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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依据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修改采用ISO/TR25741:2008《地震情况下的电梯和自动扶梯要求 汇编报

告》(英文版)。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与ISO/TR25741:2008的主要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删除了ISO/TR25741:2008附录B,因该附录是日本《电梯抗震设计与施工指南(1998年版)》

的资料性补充文件,其涉及内容已增加至日本《电梯抗震设计与施工指南(2009年版)》中,故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附录A增加了相应内容;

———ISO/TR25741:2008引用了美国标准ASMEA17.1—2004《电梯和自动扶梯安全规范》,包括

ASMEA17.1a—2005附录,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引用了美国标准 ASMEA17.1—2010,因

ASMEA17.1—2010已替代了ASMEA17.1—2004,包括ASMEA17.1a—2005附录;
———ISO/TR25741:2008引用了日本《电梯抗震设计与施工指南(1998年版)》,本指导性技术文件

引用了日本《电梯抗震设计和施工指南(2009年版)》,因日本《电梯抗震设计与施工指南》
(1998年版)已被修订为日本《电梯抗震设计和施工指南(2009年版)》。

为了便于使用,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对ISO/TR25741:2008做了编辑性修改:
———根据我国国情,删除了ISO/TR25741:2008的前言及引言中不适用的条款,因其存在与否对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理解和使用没有任何影响;
———更新了引言的表2和第5章的图1,即增加了2006年至2011年间世界范围内最强烈地震的区

域和震级;
———引言的0.5增加了汶川地震对电梯损坏的相关内容,增加了表4;
———根据ASMEA17.1—2010,修改了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第2章的2.1,将“8.4.11.2限速阀”增

补为“8.4.11.2限速阀和柱塞钳”;同时将2.1、2.7和参考文献中的“ASMEA17.1—2004,包
括ASMEA17.1a—2005附录”改为“ASMEA17.1—2010”;

———根据日本《电梯抗震设计和施工指南(2009年版)》修改了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第3章的3.1、3.2
和3.3,在附录 A中增加了日本《电梯抗震设计和施工指南(2009年版)》中涉及ISO/TR
25741:2008附录B的条款,以便保持ISO/TR25741:2008的完整性和对应性;

———删除了ISO/TR25741:2008参考文献中的[8]、[12]和[15],并重新依次编号;
———增加了参考文献中的[36]、[37]。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96)提出并归口。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负责起草单位: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院。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参加起草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日立电梯(中国)有限

公司、奥的斯电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蒂森电梯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上海永大电梯设备

有限公司、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通力电梯有限公司、东芝电

梯(中国)有限公司。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人:卜四清、佘昆、陈凤旺、黄柏成、林曼青、莫礼、常达、涂长祖、钱洪、

杜运猛、任陇锋、赵文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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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当发生地震时,地震会以波的形式释放能量,这些波是从地震源向各个方向传播出来的。不同形

式的能量波以不同的方式振动地表,同时以不同的速度穿越地层。最快的波,即首先到达指定场所的波

被称为P波。P波或者称压缩波,在其传播方向交替地压缩和拉伸物质。S波慢于P波,紧随着P波到

达,S波在其传播方向的垂直方向上下和前后振动地表。表面波会跟随P波和S波到来。来源:NE-
IC[13]。

0.2 地震的强度通过不同的度量方式来衡量,即里克特震级和修正的麦加利地震烈度,里克特震级被

认为是更精确的。近似值见表1。

表1 里克特震级

里克特震级 麦加利地震烈度
加速度

(×g)
可感知的近似半径

km
影  响

8.5 Ⅻ >1.0 — 全部遭受破坏

8 Ⅺ 0.8 580 普遍的破坏

7 Ⅸ-Ⅹ 0.5 385 相当大的损坏

6 Ⅶ-Ⅷ 0.15 210
令人恐 惧;烟 囱 断 裂;不 牢

固的建筑物破坏

5 Ⅵ-Ⅶ 0.05 145
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得到;墙
体表面部分脱落;烟囱损坏

4 Ⅴ 0.01 130
多数人能感受得到;部分窗

户损坏;墙体表面出现裂纹

3 Ⅲ — 15 在户内明显能感觉得到

2 Ⅰ-Ⅱ — 0 几乎不能感觉到

  注:表1来源于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地震研究所[14]和 WIEGEL [12]。

0.3 地震震级由地震波振幅的对数确定,地震波的振幅由地震仪记录。地震等级每增加一个里克特单

位相当于10倍更大强度的地面振动;增加两个单位相当于100倍更大强度的地面振动;依此按对数的

序列类推。

0.4 上个世纪以来,通过里克特震级测量的最强烈的地震包括在表2和第5章的图1中。

表2 最强烈的地震

区  域 年  份 震  级

智利 1960 9.5

美国阿拉斯加州 1964 9.2

俄罗斯 1952 9.0

印尼班达亚齐 200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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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区  域 年  份 震  级

