/自动模式 △ △

注：“△”——应具备的功能；“*”——宜具备的功能。

6 安装

6.1 安装条件

6.1.1 安装作业前，安装单位应根据智能施工升降机使用说明书和 JGJ215的要求。确认所安装的施

工升降机基础与地基承载力、预埋件、基础排水措施等符合施工升降机安装方案要求，安装用辅助

起重设备承载能力与周围环境条件符合安装条件，并验收合格后方能安装。

6.1.2 安装作业前，安装单位应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安装告知，并在安装告知标牌上标明本升

降机为无需专职司机操作的智能施工升降机。

6.1.3 安装作业前，安装技术人员应根据智能施工升降机的安装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和使用说明书的

要求，对安装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并在交底书上签字。在本项目工作期间，交底书应留存

备查。

6.1.4 安装作业前，应确保升降机吊笼与层门机电联锁的技术措施、安装层门的预埋件或附着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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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作方案已落实，层门的安装环境满足需求。

6.1.5 除满足以上安装条件外，尚需满足 JGJ215规定的其他安装条件。

6.2 安装作业

6.2.1 安装人员应按施工安全技术交底内容进行作业。

6.2.2 安装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进行现场监督，安装时应至少有 1名经

智能施工升降机制造单位培训合格并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指导。

6.2.3 智能施工升降机层门宜由安装单位负责安装，总承包（施工）单位应提供相关环境与供电等

配套设施。

6.2.4 层招应确保固定牢靠。

6.2.5 安装时应确保升降机运行通道内无障碍物。

6.2.6 当发现危及安全的情况时，应立刻停止安装作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切断专用电箱

供电电源，拉下极限开关手柄使笼内电源断开，关闭控制电锁，设置警示标志并报告技术负责人。

在故障或危险情况未排除之前，不应继续安装作业。

6.2.7 当安装作业中断时，应使已安装的部件达到稳定状态，拧紧相关螺栓固定牢靠。确认合格后

方能停止作业。作业人员下班离岗时，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切断专用

电箱供电电源，拉下极限开关手柄，关闭控制电锁。

6.3 安装自检和验收

6.3.1 智能施工升降机安装调试完成后，除按 JGJ215检测外，安装单位应按本规程附录 B及使用说

明书的有关要求对智能施工升降机安装质量进行自检，并向使用单位进行安全使用说明。

6.3.2 检验合格后，使用单位应组织租赁单位、安装单位和监理等单位进行智能施工升降机使用验

收。实行施工总承包的，应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验收。智能施工升降机安装验收应按本规程附录

C 进行。

6.3.4 严禁使用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智能施工升降机。

6.3.5 智能施工升降机应在吊笼内（含地面防护层层门）张贴智能升降机操作指南并包含紧急情况

操作说明。在各楼层层门张贴智能升降机紧急情况操作说明。

6.3.6 使用单位应自智能施工升降机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 30日内，应提交智能施工升降机的安装验

收资料与安全管理制度等文件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备案。

6.3.7 安装自检表、检测报告和验收记录应纳入设备档案。

7 使用

7.1 通则

智能施工升降机除满足本文件要求外，尚需满足 JGJ215规定的其他安装自检和验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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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使用前准备工作及使用前检查

7.2.1 智能升降机投入使用前，产权单位或出租单位应对使用单位进行书面安全技术交底，交底资

料应留存备查。

7.2.2 智能施工升降机使用前应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对需润滑部件进行全面润滑。

7.3 操作和使用

7.3.1 智能升降机应在吊笼内悬挂智能升降机操作说明和应急处理注意事项；

7.3.2 升降机额定载重量、额定乘员数标牌应置于吊笼醒目位置。严禁在超过额定载重量或额定乘

员数的情况下使用升降机。

7.3.3 当遇大雨、大雪、大雾、施工升降机顶部风速大于 10.8m/s或导轨架、电缆表面结有冰层时，

应锁定智能升降机，不应使用。

7.3.4 使用单位应在现场设置相应的设备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的智能升降机管理人员，并指定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监督检查。

