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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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DB34/T 1799-2018《曳引驱动可变速电梯安装验收技术条件》，与DB34/T 1799-2018

《曳引驱动可变速电梯安装验收技术条件》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修改外，主要变化如下： 

a) 更改了范围（见 1,2018版 1）； 

b) 更改了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 2,2018版 2）； 

c) 更改了相关术语和定义（见 3.6,2018版 3.6）； 

d) 更改了 4.1的标题，将标题修改为“资料和文件”（见 4.1,2018版 4.1）； 

e) 更改了 4.1.2的相关资料要求（见 4.1.2,2018版 4.1.2）； 

f) 更改了“5机房及相关设备”的有关要求（见 5.1,5.2,2018版 5.1,5.2）； 

g) 更改了“6.6可变速电梯的安全间距”条款，删除“运载装置、平衡重以及液压驱动电梯”相

关字词（见 6.6.1，6.6.2,.2,2018版 6.6.1，6.6.2）； 

h) 更改了“悬挂装置、补偿装置和超速保护装置”条款（见 7.1，7.3.1，7.7.1，7.8.1,2018

版 7.1，7.3.1，7.7.1，7.8.1）； 

i) 更改了“整机功能试验”条款，删除“静态曳引试验，消防返回功能试验”，增加“噪声测

试”并对试验顺序进行了调整（见 9，2018版 9）； 

j) 更改了附录 A及附录 B总则部分内容（见附录 A,附录 B，2018版附录 A,附录 B）。 

请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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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提出。 

本文件由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范林静、李翔、黄西广、徐金根、汪秋怡、洪程、柏艳、徐亮、王峰、赵君麟、

肖硕、徐航、房天舒、叶沛、李硕、杨军、马广振、杨骋。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2012年首次发布为 DB34/T 1799-2012，2018年第一次修订； 

——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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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引驱动可变速电梯安装验收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曳引驱动可变速电梯的安装验收应遵守的安全准则。 

本文件适用于电力驱动，额定速度不大于 2.5 m/s的可变速电梯（不包括液压电梯、防爆电梯、消

防员电梯、杂物电梯和斜行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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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7024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GB/T 7588.1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T 10058  电梯技术条件 

GB/T 10059  电梯试验方法 

GB/T 10060  电梯安装验收规范 

TSG T7001-2023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 

DB34/T 1798  曳引驱动可变速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T 7024和GB/T 7588.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可变速电梯 variable-speed lift 

一种根据轿厢实际载荷，在曳引机输出功率许可范围内，使运行速度随载荷变化而相应变化的曳引

驱动电梯。 

 

额定速度 rated speed 

可变速电梯设计中，电梯以额定载重量上升或者下降时的速度。 

 

负载额定速度 rated speed with load 

当电梯轿厢载有满载和空载区间的某个载荷时，可变速电梯控制系统根据设计文件应选择的稳定运

行速度。 

 

最高速度 maximum speed 

最大负载额定速度。 

 

负载率 load ratio 

实际载重量与额定载重量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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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额定速度的设定标准 standards set by rated speed with load 

