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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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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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河南省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HN/TC 15）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技术研究院、西继迅达电梯有限公司、平顶山市众联达电梯

销售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国卿、魏大海、宋耀国、王扬、李萌、霍政霖、张立山、付赛军、张耀文、

刘宁宁、崔永普、张仁奎、冯广、马腾华、王加琪、张亚明、赵九峰、王萌琦、寿鹤松、王岩、朱冠丞、

屈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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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维保作业风险点排查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电梯维护保养（以下简称维保）作业的术语和定义、维保单位要求、风险点排查、紧

急处置措施。 

本文件适用于曳引驱动电梯、液压电梯、杂物电梯、防爆电梯（以下简称电梯）的维保作业。 

本文件不适用于消防员电梯和家用电梯的维保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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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00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风险评价和降低的方法 

TSG Z6001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702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维保 

对电梯进行的清洁、润滑、调整、更换易损件和检查等日常维护与保养性工作。其中清洁、润滑不

包括部件的解体，调整和更换易损件不会改变任何电梯性能参数。 

 

风险 

伤害发生的概率与伤害的严重程度的综合。 

 

风险点 

指风险伴随的设施、部位、场所和区域，以及在设施、部位、场所和区域实施的伴随风险的作业活

动，或以上两者的组合。 

 

静态维保 

电梯处于静止状态时对电梯进行的维护保养作业。 

 

动态维保 

电梯处于运行状态时对电梯进行的维护保养作业。 

4 维保单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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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 

4.1.1 维保单位应依法取得相应许可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有效期内。 

4.1.2 维保单位应具有与维保工作相适应的人员、仪器设备，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并有效运转。 

4.1.3 宜充分利用记录仪或者无线、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维保现场作业实施监控。 

4.1.4 维保单位应提供现场必要的围栏等防护设施、安全警示标志、标识，以及为作业人员提供的个

体防护用品等。 

人员 

4.2.1 维保单位应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维保人员应按照 TSG Z6001 要求取得电梯修理项

目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并在有效期内。 

4.2.2 维保人员的配置，应根据电梯运行的实际情况，合理配置人员，满足维保的需求。 

4.2.3 维保单位应对维保人员的维保质量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并对监督情况及监督结果进行记

录。 

仪器设备 

维保单位应配备能够满足维保需要的仪器设备，仪器设备的测量范围和精度满足维保的要求。并按

照其质量管理的要求，对其所使用的仪器设备进行计量检定或者校准。 

质量保证体系 

4.4.1 维保单位应建立适合本单位实际的质量保证体系，对电梯维保工作质量实施有效控制，并对其

维保的电梯的技术安全负责。 

4.4.2 维保单位应结合电梯类型制定相应的维保作业风险点排查作业指导文件。 

5 风险点排查 

风险点分布 

维保作业风险点排查应按照作业流程进行。风险点的分布包括作业前风险、作业中风险和作业后风

险。 

风险点识别 

5.2.1 风险点的识别包括电梯的不安全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作业环境的缺陷和安全管理的不足、

不到位或者疏忽。 

5.2.2 GB/T 20900 提供了进行风险评价的具体方法。维保工作中风险评价时所考虑的要素见附录 A。

依据 GB/T 20900 提供的方法，通过与维保相关的风险要素来评估确定风险等级，进而确定对应的风险

类别来评定风险。 

作业风险点排查 

5.3.1 作业前风险点排查 

5.3.1.1 维保单位应制定维保作业风险管控工作流程，明确各岗位风险管控职责，明确风险点、风险

管控措施、安全风险等内容。 

5.3.1.2 维保单位应为维保作业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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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3 维保单位应对维保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掌握风险防控涉及的法律、规范、标准、制度、

操作规程等。 

5.3.1.4 维保单位应保存体现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过程的记录资料，并分类建档管理。 

5.3.1.5 维保单位应对维保作业人员进行严格管理，包括人员的出勤及工作计划的掌握、维保记录的

填写、三角钥匙的管理、紧急短接工具及仪器设备的管理等。 

5.3.1.6 维保单位应根据作业环境、条件等制定出包括安全技术措施、安全管理等要求在内的维保方

案，并向维保作业人员讲明。 

5.3.1.7 维保单位应针对维保作业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或发生过的各类问题做好收集分析及处理方案，