7.3.5 升降机运行通道内不应有障碍物。不应利用升降机的导轨架、横竖支撑、层站等牵拉或悬挂

脚手架、施工管道、绳缆标语、旗帜等。吊笼上不应设置增加迎风面积的标语标牌。

7.3.6 升降机安装在建筑物内部井道中时，若有外部物体可能对升降机运行通道造成干涉时，应搭

设封闭屏障。

7.3.7 一台或多台智能施工升降机使用时，应当保证每班的每 10台升降机至少有一名专业的维保人

员在岗。

7.3.8 实行多班作业的升降机，应执行交接班制度，智能升降机专职维保人员应在每次交班时按本

规程附录 D填写交接班检查记录表。接班专职维保人员应进行班前检查，确认无误后，方能开机作

业。

7.3.9 升降机每天首次使用前，专职维保人员应将吊笼升离地面1m～2m,停车试验制动器的可靠性。

发现问题应修复后方能运行。

7.3.10 升降机在使用过程中，应定期每 15天进行一次检查维保工作。

7.3.11 升降机每 3个月应进行 1次 1.25 倍额定载重量的超载试验，确保制动器性能安全可靠。

7.3.12 升降机专职维保人员工作时间内不应擅自离开施工场地。当有特殊情况需离开时，应将升降

机停到最底层，关闭电锁，手动门吊笼门需锁好吊笼门和地面防护围栏门。

7.3.13 升降机专用开关箱配电容量应满足施工升降机驱动电机直接启动的要求。

7.3.14 升降机使用过程中，运载物料不应超过吊笼的界限。

7.3.15 散状物料运载时应装入容器、进行捆绑或使用织物袋包装，堆放时应使载荷分布均匀。

7.3.16 运载溶化沥青、强酸、强碱、溶液、易燃物品或其他危险特殊物料时，应由相关技术部门做

好风险评估和采取安全措施，且应由施工单位制定专人运输，升降机专职维保人员监督。

7.3.17 吊笼上的各类安全装置应保持完好有效。经过大雨、大雪、台风等恶劣天气后应对各安全装

置进行全面检查，确认安全有效后方能使用。智能升降机停用 7 天以上重新启用前，应重新对安全



T/SDJSXH 03-2024

15

装置进行检查。

7.3.18 当在升降机运行中发现异常情况时，应立即按下吊笼内急停开关停机，直到排除故障后方能

继续运行。

7.3.19 每班工作结束后专职维保人员应将施工升降机返回最底层停放，关闭电源，拔出电锁钥匙，

手动吊笼门的需锁好吊笼门和地面防护围栏门。

7.4 检查、保养和维修

7.4.1 在每天开工前和每次换班前，智能施工升降机专职维保人员应按使用说明书及本规程附录 E

的要求对智能施工升降机进行检查。并对检查结果应进行记录，发现问题应向使用单位报告。

7.4.2 在使用期间，使用单位应每 15天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按本规程附录 F对施工升降机进行检查，

并对检查结果进行记录。

7.4.3 在使用期间，产权单位智能升降机专业维保人员应每日使用前应按本规程附录 E对施工升降

机进行自检，并对检查结果进行记录。

7.4.4 当遇到可能影响施工升降机安全的自然灾害、发生设备事故或停工 6个月以上时，应对升降

机重新组织检查验收。

7.4.5 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对施工升降机进行保养、维修。保养、维修的时间间隔应根据使用频

率、操作环境和升降机状况等因素确定。使用单位应在升降机使用期间安排足够的设备保养、维修

时间。

7.4.6 维修后的升降机，经检测确认各部件状态良好后，宜对施工升降机进行额定载重量试验。双

吊笼施工升降机应对左右吊笼分别进行额定载重量试验。试验范围应包括智能施工升降机正常运行

的所有方面，包括应对升降机进行平层试验、各层门与吊笼位置的联锁试验，吊笼门与吊笼停靠位

置的联动试验。

7.4.7 升降机使用期间，每 3个月应进行不少于一次的额定载重量坠落试验。坠落试验的方法、时

间间隔及评定标准应符合使用说明书和现行国家标准《施工升降机》GB/T10054的有关要求。

7.4.8 对升降机进行检修时应切断电源，并应设置醒目的警示标志。当需通电检修时，应做好绝缘

等防护措施。

7.4.9 严禁在升降机运行中进行保养、维修作业。

7.4.10 升降机保养过程中，对磨损、破坏程度超过规定的部件，应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并由专业

技术人员检查验收。

7.4.11 应将各种与升降机检查、保养和维修相关的记录纳入安全技术档案，并在升降机全生命周期

内在工地存档。

7.4.12 在下列情况下，应利用遥控装置按下列规定进行吊笼的坠落试验：

a) 升降机在工地安装完成时；

b) 升降机拆卸开始前；

c) 更换或重新检验的安全器装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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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从安全器装机之日起，至少每 3个月进行一次吊笼坠落试验。

e) 坠落试验应符合 GB/T26557的规定，安全器动作时，其安全开关应能切断驱动机构及制动器

的控制回路。试验后必须将安全器复位后方可正常运行升降机。

8 拆卸

8.0.1 智能升降机拆卸前应对关键部件进行检查，当发现问题并影响拆卸工作安全时，应在问题解

决后进行拆卸作业。

8.0.2 智能升降机拆卸作业应符合拆卸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的要求。

8.0.3 大风、雨雪等恶劣天气，以及夜间不应进行施工升降机的拆卸作业。

8.0.4 智能升降机拆卸应连续作业。当拆卸作业不能连续完成时，应根据拆卸状态采取相应的安全

措施。

8.0.5 吊笼未拆除之前，非拆卸作业人员不应在地面防护围栏内、施工升降机运行通道内、导轨架

内以及附墙架上等区域活动。

8.0.6 如需拆除层门，应有替代的层门防护措施，以确保各楼层随时处于安全防护的状态。

8.0.7 拆卸作业还应符合本规程第 JGJ215第 4.2节的其他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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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智能施工升降机基础验收表

表 A 智能施工升降机基础验收表

工程名称 产品型号

工程地址 登记编号

总承包（施工）单位 安装单位

序号 项目 要 求 实际情况 结论 备注

1 基础地基承载力
符合基础专项施工方

案设计要求

2
基础尺寸（m）（长

×宽×厚）

符合基础方案中的设

计要求

3
基础混凝土强度报

告

符合方案或使用说明

书要求

4 基础表面平整度
符合方案或使用说明

书要求

5
基础顶部标高偏差

（mm）

符合方案或使用说明

书要求

6
预埋螺栓或预埋件

位置偏差（mm）

预埋螺栓有质保书；规

格、尺寸符合说明书基

础图要求

7 基础周边排水措施 应设置

8
基础周边与架空输

电线安全距离
应符合规范要求

9 基础资料是否齐全 详见注 1

10 其他需补充的内容

总承包（施工）单位验收意见：

验收人： 日期：

安装单位验收意见：

验收人： 日期：

监理单位验收意见：

验收人： 日期：

注：1）基础验收时应附以下资料：升降机平面布置图、基础施工方案、基础桩基设计图、隐蔽工程验收单、基础承

台设计图（如有）、基础承台混凝土强度报告、基础土壤承载力资料及计算（如有）、非标基础专家论证报告（如

有）；

2）结论栏（合格记√，不合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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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智能施工升降机安装自检表