可变速电梯出厂随机文件中载荷与负载速度的对应关系。 

4 验收条件 

资料和文件 

4.1.1 制造单位除提供满足 GB/T 10060 中规定的资料外，还应提供负载额定速度的设定标准。 

4.1.2 安装单位除提供符合 GB/T 10060 中规定的资料和文件外，还应提供： 

—— 配置说明； 

—— 制造单位出具的安装授权文件； 

—— 整机质量证明文件，其内容应符合 TSG T7001中的规定。资质符合性的验证应当以可变速电

梯的最高速度来确认。 

使用资料 

应符合TSG T7001中的规定。 

验收现场的工作条件 

应符合GB/T 10058中的规定。 

5 机房及相关设备 

机房通道、结构与设备 

应符合GB/T 7588.1中的规定，机房（或者机器设备间）中必须在显著位置张贴可变速电梯的变速

参数范围和负载额定速度的设定标准。并且能在机房（或者机器设备间）控制柜中直观读取轿厢的实时

负载率和运行速度。 

供电系统的断相、错相保护装置或保护功能 

应符合GB/T 10060中的规定，当电梯运行与相序无关时可不配备错相保护装置或保护功能。 

主开关 

应符合GB/T 7588.1中的规定。 

电气安装  

5.4.1 接地保护 

应符合GB/T 10060中的规定。 

5.4.2 电气安装的绝缘电阻 

应符合GB/T 7588.1中的规定。 

驱动主机 



DB34/T 1799—2024 

3 

5.5.1 曳引机承重梁 

曳引机承重梁如需埋入承重墙内，其支撑长度应符合GB/T 10060中的规定。 

5.5.2 驱动主机 

应符合 TSG T7001-2023附录 A 中的规定。 

5.5.3 制动系统 

5.5.3.1 制动系统应符合 GB/T 7588.1 中的规定。 

5.5.3.2 当轿厢载有 125% 额定载荷并以最高速度向下运行时，操作制动器应能使曳引机停止运转。

所有参与向制动轮或盘施加制动力的制动器机械部件应分两组装设。如果一组部件不起作用，应仍有足

够的制动力使载有额定载荷以最高速度下行的轿厢减速下行。 

5.5.3.3 切断制动器电流至少应当用两个独立的电气装置来实现，当可变速电梯停止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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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 紧急操作 

应符合GB/T 7588.1中的规定。 

6 井道 

井道的封闭 

应符合GB/T 7588.1中的规定。 

检修门、井道安全门和检修活板门 

应符合GB/T 7588.1中的规定。 

面对轿厢入口的层门与电梯井道壁的结构 

应符合GB/T 7588.1中的规定。 

位于轿厢与对重下部空间的防护 

应符合GB/T 7588.1中的规定。 

井道内的防护 

应符合GB/T 7588.1中的规定。 

可变速电梯的安全间距 

6.6.1 当轿厢或者对重位于下表 1规定的最高位置时，其导轨能够提供不小于 0.10 m的进一步的制导

行程。 

6.6.2 对于通过轿顶进入井道顶部的电梯，当轿厢位于表 1 中规定的最高位置时，检查其是否符合以

下要求(图 1)： 

—— ha≥1.00 m，hb≥0.10 m，hc≥0.30 m； 

—— 轿顶上方有一个不小于 0.50m×0.60m×0.80m的空间(任意平面朝下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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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轿厢和对重的极限位置 

位置 曳引驱动电梯 

轿厢最高位置 对重完全压缩缓冲器＋0.035vm² 

轿厢最低位置 轿厢完全压缩缓冲器 

对重最高位置 轿厢完全压缩缓冲器＋0.035vm² 

对重最低位置 对重完全压缩缓冲器 

注： vm为可变速电梯最高速度。 

 

 

 

标引序号说明： 

1——导靴或滚轮、悬挂装置端接装置、垂直滑动门的横梁或者部件的最高部件； 

2——不小于0.50m×0.60m×0.80m的空间； 

3——安装在轿顶的最高部件； 

4——轿顶最高可站人面积水平面； 

ha——位于轿厢投影部分的井道顶最低部件的水平面与轿顶最高可站人面积水平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hb——井道顶最低部件与导靴或者滚轮、悬挂装置端接装置附件、垂直滑动门的横梁或者部件的最高部分之间的自

由垂直距离； 

hc——井道顶最低部件与固定在轿顶部件最高部分之间的自由垂直距离。 

图1 顶部空间示意图 

6.6.3 当轿厢位于本附件表 1规定的最低位置时，检查其是否符合以下要求： 

—— 底坑中有一个不小于 0.50m×0.60m×1.00m的空间(任一平面朝下均可)； 

—— 底坑地面与轿厢最低部件之间的自由垂直距离不小于 0.50 m，当垂直滑动门的部件、护脚板、

夹紧装置钳块或者棘爪装置和相邻井道壁之间，轿厢最低部件和导轨之间的水平距离在 0.1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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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时，此垂直距离允许减少到 0.10 m；当轿厢最低部件和导轨之间的水平距离大于 0.15 m

