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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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大连理工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传龙、王国华、董恩源、尹传仁、滕洋、王忠泽、姜国勇、赵世洋、刘磊、

臧小惠、孟群轩、赵善强、孙荣耀、高航、潘超、邹琳、史伟。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的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55号，024-96315-1-3202。

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辽宁省大连保税区洞庭路1号自贸大厦503、509，

0411-3997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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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鼓式制动器检测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梯鼓式制动器的技术要求、检测内容、铭牌和维护及调整。

本文件适用于电梯鼓式制动器，其他形式可参照此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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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7588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T 24478-2009 电梯曳引机

GB/T 24807 电磁兼容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产品系列标准 发射

GB/T 24808 电磁兼容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产品系列标准 抗扰度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鼓式制动器 third party services for safety supervision

技术机构根据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或者个人（以下简称“委托方”）的需要，依据特种设备

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评估、评价等技术服务活动（以下简称“技术服务”）

向委托方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

3.2

杠杆式鼓式制动器 lever drum brake

制动元件(带导向的压缩弹等或重砣)的作用力通过打杆作用放大后施加在制动面的鼓式制动器。

3.3

直压式鼓式制动器 direct pressure drum brake

制动元件的作用力直接施加在制动面的鼓式制动器。

3.4

电磁铁 electromagnet

电磁铁一般由不带电磁线圈的铁芯(也称衔铁、柱塞等)、线圈(也称电磁线圈、激磁线圈等)、安放

电磁线圈的铁芯(也称线圈铁芯、电磁铁芯、线圈座、电枢等)构成。通电时电磁线圈起激磁作用铁芯和

线圈铁芯起导磁作用。在铁芯和线圈铁芯之间产生电磁力，制动器通断电时，铁芯与线圈铁芯存在相对

运动。

3.5

释放 release

制动器断电后，电磁力消退，在制动元件的作用力下动铁芯产生运动，产生制动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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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额定电流 rated current

使制动器维持提起状态连续输入的稳定电流。

3.7

额定电压 rated voltage

使制动器维持提起状态连续输入的稳定电压。

4 技术要求

4.1 工作条件

A)海拔高度不超过1000m。如果海拔高度超过1000m，则应按GB/T 24478-2009有关规定进行修正;

b)环境温度应保持在+5℃~+40℃;

c)湿度:运行地点的空气相对湿度在最高温度为+40℃时不应超过50%，在较低温度下可有较高的相

对湿度，最湿月的日平均最低温度不应超过+25℃，该日的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应超过90%。若可能在

设备上产生凝露，则应采取相应措施;

d)空气:环境空气中不应含有腐蚀性和易燃性气体。

如果工作条件超过上述范围，制造厂家应与用户商定。

4.2 性能要求

4.2.1 手动操作松开制动器的要求

制动器如果配置了通过机械或电气装置持续手动松开制动器的功能，则手动操作装置应当符合下列

要求:

a)松开制动器至制动器动作行程任何位置，一旦停止操作，制动器应立即、可靠地自动恢复制动状

态;

b) 手动操作装置失效，不应当导致制动器失效或者制动力矩下降。

4.2.2 制动器的噪声要求

采用制动器的实际控制电路，制动器进行正常动作的噪声应符合GB/T 24478-2009中4.2.3.3的要求。

4.2.3 制动器的制动要求

a)制动器的制动力矩和部件分组设置，应符合GB7588对制动系统的要求及国家有关安全技术规范的

要求，由制造厂家与用户进行商定：

b)制动力矩的额定值应满足上述要求，并且是制动器的静态制动力矩和动态制动力矩必须达到的最

小数值。制动力矩的额定值公差范围是0~+60%，或与用户商定；

c)制动器的制动响应时间不应大于0.5s。对于兼作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或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

制动元件的制动器，其响应时间还应根据GB7588中的要求与用户商定。

4.2.4 制动器的提起要求

制动器的提起应符合下列要求：

a)在满足4.2.2的情况下，对于控制电路采用电压控制方式，制动器的最低提起电压应低于额定提

起电压的80%，最高释放电压应低于额定维持电压的80%且高于额定维持电压的20%：对于控制电路采用

电流控制方式，制动器的最小提起电流应低于额定电流的80%，最大释放电流应低于额定维持电流的80%

且高于额定维持电流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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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制动器的提起响应时间应不大于1s,或与用户商定。