表 B 智能施工升降机安装自检表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安装单位 安装资质等级

制造单位 使用单位

设备型号 备案登记号

安装日期 初始安装高度（m）
最高安装高度

（m）

检查结果

代号说明
√ =合格 X=不合格 无=无此项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查结果 备 注

资料

检查

1

基础验收表

和隐蔽工程

验收单

应齐全

2
安装方案、安

全交底记录
应齐全

3
转场

保养作业单
应齐全

标志

4 统一编号牌 应设置

5
警示标志

吊笼内应有智能施工升降机安

全操作规程，操纵按钮有功能说

明，危险处应有警示标志，升降

机应设限载标识、各层门位置有

楼层标志。

基础

和围

护设

施

6

地面防护围

栏门、联锁保

护装置

应装机电联锁装置。吊笼位于

底部规定位置误差不大于 15cm

时，地面防护围栏门才能打开。

地面防护围栏门开启后吊笼不能

启动。

7
地面

防护围栏

基础上吊笼升降通道周围应设

置地面防护围栏，围栏高度≥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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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查结果 备 注

吊笼

8 紧急逃离门

吊笼顶应有紧急出口，装有向

外开启活动板门，并配有专用扶

梯。活动板门应设有安全开关，

当门打开时，吊笼不能启动。

9
吊笼门控制

和安全保护

动力驱动的吊笼门应设有紧急

开门装置，吊笼内人员被困时，

应由专业人员将升降机下降到安

全楼层后，通过吊笼内部或外部

的紧急开门装置解困人员。

手动开启的吊笼进料门应有机

械锁定装置，确保其只有在地面

层方可被打开。

手动开启的吊笼出料门应有机

械锁定装置，防止吊笼运动时打

开。并配有电控锁定装置，使出

料门只有在到达对应的平层位置

后方可被打开。电气锁定装置应

借助工具才能使其不起作用。

层门

10 层站层门距离
层站应设置层门，吊笼门与

层站边缘水平距离≤50mm。

11
层站层门安全

联锁

吊笼底板离预定层站的垂直

距离在±15mm以内时才能打开层

门与地面防护围栏层门。只有在

所有层门与地面防护围栏层门都

关闭时才能启动吊笼或保持的运

行。

传动

及制

动

12 制动器 制动性能良好，有手动松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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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查结果 备 注

传动

及制

动

13 防松绳开关 对重应设置防松绳开关。

14 上限位

提升速度 v＜0.8(m/s)时，留

有上部安全距离应≥1.8(m);v

≥0 .8 (m/s)时，留有上部安全

距离≥1.8+0.lv²(m)。

15 上、下减速

额定运行速度高于10m/min的

智能升降机应设置上、下减速行

程限位开关。上、下减速行程限

位开关应能使以额定速度运行

的吊笼在接触到上、下行程开关

位置前，使驱动电机自动减速到

吊笼运行速度不高于10m/min运

行。

16 上极限开关
上极限升关应为非自动复位

型，动作时能切断总电源。

17 越程距离
上限位和上极限开关之间的

越程距离应≥0.15m。

18 下限位
安装位置应在吊笼制停时，距

下极限开关还有一定距离。

19 下极限开关

下极限升关应为非自动复位

型，吊笼碰到缓冲器之前，下极

限开关应首先动作。

20
吊笼超载检测

装置

应配备超载检测装置。在吊

笼内载荷超过额定载重量 10%

时，超载检测装置在吊笼内应给

出清晰的信号，并阻止其正常启

动。不应设有使用者可取消警告

信号的装置。

21
运行通道检测

应配备吊笼升降运行通道检

测装置，在通道内有阻挡物时，

能使升降机自动停止运行。



21

续表 B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查结果 备 注

安全

装置

22
电缆防挂保

护

采用电缆供电的升降机应配

备吊笼电源电缆防挂检测保护

装置，升降机吊笼在主电缆被挂

受拉时能使升降机自动停止运

行。

23
防夹保护

地面外围栏层门、吊笼门、楼

层门使用带动力的自动门时，应

设计防夹保护装置，可实现关门

遇障碍时停止关门，并执行开门

动作的保护。

24

安全监控系

统

应配备安全监控系统，可实现

升降机上升和下降全过程的工

作循环、限位状态、载重量、故

障报警等记录，吊笼内视频录制

和存储，且所有数据和视频均可

远程查看。

25
乘员人数

识别系统

宜配备吊笼内乘员人数的自

动识别，并可设定允许乘坐的人

员数，超过设定允许乘员数后升

降机不能启动。

26
紧急

呼叫系统

吊笼内配备紧急呼叫系统，当

升降机吊笼内人员被困时，可通

过紧急呼叫系统与维保人员通

话或发出求救信息，系统应能在

升降机断电后至少 1h 内正常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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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查结果 备 注