做好现场相应的防护及作业告知。 

5.3.1.8 维保作业人员应持证按有关规定上岗，作业前应熟悉作业设备的相关技术参数和技术条件。 

5.3.1.9 维保作业人员应遵守电梯使用管理单位的相关管理制度。 

5.3.2 作业中风险点排查 

5.3.2.1 维保人员应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和维保方案进行电梯维保，维保期间落实现场安全防护

措施，保证施工安全。 

5.3.2.2 进行维保作业时，应将表明正在维保的标识牌、围栏或其他警示装置设置于电梯轿厢内、电

梯井道入口等，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维保现场。 

5.3.2.3 维保作业人员在相互配合时，指令应准确清晰，相互确认后再进行相应操作。远距离或不同

空间位置配合时，应采用对讲机等设备进行指令传输。 

5.3.2.4 静态维保时，应断开主电源或安全回路。 

5.3.2.5 动态维保时，应先确保人员处于安全状态下再进行操作。 

5.3.2.6 维保作业人员应保管好维保设备工具等，防止其掉落。 

5.3.2.7 各类型电梯及试验项目的维保作业风险点及应对措施见附录 B、附录 C和附录 D。 

5.3.3 作业后风险点排查 

5.3.3.1 维保作业人员应拆除维保过程中使用的短接线，清理现场，回收维保现场的仪器、工具、防

护用品等。 

5.3.3.2 维保作业人员应将电梯恢复至正常运行状态，关闭好机房门窗、及照明、锁好机房。 

5.3.3.3 维保作业人员撤回设置的警示标识和围栏等。 

6 紧急处置措施 

设备损坏 

维保作业现场，因设备不满足安全技术规范要求或其他因素导致设备损坏应按以下要求处置： 

a) 应立即切断电梯主电源，使电梯停止运行，检查电梯层门是否已全部关闭或采取等效安全措

施，暂停维保； 

b) 告知使用单位相关情况。 

人员被困或受伤 

维保作业现场，因设备不满足安全技术规范要求或其他因素导致人员受伤应按以下要求处置： 

a) 若出现人员被困的情况，通过报警装置、应急电话、对讲机、喊话等方式向井道外维保单位

专业人员请求救援，危急情况应拨打 96333、110、1l9请求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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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若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将受伤人员及时撤离至安全位置，条件允许情况下，进行相应的急

救处理，必要时及时送医或拨打 120求助，并及时通知维保单位和使用管理单位负责人； 

c) 若出现人员被困受伤的情况，通过报警装置、应急电话、对讲机、喊话等方式向井道外维保

单位专业人员请求救援，危急情况应拨打 96333、110、1l9、120请求救援，将受伤人员及时

撤离至安全位置，并及时通知维保单位和使用管理单位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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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维保工作中风险评价时所考虑的要素 