但不大于 0.50 m时，此垂直距离可按线性关系增加至 0.50 m； 

—— 底坑中固定的最高部件和轿厢最低部件(垂直滑动门的部件、护脚板、夹紧装置钳块或者棘爪

装置除外)之间的自由垂直距离不小于 0.30 m。 

导轨 

6.7.1 每根导轨应具有两个导轨支架，其间距不大于 2.5 m，特殊情况应有措施保证导轨安装满足 GB/T 

7588.1中规定的弯曲强度要求。导轨支架的水平度不大于 1.5%,导轨支架的地脚螺栓或支架直接埋入墙

的埋入深度不小于 120 mm。如果用焊接支架其焊缝应该是连续的，并应双面焊牢。 

6.7.2 安装后每列导轨的工作面以及导轨工作面的接头应符合 GB/T 10060中的规定；两列导轨顶面间

的距离偏差也应符合 GB/T 10060 中的规定。 

6.7.3 导轨的固定应符合 GB/T 10060中的规定。 

随行电缆的安装 

应符合GB/T 10060中的规定。 

井道照明 

应符合GB/T 7588.1中的规定。 

底坑 

应符合GB/T 7588.1中的规定。 

缓冲器 

6.11.1 缓冲器应当设置在轿厢和对重的行程底部极限位置,根据可变速电梯的最高速度并参照 GB/T 

7588.1中的规定选择缓冲器。 

6.11.2 安装后的缓冲器应固定牢靠,并符合 GB/T 10060中的规定。 

6.11.3 对重缓冲器应设置永久性的明显标识,标明轿厢位于顶层端站平层位置时,对重装置撞板与其

缓冲器顶面间的允许垂直距离；该垂直距离使可变速电梯符合 6.6的要求。 

可变速电梯极限开关的设置 

应符合GB/T 7588.1中的规定。 

7 悬挂装置、补偿装置和超速保护装置 

悬挂装置 

应满足GB/T 7588.1中的规定；钢丝绳、包覆带端部固定也应满足GB/T 7588.1中的规定，弹簧、螺

母、开口销部件无缺损。 

安装后的钢丝绳 

应符合GB/T 10060中的规定。 

补偿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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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补偿装置的固定应当可靠。 

7.3.2 补偿绳除满足 GB/T 7588.1 中的规定外，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 若可变速电梯最高速度大于 3.5 m/s，还应该增加一个防跳装置； 

—— 防跳装置动作时，一个符合 GB/T 7588.1中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应使可变速电梯驱动主机停

止运转。 

更换悬挂钢丝绳和补偿钢丝绳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悬挂钢丝绳和补偿钢丝绳应当更换： 

—— 笼状畸变、绳股挤出、扭结、部分压扁、弯折、严重锈蚀、铁锈填满绳股间隙、直径小于其

公称直径的 90% 等达到报废条件的现象； 

—— 一个捻距内出现的断丝数大于下表 2列出的数值时。 

表2 一个捻距内的断丝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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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d(d表示钢丝绳的公称直径，mm) 

曳引轮、滑轮等旋转部件的防护 

应满足GB/T 7588.1中的规定。 

安全钳 

7.6.1 可变速电梯轿厢安全钳应依据最高速度，并按照 GB/T 7588.1中的规定进行选型和安装。 

7.6.2 若可变速电梯最高速度大于 0.63 m/s，轿厢应采用渐进式安全钳。若可变速电梯最高速度小于

或者等于 0.63 m/s，轿厢可采用瞬时式安全钳。 

限速器 

7.7.1 操纵轿厢安全钳的限速器动作速度至少等于最高速度的 115％.但应小于下列各值: 