安全

装置

27
报警和

语音提示系统

应在吊笼内安装易于识别

和接近的报警装置。报警装置可

以是响铃或类似装置。也可以是

紧急呼叫系统。

28
紧急下降设备

如果吊笼内设有任何人都

可操作的手动紧急下降设备，则

维持制动器释放所需的力应不

大于 400N，速度应可自动控制且

应低于限速器的动作速度，但最

大不大于 0.35m/s。操作手柄应

有防止误操作的措施，并设置安

全操作说明。

29
防冲顶

限位保护

应设置防冲顶行程限位开

关。防冲顶行程限位开关应能使

以额定速度运行的吊笼在接触

到上极限开关前自动停止。

30 风速保护

应配备风速传感器，在测量

风速超过升降机使用说明规定

的最大工作状态风速时，智能控

制系统应自动将升降机停靠在

底层，并限制升降机自动模式向

上运行。

电气

系统

31 急停开关

应在地面外围栏、吊笼内、各

楼层层门便于操作处装设非自

复位的急停开关。

32 层招控制盒

层招宜采用不高于36V的安全

电压供电。如高于 36V 应配备符

合 JGJ46 的漏电保护开关。

层招控制盒应设置不可自行

复位的急停开关，紧急情况按下

急停开关应可使升降机吊笼立

即停止运行。

33 绝缘电阻

电动机及电气元件(电子元器

件部分除外)的对地绝缘电阻应

≥0.5MΩ；电气线路对地绝缘电

阻应≥1M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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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查结果 备 注

电气

系统

34 接地保护
电动机和电气设备金属外壳

均应接地，接地电阻应≤4Ω。

35 失压、零位保护 灵敏、正确

36 电气线路

电气线路排列整齐，接地、

零线分开。升降机电控箱外部电

缆和配线应采用穿管或线槽保

护的方式防止机械损伤。

37 电缆与电缆导向
电缆应完好无破损，电缆导向

架按规定设置。

自检结论：

检查人签字：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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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智能施工升降机使用验收表

表 C 智能施工升降机使用验收表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安装单位 安装资质等级

制造单位 使用单位

设备型号 备案登记号

安装日期 初始安装高度（m）
最高安装高度

（m）

检查结果

代号说明
√ =合格 X=不合格 无=无此项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查结果 备 注

资料

检查

1

基础验收表

和隐蔽工程

验收单

应齐全

2
安装方案、安

全交底记录
应齐全

3
转场

保养作业单
应齐全

标志

4 统一编号牌 应设置

5
警示标志

吊笼内应有智能施工升降机安

全操作规程，操纵按钮有功能说

明，危险处应有警示标志，升降

机应设限载标识、各层门位置有

楼层标志。

基础

和围

护设

施

6

地面防护围

栏门、联锁保

护装置

应装机电联锁装置。吊笼位于

底部规定位置误差不大于 15cm

时，地面防护围栏门才能打开。

地面防护围栏门开启后吊笼不能

启动。

7
地面

防护围栏

基础上吊笼升降通道周围应设

置地面防护围栏，围栏高度≥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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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查结果 备 注

吊笼

8 紧急逃离门

吊笼顶应有紧急出口，装有向

外开启活动板门，并配有专用扶

梯。活动板门应设有安全开关，

当门打开时，吊笼不能启动。

9
吊笼门控制

和安全保护

动力驱动的吊笼门应设有紧急

开门装置，吊笼内人员被困时，

应由专业人员将升降机下降到安

全楼层后，通过吊笼内部或外部

的紧急开门装置解困人员。

手动开启的吊笼进料门应有机

械锁定装置，确保其只有在地面

层方可被打开。

手动开启的吊笼出料门应有机

械锁定装置，防止吊笼运动时打

开。并配有电控锁定装置，使出

料门只有在到达对应的平层位置

后方可被打开。电气锁定装置应

借助工具才能使其不起作用。

层门

10 层站层门距离
层站应设置层门。吊笼门与

层站边缘水平距离≤50mm。

11
层站层门安全

联锁

吊笼底板离预定层站的垂直

距离在±15mm以内时才能打开层

门与地面防护围栏层门。只有在

所有层门与地面防护围栏层门都

关闭时才能启动吊笼或保持的运

行。

传动

及制

动

12 制动器 制动性能良好，有手动松闸功能。

13 防松绳开关 对重应设置防松绳开关。

14 上限位

提升速度 v＜0.8(m/s)时，留

有上部安全距离应≥1.8(m);v≥

0 .8 (m/s)时，留有上部安全距

离≥1.8+0.lv²(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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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查结果 备 注

传动

及制

动

15 上、下减速

额定运行速度高于10m/min的

智能升降机应设置上、下减速行

程限位开关。上、下减速行程限

位开关应能使以额定速度运行

的吊笼在接触到上、下行程开关

位置前，使驱动电机自动减速到

吊笼运行速度不高于10m/min运

行。

16 上极限开关
上极限升关应为非自动复位

型，动作时能切断总电源。

17 越程距离
上限位和上极限开关之间的

越程距离应≥0.15m。

18 下限位
安装位置应在吊笼制停时，距

下极限开关还有一定距离。

19 下极限开关

下极限升关应为非自动复位

型，吊笼碰到缓冲器之前，下极

限开关应首先动作。

20
吊笼超载检测

装置

应配备超载检测装置。在吊

笼内载荷超过额定载重量 10%

时，超载检测装置在吊笼内应给

出清晰的信号，并阻止其正常启

动。不应设有使用者可取消警告

信号的装置。

21
运行通道检测

应配备吊笼升降运行通道检

测装置，在通道内有阻挡物时，

能使升降机自动停止运行。

安全

装置
22 电缆防挂保护

采用电缆供电的升降机应配

备吊笼电源电缆防挂检测保护

装置，升降机吊笼在主电缆被挂

受拉时能使升降机自动停止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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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查结果 备 注