电梯维保工作中风险评价时所考虑的要素参见表A.1。 

表A.1 电梯维保工作中风险评价时所考虑的要素 

要素 

维保区 

轿厢 
机器设备

空间 
滑轮空间 电梯外区域

a
 底坑 轿顶 

进出方式不适合（梯子不安全、无扶手、不适合的活板门、轿

顶有阻挡物等） 
━ √ √ √ √ √ 

未经准许擅自进入 ━ √ √ √ √ √ 

照明不足（包括通道） √ √ √ √ √ √ 

地面不平整（坑洞、凸台） √ √ √ √ √ √ 

地面易滑倒 √ √ √ √ √ √ 

地面强度 √ √ √ √ √ √ 

尺寸不合适（通道、维修地点） √ √ √ √ √ √ 

轿厢位置识别 √ √ ━ ━ ━ ━ 

与电气部件的间接接触 √ √ √ √ √ √ 

开关 ━ √ √ √ √ √ 

与活动件的接触（钢丝绳、滑轮） ━ √ √ √ √ √ 

意外动作 √ √ √ √ √ √ 

被活动部件挤压（轿厢、对重、平衡重、液压缸、其他电梯） ━ √ √ √ √ √ 

轿厢和电梯井道壁之间的间隙 ━ √ √ ━ ━ √ 

同一区域内有多台电梯 ━ √ √ √ √ √ 

架空横梁和滑轮 ━ √ √ √ √ √ 

躲避空间 ━ √ √ ━ √ √ 

检修运行 ━ √ √ √ √ √ 

多名维保人员工作 ━ √ √ √ √ √ 

缺乏通信工具 √ √ √ √ √ √ 

通风和温度对人员的影响 √ √ √ √ √ √ 

意外的水/污垢 √ √ √ √ √ √ 

危险物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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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电梯维保工作中风险评价时所考虑的要素（续） 

要素    

维保区 

轿厢 机器设备

空间 

滑轮空间 电梯外区域
a
 底坑 轿顶 

坠落物体 √ √ √ √ √ √ 

被困 √ √ √ √ √ √ 

救援作业方法和控制 √ √ √ √ √ √ 

火情 √ √ √ √ √ √ 

注： √表示相关，━表示不相关。 

       a  
电梯外区域是指：对电梯外部设备、电梯外围以及从外部对井道、机器设备或滑轮空间内的设备进行维护工作的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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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曳引驱动电梯维保作业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B.1 机房 

B.1.1 预防坠落风险 

维保作业人员宜排查预防坠落风险，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采用梯子作为通道时，应确认梯子固定牢靠后，再进行攀爬。攀爬过程中，应防止踩空、梯

子翻转等； 

b) 进入任何格栅或平台前，应查看其支撑和连接状况； 

c) 如地面有高度差、开口，应采取相应措施； 

d) 机房进行吊装作业前，应确定机房吊钩的固定可靠，在限吊重量内进行作业。 

B.1.2 预防电气伤害风险 

维保作业人员宜排查预防电气伤害风险，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应观察所有设备位置，确认不存在与电梯无关的带电设备或物品； 

b) 应使用验电设备确定设备已断电，维保时不应接触到验电设备中金属带电部分； 

c) 触及带电线槽、电缆装置前，应先使用验电设备测试电梯设备无漏电现象； 

d) 当维保过程中可能接触到带电金属部分时，维保人员应戴上绝缘手套进行维保； 

e) 当维保过程中断开主开关时，应上锁和设置醒目标识； 

f) 对电气设备或线路进行操作时，应做到一人操作、一人监护；维保过程涉及短接电路，严禁

将电梯置于正常状态运行，维保结束后，需拆除短接线；维保时，应检查相关电气设备接地

状况； 

g) 针对控制柜进行维保若涉及线路紧固或更换部件，不得带电操作。对切断电源后仍然带有残

余电能的电梯部件（如电容器、电动机-发电机组等），应通过接地或者按照设备说明书上的

要求释放残余电能。 

B.1.3 预防咬入风险 

维保作业人员宜排查预防咬入风险，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拆除旋转部件保护装置前，应断开主电源或使停止装置断开安全回路； 

b) 对曳引驱动轮、滑轮和链轮、限速器进行维保作业时，应断电操作，避免旋转部件的卷入风

险； 

c) 对钢丝绳进行清理、保养、更换时，确保双人操作，应避免人员受到旋转部件卷入风险； 

d) 对旋转部件进行动态维保时，维保作业人员应向电梯操作人员清晰准确地下达运行指令。 

B.2 井道 

B.2.1 预防坠落风险 

维保作业人员宜排查预防坠落风险，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进入井道进行轿顶作业前，应确定轿厢位置，并对层门电气安全装置、轿顶检修运行控制装

置、轿顶停止装置进行验证后，方可进入轿顶作业，离开井道前，需对离开层的层门进行电

气装置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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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轿顶维保时，应确认轿顶护栏固定可靠，不应站立在轿顶边缘、俯伏或斜靠护栏，不得违