—— 轿厢下行采用除不可脱落滚柱式以外的瞬时式安全钳时，为 0.80 m/s； 

—— 轿厢下行采用不可脱落滚柱式瞬时式安全钳时，为 1.0 m/s； 

—— 对于 vm≤1.0 m/s，轿厢下行采用渐进式安全钳时，为 1.50 m/s； 

—— 对于 vm＞1m/s 的渐进式安全钳，为 1.25 vm＋0.25/vm m/s。 

7.7.2 操纵对重安全钳的限速器动作速度应大于 7.7.1 规定的轿厢安全钳的限速器动作速度,但不得

超过 10％。 

7.7.3 限速器应符合 GB/T 7588.1 中的规定。 

7.7.4 安装后的限速器应符合 GB/T 10060中的规定。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7.8.1 该装置包括速度监控元件和减速元件，应检测出上行轿厢的速度失控，其下限是可变速电梯最

高速度的 115％，上限是 7.7.2 规定的速度,并能使轿厢制停,或使其速度降低至对重缓冲器的设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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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7.8.2 该装置应能在没有速度控制或停车的部件参与下，达到 7.8.1 的要求，除非这些部件存在内部

的冗余度；该装置动作时，可以由于轿厢连接的机械装置协助完成，无论此机械装置有无其他用途。 

7.8.3 该装置还应符合 GB/T 7588.1 中的其他要求。 

8 层门与轿门、轿厢与对重 

轿厢 

8.1.1 轿厢的有效面积应符合 GB/T 7588.1的规定。 

8.1.2 轿厢内设置的铭牌、标记与使用说明应符合 GB/T 7588.1中的规定。 

8.1.3 轿厢内设置的紧急照明和报警装置应符合 GB/T 7588.1 中的规定。 

8.1.4 轿厢称重装置： 

—— 应符合 GB/T 7588.1中的规定； 

—— 误差应在整机型式试验报告或者等效评价报告允许的范围内； 

—— 应具备轿厢称重装置偏差保护装置，通过检测电流（包含但不限于）信号的方式与称重装置

实测值作比较，当误差超过制造单位界定的范围时，应使电梯停止运行或者以最低速度运行。 

8.1.5 应具备轿厢自重监控保护装置，当检测到轿厢自重发生变化时，应使电梯停止运行，该装置动

作后应具备故障锁定功能。 

8.1.6 应进行轿厢速度监控： 

—— 针对额定速度与任一负载额定速度，制造单位应设置与之对应的超速阈值（超速阈值的参数

设置以及试验方法应在电梯随机文件中有明确的说明）； 

—— 可变速电梯应设置一个监控轿厢速度的装置。该装置检测到的轿厢速度超过上述的规定时,制

动器或类似装置应使轿厢可靠制动,制动减速度应满足 GB/T 7588.1中的规定。 

8.1.7 轿顶上安装的装置应符合 GB/T 7588.1中的规定。 

8.1.8 轿顶护栏应符合 GB/T 7588.1 中的规定,轿厢如果设置安全窗或安全门也应符合 GB/T 7588.1

中的规定。 

8.1.9 轿厢护脚板应符合 GB/T 7588.1中的规定。 

对重 

8.2.1 轿厢与对重的间距 

应符合GB/T 10060中的规定。 

8.2.2 对重的固定 

应符合GB/T 10060中的规定。 

8.2.3 对重重量监控保护装置 

应具备对重重量监控保护装置，当检测到对重重量发生变化时，应使电梯停止运行，该装置动作后

应具备故障锁定功能。 

层门与轿门 

应符合TSG T7001中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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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整机功能试验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按照制造单位提供的方法或者GB/T 10059中的规定进行试验。 