安全

装置

23
防夹保护

地面外围栏层门、吊笼门、楼

层门使用带动力的自动门时，应

设计防夹保护装置，可实现关门

遇障碍时停止关门，并执行开门

动作的保护。

24

安全监控系

统

应配备安全监控系统，可实现

升降机上升和下降全过程的工

作循环、限位状态、载重量、故

障报警等记录，吊笼内视频录制

和存储，且所有数据和视频均可

远程查看。

25
乘员人数

识别系统

宜配备吊笼内乘员人数的自

动识别，并可设定允许乘坐的人

员数，超过设定允许乘员数后升

降机不能启动。

26
紧急

呼叫系统

吊笼内配备紧急呼叫系统，当

升降机吊笼内人员被困时，可通

过紧急呼叫系统与维保人员通

话或发出求救信息，系统应能在

升降机断电后至少 1h 内正常工

作。

27
报警和

语音提示系统

应在吊笼内安装易于识别

和接近的报警装置。报警装置可

以是响铃或类似装置。也可以是

紧急呼叫系统。

28
紧急下降设备

如果吊笼内设有任何人都可

操作的手动紧急下降设备，则维

持制动器释放所需的力应不大

于 400N，速度应可自动控制且

应低于限速器的动作速度，但最

大不大于 0.35m/s。操作手柄应

有防止误操作的措施，并设置安

全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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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查结果 备 注

安全

装置

29
防冲顶

限位保护

应设置防冲顶行程限位开关。

防冲顶行程限位开关应能使以

额定速度运行的吊笼在接触到

上极限开关前自动停止。

30 风速保护

应配备风速传感器，在测量风

速超过升降机使用说明规定的

最大工作状态风速时，智能控制

系统应自动将升降机停靠在底

层，并限制升降机自动模式向上

运行。

电气

系统

31 急停开关

应在地面外围栏、吊笼内、各

楼层层门便于操作处装设非自

复位的急停开关。

32 层招控制盒

层招宜采用不高于36V的安全

电压供电。如高于 36V 应配备符

合 JGJ46 的漏电保护开关。

层招控制盒应设置不可自行

复位的急停开关，紧急情况按下

急停开关应可使升降机吊笼立

即停止运行。

33 绝缘电阻

电动机及电气元件(电子元器

件部分除外)的对地绝缘电阻应

≥0.5MΩ；电气线路对地绝缘电

阻应≥1MΩ。

34 接地保护
电动机和电气设备金属外壳

均应接地，接地电阻应≤4Ω。

35 失压、零位保护 灵敏、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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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查结果 备 注

电气

系统

36 电气线路

电气线路排列整齐，接地、零

线分开。升降机电控箱外部电缆

和配线应采用穿管或线槽保护的

方式防止机械损伤。

37 电缆与电缆导向
电缆应完好无破损，电缆导向

架按规定设置。

运行

和坠

落测

试

38 吊笼试运行

双吊笼施工升降机应分别对两

个吊笼进行试运行。试运行中吊

笼应启动、制动正常，运行平稳，

无异常现象。

39 坠落试验

吊笼制动后，结构及连接件应

无任何损坏或永久变形，且制动

距离应符合 GB/T26557 的要求。

问题

整改
40

安装质量检测发现

问题整改情况

验收结论：

总承包单位（盖章）：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总承包单位 参加人员签字

使用单位 参加人员签字

安装单位 参加人员签字

监理单位 参加人员签字

租赁单位 参加人员签字

注：1）新安装的施工升降机及在用的施工升降机应至少每 3个月进行一次额定载重量的坠落试验；新安装及大修后

的施工升降机应作 125%额定载重量试运行；

2）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应在备注栏具体说明，对要求量化的参数应填实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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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智能施工升降机交接班记录表

表 D 智能施工升降机交接班记录表

工程名称 使用单位

设备型号 备案登记号

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检查结果代号说明 √ =合格 X=不合格 无=无此项

序号 检查项目和要求 检查结果 备 注

1 施工升降机通道无障碍物

2 地面防护围栏门、吊笼门机电联锁完好

3

各限位挡板位置无移动，吊笼门限位、层门限位、上

减速、下减速、上限位、下限位，上下通道遇阻保护和电

缆防挂保护工作正常

4 地面外围缆、吊笼内、层招急停工作正常

5 各制动器灵敏可靠

6 安监系统工作正常、确认视频正常录制

7 紧急语音呼叫系统正常

8 清洁良好

9 润滑充足

10 各部件紧固无松动

11 其他

故障及维修记录：

交班维保人员签名： 接班维保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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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智能施工升降机每日使用前记录表

表 E 智能施工升降机每日使用前记录表

工程名称 使用单位

设备型号 备案登记号

租赁单位 工程地址

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检查结果代号说明 √ =合格 X=不合格 无=无此项

序号 检查项目和要求 检查结果 备 注

1 施工升降机通道无障碍物

2 地面防护围栏门、吊笼门机电联锁完好

3

各限位挡板位置无移动，吊笼门限位、层门限位、上减速、

下减速、上限位、下限位，上下通道遇阻保护和电缆防挂

保护工作正常

4 地面外围缆、吊笼内、层招急停工作正常

5 各制动器灵敏可靠

6 安监系统工作正常、确认视频正常录制

7 紧急语音呼叫系统正常

8 清洁良好

9 润滑充足

10 各部件紧固无松动

11 其他

发现问题： 维修情况：

维保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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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智能施工升降机定期（15 天）检查表

