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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0559《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能量性能》包括以下部分:
———第1部分:能量测量与验证;
———第2部分:电梯的能量计算与分级;
———第3部分: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能量计算与分级。
本部分为GB/T30559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25745-2:2015《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能量性能 第2部

分:电梯的能量计算与分级》(英文版)。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30559.1—2014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能量性能 第1部分:能量测量与验

证(ISO25745-1:2012,IDT)
本部分与ISO25745-2:2015相比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引言中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内容,因为其存在与否并不影响本部分的使用;
———在引言中,增加了条款编号,以便于引用;
———在第4章中,增加了条款编号,以便于引用;
———对调了附录A与附录C的顺序,以符合GB/T1.1—2009的规定;
———修改了附录C(资料性附录)表C.1中“典型建筑物和使用”和“典型的额定速度”,以适合我国

国情。
本部分由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96)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通力电梯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机械化研

究分院、上海交通大学、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

司、奥的斯电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院、上海市特种设备

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东南电梯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苏州帝奥电

梯有限公司、蒂森克虏伯扶梯(中国)有限公司、菱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申龙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西子电

梯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丹佛斯自动控制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苏州默纳克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广州日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日立电梯(广州)自动扶梯有

限公司、上海现代电梯制造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明凯、钱国荣、何新民、陈凤旺、张鹏、温爱民、阚毅、文江鸿、唐晓彬、孟庆东、

林进展、曹奕刚、沈毅君、苏国明、赵震、张怀继、胡平、郭辉、唐林钟、黄新宇、钟兴浓、唐志荣、张红兵、
金辛海、焦洋、马建新、刘春凯、雷嘉伟、李淼、曹玲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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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本部分是为应对能源有效使用需求的迅速增加制定的。

0.2 本部分提供了:

a) 估算电梯每天和每年的能量消耗的方法;

b) 对新安装电梯、在用电梯或者改装电梯的能量性能分级的方法。

0.3 本部分可为下列相关方提供相应的指导:

a) 评估各种电梯能量消耗的建筑物开发商或业主;

b) 对电梯进行包括降低能量消耗在内的改装的业主和服务公司;

c) 电梯的安装和维护单位;

d) 参与确定电梯规格的顾问和建筑师;

e) 提供能量性能分级服务的检验人员和其他第三方机构。

0.4 电梯整个生命周期总能量消耗包括制造、安装、使用和产品报废处理所需的能量消耗。然而,本部

分仅考虑使用电梯过程中(运行、空闲和待机)的能量性能。
本部分仅考虑采用曳引式、液压和强制式的电梯,但也可为运用其他技术的电梯提供参考。

0.5 采用本部分评估电梯的能量性能时,基于下列假设:

a) 电梯所有部件都按常规的工程实践和计算规范设计;

b) 所有部件都具有合理的机械、电气结构;

c) 所有部件的组成材料具有足够的强度以及合适的质量;

d) 所有部件均无缺陷;

e) 所有部件的保养状况良好且工作正常;

f) 所有部件的选型和安装已经考虑了可预见的环境影响和特殊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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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能量性能
第2部分:电梯的能量计算与分级

1 范围

GB/T30559的本部分规定了:

a) 估算能量消耗的方法,该方法是在测量数据、计算或模拟的基础上对单台曳引式、液压和强制

式电梯的年度能量消耗进行估算;

b) 基于单台新安装、在用和改装的曳引式、液压和强制式电梯的能量性能分级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额定速度大于0.15m/s的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而且只考虑在生命周期内使用阶段

的能量性能。
注1:对于其他品种电梯,例如杂物电梯等,本部分可以作为参考。

本部分未考虑下列影响能量测量、计算和模拟的方面:

a) 井道照明;

b) 轿厢的供热和制冷设备;

c) 机器空间照明;

d) 机器空间的供热、通风和空调装置;

e) 非电梯显示系统和安保闭路电视摄像头等;

f) 非电梯监视系统(例如:楼宇管理系统等);

g) 电梯群控分配对能量消耗的影响;

h) 环境条件;

i) 电源插座上的能量消耗;

j) 具有快行区域的电梯。
注2:快行区域不一定影响平均轿厢载荷,但会明显影响平均运行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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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25745-1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能量性能 第1部分:能量测量与验证(Energyper-
formanceoflifts,escalatorsandmovingwalks—Part1:Energymeasurementandverification)

3 术语和定义

ISO25745-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注:相关符号参见附录A。

3.1
平均循环 averagecycle
目标电梯包含一次上行和一次下行的循环,每次运行分别行驶平均运行距离,该循环包括两次完整

的开关门操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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