耗能缓冲器试验 

应按照GB/T 10059中的的规定进行。 

轿厢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 

应按照TSG T7001-2023附录 A 中的规定进行。 

对重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 

应按照TSG T7001-2023附录 A 中的规定进行。 

应急救援试验 

应按照TSG T7001-2023附录 A 中的规定进行。 

上行制动工况曳引检查 

应按照TSG T7001-2023附录 A 中的规定进行。 

平衡系数试验 

应按照 GB/T 10059中的的规定进行。 

空载曳引力试验 

应按照 TSG T7001-2023附录 A 中的规定进行。 

下行制动工况曳引检查 

应按照 TSG T7001-2023附录 A 中的规定进行。 

噪声测试 

应按照 TSG T7001-2023附录 A 中的规定进行。 

制动试验 

应按照 TSG T7001-2023附录 A 中的规定进行。 

轿厢称重装置误差评定试验 

9.12.1 轿厢停靠基站，空载，将称重装置校零。实验分加载和减载两个阶段进行。 

9.12.2 加载阶段：以 75 kg 为一个测量点逐步增加砝码，在表 3 中记录轿厢称重装置的测量值（以

负载率来表示），直至满载。  

9.12.3 减载阶段：延续上个阶段实验，此时轿厢满载。以 75 kg为一个测量点逐步减少砝码，在表 3

中记录轿厢称重装置的测量值（以负载率来表示），直至空载。 

9.12.4 利用所测数据，经过数据处理，参见附录 A 得出称重装置的误差曲线，并计算最大误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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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 8.1.4规定的要求。 

表3 轿厢称重装置误差评定试验记录表 

实际载重量 kg                

负载率 %                

显示值（加载） %                

显示值（减载） %                

误差值（加载） %                

误差值（减载） %                

平均误差值 %                

变速功能试验 

当电源为额定频率,电动机施以额定电压，称重系统满足 8.1.4 的要求时，参照随机设计文件，依

据负载额定速度的设定标准中负载率区间与速度的对应关系，在每一个负载率区间选择一个合适的测量

点（选取该测量点时，应考虑轿厢称重装置的实际误差，使轿厢能以该负载率区间对应的负载额定速度

运行），轿厢装载该测量点对应载重量，可变速电梯运行后应满足以下要求： 

—— 轿厢的实际运行速度不得大于该负载率区间对应负载额定速度的 105%,不宜小于该负载率区

间对应负载额定速度的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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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检验方法参见附录 B，检验后数据记录入表 4 中。 

表4 变速功能试验记录表 

负载率区间(%)    

测量点(%)    

显示值(%)    

负载额定速度（m/s）    

实际速度（m/s）    

实际速度与该负载区对应负

载额定速度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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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轿厢称重装置误差评定试验的数据处理方法 

A.1 总则 

以下示例用以说明 9.13 轿厢称重装置误差评定试验可行的数据处理方法。 

A.2 原理 

假设测量得到数据序列{𝑥𝑖: 𝑖 = 1,2,⋯ , 𝑛}，其各阶累积和为 ∑ 𝑋𝑖
(1)𝑛

𝑖=1  ，∑ 𝑋𝑖
(2)𝑛

𝑖=1 ，…的定义如下： 

∑ 𝑋𝑖
(1)

𝑛

𝑖=1

= 𝑥1 + 𝑥2 + ⋯+ 𝑥𝑛 = ∑𝑋𝑖

𝑛

𝑖=1

 

∑ 𝑋𝑖
(2)

𝑛

𝑖=1

= 𝑥1 + (𝑥1 + 𝑥2) + (𝑥1 + 𝑥2 + 𝑥3) + ⋯+ (𝑥1 + 𝑥2 + ⋯+ 𝑥𝑛) = ∑∑ 𝑋𝑗
(1)

𝑖

𝑗=1

𝑛

𝑖=1

 

以此类推，对于任意自然数 k，可以定义： 

 ∑ 𝑋𝑖
(𝑘)𝑛

𝑖=1 = ∑ ∑ 𝑋𝑗
(𝑘−1)𝑖

𝑗=1
𝑛
𝑖=1  ······················································· (A.1) 