表 F 智能施工升降机定期（15 天）检查表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安装单位 安装资质等级

制造单位 使用单位

设备型号 备案登记号

安装日期 初始安装高度（m）
最高安装高度

（m）

检查结果

代号说明
√ =合格 X=不合格 无=无此项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查结果 备 注

资料

检查

1

基础验收表

和隐蔽工程

验收单

应齐全

2
安装方案、安

全交底记录
应齐全

3
转场

保养作业单
应齐全

标志

4 统一编号牌 应设置

5
警示标志

吊笼内应有智能施工升降机安

全操作规程，操纵按钮有功能说

明，危险处应有警示标志，升降

机应设限载标识、各层门位置有

楼层标志。

基础

和围

护设

施

6

地面防护围

栏门、联锁保

护装置

应装机电联锁装置。吊笼位于

底部规定位置误差不大于 15cm

时，地面防护围栏门才能打开。

地面防护围栏门开启后吊笼不能

启动。

7
地面

防护围栏

基础上吊笼升降通道周围应设

置地面防护围栏，围栏高度≥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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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查结果 备 注

吊笼

8 紧急逃离门

吊笼顶应有紧急出口，装有向

外开启活动板门，并配有专用扶

梯。活动板门应设有安全开关，

当门打开时，吊笼不能启动。

9
吊笼门控制

和安全保护

动力驱动的吊笼门应设有紧急

开门装置，吊笼内人员被困时，

应由专业人员将升降机下降到安

全楼层后，通过吊笼内部或外部

的紧急开门装置解困人员。

手动开启的吊笼进料门应有机

械锁定装置，确保其只有在地面

层方可被打开。

手动开启的吊笼出料门应有机

械锁定装置，防止吊笼运动时打

开。并配有电控锁定装置，使出

料门只有在到达对应的平层位置

后方可被打开。电气锁定装置应

借助工具才能使其不起作用。

层门

10 层站层门距离
层站应设置层门。吊笼门与层

站边缘水平距离≤50mm。

11
层站层门安

全联锁

吊笼底板离预定层站的垂直距

离在±15mm以内时才能打开层门

与地面防护围栏层门。只有在所

有层门与地面防护围栏层门都关

闭时才能启动吊笼或保持的运

行。

传动

及制

动

12 制动器 制动性能良好，有手动松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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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查结果 备 注

13 防松绳开关 对重应设置防松绳开关。

14 上限位

提升速度 v＜0.8(m/s)时，留

有上部安全距离应≥1.8(m);v

≥0 .8 (m/s)时，留有上部安全

距离≥1.8+0.lv²(m)。

15 上、下减速

额定运行速度高于10m/min的

智能升降机应设置上、下减速行

程限位开关。上、下减速行程限

位开关应能使以额定速度运行

的吊笼在接触到上、下行程开关

位置前，使驱动电机自动减速到

吊笼运行速度不高于10m/min运

行。

16 上极限开关
上极限升关应为非自动复位

型，动作时能切断总电源。

17 越程距离
上限位和上极限开关之间的

越程距离应≥0.15m。

18 下限位
安装位置应在吊笼制停时，距

下极限开关还有一定距离。

19 下极限开关

下极限升关应为非自动复位

型，吊笼碰到缓冲器之前，下极

限开关应首先动作。

20
吊笼超载检测

装置

应配备超载检测装置。在吊

笼内载荷超过额定载重量 10%

时，超载检测装置在吊笼内应给

出清晰的信号，并阻止其正常启

动。不应设有使用者可取消警告

信号的装置。

21
运行通道检测

应配备吊笼升降运行通道检

测装置，在通道内有阻挡物时，

能使升降机自动停止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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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查结果 备 注

安全

装置

22
电缆防挂保

护

采用电缆供电的升降机应配

备吊笼电源电缆防挂检测保护

装置，升降机吊笼在主电缆被挂

受拉时能使升降机自动停止运

行。

23
防夹保护

地面外围栏层门、吊笼门、楼

层门使用带动力的自动门时，应

设计防夹保护装置，可实现关门

遇障碍时停止关门，并执行开门

动作的保护。

24

安全监控系

统

应配备安全监控系统，可实现

升降机上升和下降全过程的工

作循环、限位状态、载重量、故

障报警等记录，吊笼内视频录制

和存储，且所有数据和视频均可

远程查看。

25
乘员人数

识别系统

宜配备吊笼内乘员人数的自

动识别，并可设定允许乘坐的人

员数，超过设定允许乘员数后升

降机不能启动。

26
紧急

呼叫系统

吊笼内配备紧急呼叫系统，当

升降机吊笼内人员被困时，可通

过紧急呼叫系统与维保人员通

话或发出求救信息，系统应能在

升降机断电后至少 1h 内正常工

作。

27
报警和

语音提示系统

应在吊笼内安装易于识别

和接近的报警装置。报警装置可

以是响铃或类似装置。也可以是

紧急呼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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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查结果 备 注