规踩在护栏上作业； 

c) 在轿顶维保时，应注意观察来自井道上方坠落物的危险；  

d) 在井道内进行静态维保时，应使停止装置断开安全回路后再进行相关项目维保作业； 

e) 在井道内进行动态维保时，应注意观察障碍物，确保站稳后再操作，避免绊倒跌落。 

B.2.2 预防咬入风险 

维保作业人员宜排查预防咬入风险，观察旋转部件位置，确认安全藏身区域。 

B.2.3 预防剪切风险 

维保作业人员宜排查预防剪切风险，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在轿顶维保时，电梯运行中不应将身体部位伸出轿顶边缘，同一井道严禁交叉作业，检修运

行时，注意对重位置； 

b) 维保过程中，不应在层门或轿门开启的情况下运行电梯。 

B.2.4 预防挤压、撞击风险 

维保作业人员宜排查预防挤压、撞击风险，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维保作业人员应在安全区域站立或蹲下，将轿厢检修运行至维保位置； 

b) 当顶部和底部空间明显不足时，应停止向危险方向运行。 

B.3 层站 

维保作业人员宜排查预防剪切风险，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应将肢体保持在易于撤离危险区域的位置，并注意观察轿厢动态； 

b) 打开层门进行维保时，应确认轿厢停靠在合适位置。 

B.4 轿顶 

B.4.1 进入轿顶 

维保作业人员宜排查预防坠落、剪切风险，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打开井道照明； 

b) 将轿厢停在维保作业人员所在的楼层； 

c) 在轿厢内按下维保作业人员所在楼层以下两个楼层的呼梯按钮，通过三角钥匙打开层门的方法

使轿厢完全停在便于进入轿顶的位置； 

d) 将层门完全打开，等候片刻确认轿厢没有移动后，使轿顶停止装置断开安全回路，打开轿顶照

明，将检修开关置于“检修”位置； 

e) 进入轿顶，关闭层门，观察轿顶区域的障碍物，确定好安全藏身区，准备下一步作业。 

B.4.2 撤离轿顶 

维保作业人员宜排查预防坠落、剪切风险，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将轿厢停在方便出轿顶的位置，使轿顶停止装置断开安全回路； 

b)  打开层门，使轿顶停止装置恢复正常，通过操作检修上行、下行按钮来验证层门的安全回路有 

效性； 

c) 离开轿顶，站在层站处，将检修开关置于“正常”位置，关闭轿厢照明，关闭层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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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底坑 

B.5.1 进入底坑 

维保作业人员宜排查预防坠落、剪切风险，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打开井道照明, 将轿厢停在底层端站； 

b) 在轿厢内按下底层端站以上楼层的呼梯按钮，通过三角钥匙打开层门的方法使轿厢完全停在

便于进入底坑的位置； 

c) 将层门完全打开，等候片刻确认轿厢没有移动后，使层门附近的停止装置断开安全回路，并

对层门电气装置、底坑内停止装置进行验证； 

d) 确认底坑爬梯（如有）是否牢固、观察底坑区域的障碍物，注意落脚点，防止坠落，同时应

防止手拉层门划伤； 

e) 进入底坑后，确认安全藏身区，关闭底层端站层门，使底坑内的停止装置断开安全回路，恢

复层门附件的停止装置； 

f) 应在靠近停止装置的区域指挥电梯以检修状态运行； 

g) 进入底坑维保时，应注意观察来自井道上方或（和）轿底下方坠落物的危险； 

h) 如底坑意外进水或涉水，在进入底坑前应先验证电气装置的绝缘及漏电情况，关闭电梯主电

源及 220V 电源，将水处理后，在电气装置满足安全要求下再进行维保作业，并穿戴相应的

劳保用品（含绝缘鞋）防止触电。 

B.5.2 撤离底坑 

维保作业人员宜排查预防坠落、剪切风险，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将轿厢停在方便出底坑的位置，使底坑停止装置断开安全回路； 

b) 打开层门，使底坑停止装置恢复正常，通过操作检修上行、下行按钮来验证层门的安全回路有

效性； 

c) 离开底坑，在底层端站处，使层门附近的停止装置置于“正常”位置，关闭底坑照明，关闭底

层端站层门。 

B.6 无机房电梯附加项目 

B.6.1 作业场地 

无机房电梯作业场地，维保作业人员宜排查预防坠落、剪切风险，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进入作业场地前，应排查确认机械锁定装置、机械制停装置、作业平台设置的符合性、有效

