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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24476—2009《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数据监视和记录规范》。本标准与

GB/T24476—2009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增加了GB/T26465—2011、GB/T24479—2009、GB/T15127—2008、

ISO16484-5:2012、IETFRFC2616、IETFRFC6749和IETFRFC5246;
———在术语和定义中,增加了企业应用平台、电梯运行安全监管平台、协议转换装置、采集传输装

置、监测终端、设备注册代码,删除了监视装置、现场通信装置,修改了设备的定义,以适应我国

国情和便于本标准的实施;
———增加了第4章“符号和缩略语”,引入数据通信接口和协议;
———增加了第5章“总体要求”,其中包括了对“系统架构”和“设备和监测终端”的具体要求;
———增加了第6章“企业应用平台基本功能要求”,以便于统一格式向“电梯运行安全监管平台”发

送数据;
———增加了第7章“设备识别代码与格式”、第8章“设备基础信息与格式”、第9章“设备实时运行

状态信息与格式”、第10章“设备统计信息与格式”、第11章“故障、事件和报警数据与格式”,
以便于数据以统一的格式进行保存和传输;

———删除了GB/T24476—2009中第4章“数据记录”、第5章“监视及报告”和第6章“硬件”;
———按照电梯运行安全监管的要求,修改了附录A(规范性附录)代码表中的故障、事件代码;
———增加了附录B(规范性性附录)公共输出端口的BACnet数据通信协议,以规范设备端数据输

出格式;
———增加附录C(资料性附录)RESTfulWebAPI含状态传输 Web服务,以便规范平台间数据交

换格式。
本标准由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96)提出和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默纳克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上海三菱电梯有限

公司、奥的斯高速电梯(上海)有限公司、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广东省特种设备

检测研究院、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永大电梯设

备(中国)有限公司、西子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广州日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
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

究院苏州分院、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沈阳蓝光集团、蒂森电梯有限公司、菱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博林特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南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森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巨立电梯有

限公司、日立电梯(广州)自动扶梯有限公司、昆山通祐电梯有限公司、河北蒙特费罗导轨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晓松、卜灵伟、赵碧涛、王鹏、徐忆平、陈凤旺、刘文、吴庆奇、郭志海、浦承东、

李明阳、张蕾、刘世君、黄维纲、李龙、李山、杨红江、张永生、庄小雄、蒋涛、程哲、邱志梅、王宏剑、张伟杰、
尹建峰、黄征、林文舵、茹晓英、王春光、李淼、王明福、李维平。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447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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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物联网作为构建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和重塑国家长期竞争力的先导领域,已被我国确立为国家重

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物联网的应用和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生活和社会管理方式向智能化、
精细化、网络化方向转变,对于提高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信息化水平,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

变具有重要意义。

0.2 对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物联网的技术规范进行统一有利于企业提高产品及服务质量,提
高监管效率,增强社会监督的透明度,提高乘客的使用满意度,具体表现为:

a) 通过对电梯各种故障、运行、统计信息进行采集、分析,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

b)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和使用单位及时掌握电梯的故障信息,及时通知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解救

被困乘客、排除故障;

c)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可远程对现场维保人员进行监督和技术支持,以确保其及时准确地完成维

保工作及应急救援;

d) 便于组建统一的监管平台,提高监管效率;

e) 统一的标准可以减少行业整体投入,节约社会成本,有利于各个电梯公司研发自己的电梯运行

安全监管系统,提高监管系统的可靠性、实用性和一致性;

f) 统一标准能够有利于电梯物联网技术在国内推行,作为在国际上率先使用电梯物联网技术的

国家,也有利于提升我国电梯行业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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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物联网
的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物联网的设备运行安全监管系统的基本构成,监测终端

和企业应用平台的公共输出接口与协议,设备数据的代码、格式及输出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物联网的设备运行安全监测系统的新建、改建和扩建。

本标准不适用于涉及音频、视频、图像等信号的采集与传输。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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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7588—2003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T15127—2008 信息技术 系统间远程通信和信息交换 双扭线多点互连(ISO/IEC8482:

1993,IDT)

GB16899—2011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21240—2007 液压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T24479—2009 火灾情况下的电梯特性

GB/T26465—2011 消防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ISO16484-5:2012 建筑自动化和控制系统 第5部分:数据通信协议(Buildingautomationand
controlsystems—Part5:Datacommunicationprotocol)

IETFRFC2616 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1.1(HypertextTransferProtocolHTTP/1.1)

IETFRFC5246 传输层安全协议-1.2版[TheTransportLayerSecurity(TLS)ProtocolVersion
1.2]

IETFRFC6749 开放授权协议-OAuth2.0(OpenAuthorization2.0)

3 术语和定义

GB7588—2003、GB16899—2011、GB21240—2007、GB/T26465—201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

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设备 installation
安装完毕并已注册登记的电梯、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

3.2
企业应用平台 enterprisesapplicationplatform
设备远程安全监测应用平台,用于接收设备的故障、事件、报警数据或查询设备实时运行状态、统计

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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