28
紧急下降设备

如果吊笼内设有任何人都

可操作的手动紧急下降设备，则

维持制动器释放所需的力应不

大于 400N，速度应可自动控制且

应低于限速器的动作速度，但最

大不大于 0.35m/s。操作手柄应

有防止误操作的措施，并设置安

全操作说明。

29
防冲顶

限位保护

应设置防冲顶行程限位开

关。防冲顶行程限位开关应能使

以额定速度运行的吊笼在接触

到上极限开关前自动停止。

30 风速保护

应配备风速传感器，在测量

风速超过升降机使用说明规定

的最大工作状态风速时，智能控

制系统应自动将升降机停靠在

底层，并限制升降机自动模式向

上运行。

电气

系统

31 急停开关

应在地面外围栏、吊笼内、各

楼层层门便于操作处装设非自

复位的急停开关。

32 层招控制盒

层招宜采用不高于36V的安全

电压供电。如高于 36V 应配备符

合 JGJ46 的漏电保护开关。

层招控制盒应设置不可自行

复位的急停开关，紧急情况按下

急停开关应可使升降机吊笼立

即停止运行。

33 绝缘电阻

电动机及电气元件(电子元器

件部分除外)的对地绝缘电阻应

≥0.5MΩ；电气线路对地绝缘电

阻应≥1MΩ。

34 接地保护
电动机和电气设备金属外壳

均应接地，接地电阻应≤4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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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查结果 备 注

电气

系统

35 失压、零位保护 灵敏、正确

36 电气线路

电气线路排列整齐，接地、零

线分开。升降机电控箱外部电缆

和配线应采用穿管或线槽保护的

方式防止机械损伤。

37 电缆与电缆导向
电缆应完好无破损，电缆导向

架按规定设置。

运行

和坠

落测

试

38 吊笼试运行

双吊笼施工升降机应分别对两

个吊笼进行试运行。试运行中吊

笼应启动、制动正常，运行平稳，

无异常现象。

39 坠落试验

吊笼制动后，结构及连接件

应无任何损坏或永久变形，且制

动距离应符合GB/T26557的要求。

问题

整改
40

发现

问题整改情况

检查结论：

租赁单位检查人签字：

使用单位检查人签字：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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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施工升降机智能改造检验表

表 G 施工升降机智能改造检验表

设备型号 合格证号

制造单位 使用单位

备案登记号

检验结论

代号说明
√ =合格 X=不合格 无=无此项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验

方式

检验

结果
结论 备 注

标

志

1 统一编号牌 应设置在规定位置。 目测

2
警示标志

吊笼内应有智能施工升降机

安全操作规程， 操纵按钮有功

能说明，危险处应有醒目的警示

标志，升降机应设限载标识、各

层门位置有楼层标志。

目测

基

础

和

围

护

设

施

3

地面防护围栏

门、联锁保护

装置

应装机电联锁装置。吊笼位于

底部规定位置时，地面防护围栏

门才能打开。地面防护围栏门开

启后吊笼不能启动。

试运行

目测

4 地面防护围栏

基础上吊笼升降通道周围应

设置地面防护围栏，围栏高度≥

2m。

卷尺

测量

5
安全防护区

当施工升降机基础下方有施

工作业区时，应在基础下方增设

支撑加固，并设置围栏禁止人员

进入。

目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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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G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验

方式

检验

结果
结论 备 注

安

全

装

置

6 紧急逃离门

吊笼顶应有紧急出口，装

有向外开启活动板门，并配有专

用扶梯。活动板门应设有安全开

关，当门打开时， 吊笼不能启

动。

试运行

目测

7

层站层门

安全联锁

吊笼底板离预定层站的垂直

距离在±15mm 以内时才能打开

层门，否则无法打开任何层门

（含地面防护围栏层门）。

只有在所有层门都在关闭位

置时才能启动或保持吊笼的运

行（含地面防护围栏层门）。

试运行

卷尺

测量

8 制动器
制动性能良好，有手动松闸功

能。
目测

9 防坠安全器
只能在有效标定期限内使用

(应提供检测合格证)。
目测

10

吊笼门控制

和安全保护

动力驱动的吊笼门需配备防

夹和防止吊笼门突然掉落造成

伤害的保护装置，防夹保护装置

应自动地使门重新开启。

试运行

目测

11
吊笼门未关到位吊笼停止运

行。

试运行

目测

12

动力驱动的吊笼门应设有紧

急开门装置，吊笼内人员被困

时，应由专业维保人员将升降机

下降到安全楼层后，通过紧急解

锁装置解困人员。

试运行

目测

13

手动开启的吊笼进料门应有

机械锁定装置，确保其只有在地

面层方可被打开。

试运行

目测

14

手动开启的吊笼出料门应有

锁定装置，防止吊笼运动时打

开。并配有电控锁定装置，使出

料门只有在到达对应的平层后

方可被打开。该电气锁定装置，

应只有借助专用工具才能使其

安全装置不起作用。

试运行

目测



40

续表 G

名

称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验

方式

检验

结果
结论 备 注

安

全

装

置

15 上限位

提升速度 v＜0.8(m/s)