性； 

b) 在作业场地中，应将机械锁定装置、机械制停装置、作业平台置于工作位置，确定其牢固可

靠； 

c) 离开作业场地后，应将机械锁定装置、机械制停装置、作业平台立即恢复正常状态。 

B.6.2 井道 

无机房电梯井道作业，对顶层机器设备进行检查更换时，宜排查人员和机械设备的空间，防止发生

挤压、坠落。 

 

 

 
B  

B  



DB41/T 2647—2024 

10 

附 录 C  

（资料性） 

防爆电梯、液压电梯和杂物电梯维保作业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C.1 概述 

防爆电梯、液压电梯和杂物电梯的维保作业中涉及到与曳引驱动电梯相同的风险，其维保作业风险

点及应对措施详见附录B，本附件仅列出不同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C.2 防爆电梯 

防爆电梯的维保作业，宜排查预防化学风险，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应动态监测易燃物质、可燃性物质浓度，空气中的标准氧含量，超标时应中止维保； 

b) 进入机房前，应确定爆炸性介质及区域危险性等级，防爆电梯应采用相适用的防爆方式； 

c) 进入底坑作业时，应注意有害气体的检查及防护； 

d) 使用维保仪器设备及工具时，应轻拿轻放； 

e) 维保时，只有在取得使用单位的同意并承诺遵守使用单位的管理规章制度时，才允许使用易

燃易爆危险品。维保结束后，不得将易燃易爆危险品遗留在维保区域； 

f) 电气项目维保时，除本质安全电路外，不应打开防爆电气部件外壳。确需打开外壳时，应首

先断开该防爆电气部件电源，并确保内部元件的表面温度或储存的能量不能引起点燃； 

g) 电气项目维保时，存在爆炸性混合物时，不应在带电防爆电气部件（本质安全电路除外）暴

露的情况下进行维保； 

h) 应观察运动部件之间的摩擦情况，有异常时，应立即中止维保。 

C.3 液压电梯 

液压电梯的维保作业，宜排查预防机械、挤压风险，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操作液压系统升压或降低压力时，应缓慢操作，并注意观察系统漏油、渗油情况； 

b) 液压系统有漏油、渗油情况时，应做好防滑措施,维保应注意机房地面是否存在油污，避免滑

倒； 

c) 液压电梯维保前应确保工作压力在许可范围内，检查溢流阀的完好，气温低导致液压油粘度

过大时，不得采用除厂家提供的方式之外的方式进行加热； 

d) 轿厢沉降试验，应逐步加载，快进快出，并观察确定系统压力。在操作紧急下降阀前，确保

电梯轿厢下方不应有人。 

C.4 杂物电梯 

杂物电梯的维保作业，宜排查预防坠落、剪切风险，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对于人员不可进入的机房、井道、底坑，维保人员对部件进行维保时，应做好防护措施，并

注意观察电梯动态，做好撤离准备； 

b) 在得到有效监护的前提下，维保作业人员方能进入杂物电梯的机房、井道和底坑维保。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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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试验项目维保作业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D.1 制动器制动能力 

维保作业人员对电梯制动器制动能力定期测试，宜排查预防机械、剪切风险，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搬运砝码时，通道应通畅且无杂物，搬运人员应保持安全作业距离； 

b) 应在底层端站装载，并将砝码均匀分布于轿厢地面，维保人员不应用身体阻挡电梯层、轿门； 

c) 进行制动试验前，应先进行上行制动工况曳引检查、平衡系数检测、轿厢限速器——安全钳

试验并确认符合； 

d) 进行制动试验前，应确保电梯所有层门及轿门已关闭并锁紧； 

e) 进行制动试验前，应依次装载 100%、110%和 125%的额定载荷进行检修上行，观察曳引绳在轮

槽内是否出现打滑现象； 

f) 进行制动试验时，轿厢内不应有人员。 

D.2 绝缘测试 

维保作业人员进行绝缘测试，宜排查电气风险，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应在电路的电源进线端进行测试，且保证被测装置与电源隔离； 

b) 应将相导体和中性导体串联； 

c) 不应触及绝缘电阻表的表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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