5 检测内容

5.1 制动器电源

5.1.1 具有相对高电压启动低电压保持的功能。

5.1.2 相对高电压励磁时间应不小于制动器完全开启的时间。

5.1.3 输入电压相对于额定电压的波动在±20%范围内，应能正常工作。

5.1.4 在 0℃~45℃环境温度下应能正常工作。

5.1.5 在温度 40℃，相对湿度 90%环境下应能正常工作。

5.1.6 制动器配置的专用电源，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在高度 500mm，自由跌落到水泥地面 10 次，产品应能正常工作。

b) 制动器专用电源的发射、抗扰度应符合 GB/T 24807 和 GB/T 24808 有关要求。

c) 制动器专用电源输入端与外壳之间施加二倍额定电压加 1000V 交流正弦波电压，历时 1min，不击穿，

不闪络，漏电流<1 mA。

5.2 温升

电阻法温升测试方法应符合作GB 4706.1-2005中11.3的要求。

5.3 制动器噪声

电梯鼓式制动器噪声应满足表1的要求。

表 1制动器噪声

曳引机额定转矩 T(Nm) T≤700 700＜T≤1500 T>1500

制动器噪声

dB(A)LPa

70 75 80

5.4 制动弹簧应有导向装置。

5.5 使用 DC 500 V兆欧表检测电磁线圈对地绝缘电阻，冷态应不低于 50 MΩ热态应不低 0.38 MΩ。

5.6 制动器断电释放时，运动部件必须回复至原来位置，不得停留在任意中间位置。

5.7 制动器应有手动松闸机构，其结构设计应能保证能用手的持续力使制动器保持打开状态，并且解除

外力后制动器能自动复位。

5.8 松闸扳手应涂成红色。

5.9 制动衬垫应不易燃，不允许含石棉材料。

5.10 制动衬垫与制动瓦用粘接或粘接加铆接的方法连接，粘接强度应大于制动村垫本身的机械强度。

5.11 制动器必须按常闭型失电制动的方式设计。

5.12 制动闸瓦或衬垫的压力应由压缩弹簧或重砣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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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制动器在 0℃~45℃环境温度下能正常工作。

5.14 制动衬垫需做粘接强度检验，制动衬垫剥离的光滑面单个不大于 20mm×20mm，剥离的光滑面累计

不大于制动衬垫面积的 10%。

6 铭牌

制动器铭牌的设置应符合GB7588及国家有关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如设置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a)产品名称和型号;

b)铭牌设置单位名称和地址;

c)制造日期和产品编号(序列号)。

铭牌其它内容由制造厂家与用户进行商定,铭牌内容可与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上行超速保护装

置和曳引机铭牌内容合并。

7 维护及调整

制动器在电梯维护时应对外观、监测装置、磁间隙或摩擦片间隙或动作行程，摩擦片等进行检查，

但不应对制动器制动力矩、磁间隙或摩擦片间隙或动作行程、监测装置进行调整，当制动器需调整时应

由具备专业电梯维修资质的人员进行操作。

推荐的制动器日常检查项目如表1所示。根据制动器的结构不同，检查的内容应包含但不限于表2

的内容，具体以制造厂家提供的使用维护说明书的内容为准。

表 2制动器日常检查内容

序号 日常检查项目 备注

1 制动器动作无卡滞

2 磁间隙或摩擦片间隙或动作行程

3 摩擦片的磨损状况

4 监测装置的功能检查

5 制动力矩的检查

6 重要紧固件的检查

7 手动操作机械装置的检查 如果配置有

制造厂家应在使用维护说明书中明确制动器维护、重新调整和检查的内容、周期和方法。制动器在

使用或检查过程中，如果发现故障或异常情况，应由具备专业电梯维修资质的人员，按照使用维护说明

书中规定的内容和方法进行维护、调整，如果遇到规定内容以外的问题或按照维护规定无法解决的问题

应及时联系制造厂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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