时，留有上部安全距离应≥

1.8(m);v≥0 .8 (m/s)时，

留 有 上 部 安 全 距 离 ≥

1.8+0.lv²(m)。

试运行

卷尺

测量

16 上、下减速

额 定 运 行 速 度 高 于

10m/min 的升降机应设置

上、下减速行程限位开关。

上、下减速行程限位开关应

能使以额定速度运行的吊

笼在接触到上、下行程开关

位置前，使驱动电机自动减

速到吊笼运行速度不高于

10m/min 运行。

试运行

卷尺

测量

17 上极限开关

上极限升关应为非自动

复位型，动作时能切断总电

源。

试运行

目测

18 越程距离
上限位和上极限开关之

间 的越程距离应≥0.15m

试运行

卷尺

测量

19 下限位

安装位置应在吊笼制停

时，距下极限开关还有一定

距离。

试运行

卷尺

测量

20 下极限开关

下极限升关应为非自动

复位型，吊笼碰到缓冲器之

前，下极限开关应首先动

作。

试运行

目测

21
吊笼超载检

测装置

应配备超载检测装置。

在吊笼内载荷超过额定载

重量 10%时，超载检测装置

在吊笼内应给出清晰的信

号，并阻止其正常启动。不

应设有使用者可取消警告

信号的装置。

试运行

目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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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G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验

方式

检验

结果
结论 备 注

安全

装置

22

运行通道检

测

应配备吊笼升降运行通

道检测装置，在通道内有阻

挡物时，能使升降机自动停

止运行。

试运行

卷尺

测量

23
电缆防挂保

护

采用电缆供电的升降机

应配备吊笼电源电缆防挂

检测保护装置，升降机吊笼

在主电缆被挂受拉时能使

升降机自动停止运行。

试运行

卷尺

测量

24 防夹保护

地面外围栏层门、吊笼

门、楼层门使用带动力的自

动门时，应设计防夹保护装

置，可实现关门遇障碍时停

止关门，并执行开门动作的

保护。

试运行

目测

25
安全监控系

统

应配备安全监控系统，可

实现升降机上升和下降全

过程的工作循环、限位状

态、载重量、故障报警等记

录，吊笼内视频录制和存

储，且所有数据和视频均可

远程查看。

试运行

目测

26
乘员人数识

别系统

宜配备吊笼内乘员人数

的自动识别，并可设定允许

乘坐的人员数，超过设定允

许乘员数后升降机不能启

动。

试运行

目测

27
紧急呼叫系

统

吊笼内配备紧急呼叫系

统，当升降机吊笼内人员被

困时，可通过紧急呼叫系统

与维保人员通话或发出求

救信息，系统应能在升降机

断电后至少1h内正常工作。

试运行

目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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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G

名称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验

方式

检验

结果
结论 备 注

安全

装置

28
报警和

语音提示系统

应在吊笼内安装易于识别

和接近的报警装置。报警装

置可以是响铃或类似装置。

也可以是紧急呼叫系统。

试运行

目测

29 紧急逃离

吊笼上应有紧急出口。出

口门可在吊笼外不借助钥匙

打开，或在吊笼内用工具或

钥匙打开。紧急出口门锁应

有电气联锁，在门未锁紧时

升降机不能启动。

试运行

目测

30 紧急下降设备

如果吊笼内设有任何

人都可操作的手动紧急下降

设备，则维持制动器释放所

需的力应不大于 400N，速度

应可自动控制且应低于限速

器的动作速度，但最大不大

于 0.35m/s。操作手柄应有

防止误操作的措施，并设置

安全操作说明。

试运行

计时

目测

31
防冲顶

限位保护

应设置防冲顶行程限位

开关。防冲顶行程限位开关

应能使以额定速度运行的吊

笼在接触到上极限开关前自

动停止。

试运行

目测

32 风速保护

应配备风速传感器，在

测量风速超过升降机使用说

明规定的最大工作状态风速

时，智能控制系统应自动将

升降机停靠在底层，并限制

升降机自动模式向上运行。

试运行

目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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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G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验

方式

检验

结果
结论 备 注

安装

装置

33 急停开关

应在地面外围栏、吊笼

内、各楼层层门便于操作

处装设非自复位的急停

开关。

试运行

目测

34 层招控制盒

层招宜采用不高于 36V

的安全电压供电。如高于

36V 应配备符合 JGJ46 的

漏电保护开关

层招控制盒应设置不

可自行复位的急停开关，

紧急情况按下急停开关

应可使升降机吊笼立即

停止运行。

试运行

目测

34 绝缘电阻

电动机及电气元件(电

子元器件部分除外)的对

地绝缘电阻应≥0.5MΩ；

电气线路对地绝缘电阻

应≥1MΩ。

试运行

摇表

测量

36 接地保护

电动机和电气设备金

属外壳均应接地，接地电

阻应≤4Ω。

试运行

摇表

测量

37 失压、零位保护 灵敏、正确。
试运行

目测

电气

线路

38 电气线路

电气线路排列整齐，

接地、零线分开。

除需移动的升降机吊

笼供电主电缆外，升降机

电控箱外部的所有电缆

和配线应有一定防护机

械损伤保护，宜采用穿管

或采用线槽保护的处理

方式。

试运行

目测

39 电缆与电缆导向
电缆应完好无破损，电

缆导向架按规定设置。

试运行

目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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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G

名

称
序号 检查项目 要 求

检验

方式

检验

结果
结论 备 注

运

行

和

坠

落

测

试

40 吊笼试运行

双吊笼施工升降机应

分别对两个吊笼进行试

运行。试运行中吊笼应

启动、制动正常，运行

平稳，无异常现象。

试运行

目测

41 坠落试验

吊笼制动后，结构

及连接件应无任何损坏

或永久变形，且制动距

离应符合 GB/T26557 的

要求。

试运行

卷尺

测量

检验结论：

检验人签字： 检验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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