式（A.1）等效于能够高效计算的k阶算子的通项式。如式（A.2）所示： 

 ∑ 𝑥𝑖
(𝑘)𝑛

𝑖=1 =
1

(𝑘−1)!
∑ (𝑛 − 𝑖 + 1)𝑛

𝑖=1 (𝑛 − 𝑖 + 2)⋯(𝑛 − 𝑖 + 𝑘 − 1)𝑥𝑖 ························ (A.2) 

以普通累积法为基础，将试验测试的标称砝码实际负载率与轿厢称重装置的显示负载率的差值（即

误差值）以及轿厢称重装置显示负载率的相关模型设为： 

 𝑦𝑖 = 𝛽0 + 𝛽1𝑥𝑖 + 𝛽2𝑥𝑖
2 + 𝜀𝑖 ························································· (A.3) 

式中： 

—— 𝑦𝑖为误差值（%）； 

—— 𝑥𝑖为显示负载率（%）； 

—— 𝜀𝑖为随机误差项。 

式（A.3）中有 3 个待估计参数𝛽0、𝛽1、𝛽2，所以累积到 3 阶，利用矩阵形式表示为: 

𝑌 = 𝐴𝑋 + 𝜀′ 

其中：𝑌 =

[
 
 
 ∑ 𝑦𝑖

(1)𝑛
𝑖=1

∑ 𝑦𝑖
(2)𝑛

𝑖=1

∑ 𝑦𝑖
(3)𝑛

𝑖=1 ]
 
 
 

，𝐴 =

[
 
 
 ∑ 1

(1)𝑛
𝑖=1 ∑ 𝑥𝑖

(1)𝑛
𝑖=1 ∑ 𝑥𝑖

2(1)𝑛
𝑖=1

∑ 1
(2)𝑛

𝑖=1

∑ 1
(3)𝑛

𝑖=1

∑ 𝑥𝑖
(2)𝑛

𝑖=1

∑ 𝑥𝑖
(3)𝑛

𝑖=1

∑ 𝑥𝑖
(2)𝑛

𝑖=1

∑ 𝑥𝑖
(3)𝑛

𝑖=1 ]
 
 
 

，𝑋 = [

𝛽0

𝛽1

𝛽2

]，𝜀′ =

[
 
 
 ∑ 𝜀𝑖

(1)𝑛
𝑖=1

∑ 𝜀𝑖
(2)𝑛

𝑖=1

∑ 𝜀𝑖
(3)𝑛

𝑖=1 ]
 
 
 

 

那么，𝑋的估计值为： 

 �̂� = [

𝛽0̂

𝛽1̂

𝛽2̂

] = 𝐴−1𝑌 ··································································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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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A.4）中，根据定义的通项式可以求出𝐴，𝑌以及𝐴−1的值，从而能得到所设式（A.3）模型的近

似公式。通过近似公式可以得到轿厢称重装置的近似误差范围，与 8.1.4 进行比较判断该轿厢称重装

置的精度是否符合要求。 

 

 



DB34/T 1799—2024 

12 

附 录 B  

（资料性） 

变速功能试验示例 

B.1 总则 

以下示例用以说明 9.13 进行变速功能试验的可行方法。 

B.2 变速功能试验（示例） 

B.2.1 试验前的准备 

B.2.1.1 电梯应满足 8.1.4 规定的要求。 

B.2.1.2 审查可变速电梯的整机合格证和负载率-速度设计文件，确定可变速电梯的负载区间以及对应

速度，记入表 3。 

B.2.1.3 选取合适的测量点（建议选择每个负载区间的中点值为测量点），将测量点对应的负载率记入

表 3。 

B.2.1.4 将电梯停靠基站，校零称重装置。 

B.2.2 试验流程 

B.2.2.1 变速功能试验流程见图 B.1。 

 

图B.1 变速功能试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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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2 试验中，选取标称砝码加载至测量点对应载重量。运行电梯，利用仪器测出实际速度值记入

表 4，结合负载率-速度设计文件得到实际速度与该负载区对应负载额定速度的比值记入表 4；观察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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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异常现象发生并记入表 4。依

据表 4数据，利用本标准中 9.13条款对本试验结果进行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