日本本洲东海岸附近 2011 9.0

美国阿拉斯加州 1957 8.8

千岛群岛 1958 8.7

美国阿拉斯加州 1965 8.7

印度 1950 8.6

智利 1922 8.5

印尼 1938 8.5

印尼南苏门答腊 2007 8.5

日本关东 1923 8.3

印度古加拉 2001 8.1

墨西哥 1985 8.0

秘鲁 2007 8.0

秘鲁南部 2001 7.9

汶川 2008 7.9a

美国旧金山 1906 7.8

新西兰南岛西海岸远海 2009 7.8

玻利维亚 1994 7.7

萨尔瓦多 2001 7.7

印尼南爪哇 2006 7.7

台湾 1999 7.6

唐山 1976 7.5b

俄罗斯萨哈林岛(库页岛) 1995 7.5

台湾 1935 7.4

土耳其利兹米特 1999 7.4

海地 2010 7.3

意大利南部 1980 7.2

日本福井 1948 7.2

日本宫城 2005 7.2

新西兰基督城 2010 7.2

  注:表2来源于美国地质勘测。

  a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由中国地震局勘测的震级为8.0级,而美国地质勘测的震级为7.9级。

  b 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由新华社公布的震级为7.8级,而美国地质勘测的震级为7.5级。

0.5 地震引起的地面振动可能会对建筑物支撑结构、电梯和自动扶梯的运行和物理完整性产生不利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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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2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圣费尔南多发生的里克特6.6级地震对建筑物、电梯和自动扶梯

造成了严重的损坏,最主要的损坏见表3。

表3 美国加利福尼亚地震对电梯的损坏

类  型 电梯数量(台)

对重脱离导轨 674

对重脱离导轨且轿厢损坏 109

轿厢损坏 102

钢丝绳系统损坏 100

电机移位或转子损坏 174

对重导轨支架断裂或损坏 174

滚动导靴断裂或松动 286

  注:表3来源于世界电梯的年度研究———地震和电梯[11]。

  2008年5月在汶川发生的里克特8.0级地震对20041台电梯造成了不同程度损坏或运行受到影

响,经过对其中的10390台电梯统计分析,遭到不同程度损坏的电梯有1008台,最主要的损坏见表4。

表4 汶川地震对电梯的损坏

类  型 电梯数量(台)

对重导轨损坏 77

对重导轨支架断裂或损坏 230

控制柜倾覆 2

电机移位 1

对重脱离导轨 270

对重导靴损坏 135

轿厢脱离导轨 9

轿厢导靴损坏 8

对重架与轿厢撞击 22

对重块松动 34

对重块从对重架脱落 13

悬挂钢丝绳脱槽 29

补偿链(绳)缠绕、勾挂 59

补偿链(绳)导向轮严重变形或损坏 9

随行电缆缠绕、勾挂 2

感应器损坏 18

限速器损坏 10

层门变形 8

对重运行区域的刚性隔障防护损坏 109

其他损坏 133

  注:表4来源于四川5.12地震中电梯技术状况与电梯抗震技术分析研究[37]。

Ⅳ

GB/Z28597—2012



0.6 针对各个国家的不同地震经历,一些国家的标准中已涉及了一定等级的抗震保护要求。ISO/TC
178认为在电梯的设计和制造过程中考虑地震影响,有利于在世界范围内提供统一的指导,以确保人员

以及设备的安全。这些国家具有在抗震方面的经验,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将为电梯行业提供参考。

0.7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所涉及的范围是:为确保在一般地震灾害情况下(如非毁灭性的地面振动所引

起的灾害)地震区域的电梯和自动扶梯能够安全运行而对其所作的特殊规范进行汇编。

0.8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提供了不同地理区域的电梯和自动扶梯现行抗震设计规则或规范,而这些区域

的经验已证明提供合理程度的抗震保护是有效的。仅包括这些电梯安全标准中的抗震要求。

0.9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不包括建筑规范中的相关要求。然而,也参考了一些适用的建筑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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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情况下的电梯和自动扶梯要求
汇编报告

1 范围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是在地震情况下对使用者与电梯、自动扶梯提供保护的相关安全标准的汇编。

2 美国

2.1 ASMEA17.1:2010[1]

ASMEA17.1:20101)规定了所有带对重的电梯、直接作用式液压电梯以及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的安全要求,以上设备安装在设计和建造均符合建筑规范2级或更高级别地震区域的建筑物中。除非

有其他规定,ASMEA17.1中8.4和8.5是其他章节的附加要求。有关地震要求的要点按 ASME
A17.1的条款号和标题在下面列出。要了解完整的内容,可参考ASMEA17.1:2010[1]。

1) ASME是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的注册商标。所列的A17.1条款号和标题摘自美国标准ASMEA17.1—2010,

版权归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所有。

根据影响整个90年代后期的原建筑规范,美国分为5个地震区域,用0至4级来描述这些地震区

域的危险程度,0级表示最低,4级表示最高。考虑到该等级和地面振动所产生的加速度情况,ASME
A17.1给出了各等级地震危险区域所对应的加速度值。

ASMEA17.1第8.4节

2级及以上等级地震危险区域的电梯安全要求

8.4.1 轿厢和对重水平间距

8.4.1.1 轿厢、对重和对重护板之间的间隙

8.4.2 机械设备和滑轮的承重梁、支撑物、基座

8.4.2.1 承重梁和支撑物

8.4.2.2 顶梁和地板

8.4.2.3 紧固件和应力

8.4.3 设备防护

8.4.3.1 钢丝绳防脱槽装置

图8.4.3.1.3 包角对应的弧长

8.4.3.2 勾挂点的防护

8.4.4 轿壁、轿门和轿厢照明

8.4.4.1 轿顶紧急出口

8.4.5 轿厢架和轿厢底

8.4.5.1 导向装置和位置保持装置

8.4.5.2 轿厢架、导向装置和位置保持装置的设计

8.4.6 轿厢和对重安全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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