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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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如下部分:
———第1部分:能量测量与验证;
———第2部分:电梯的能量计算与分类;
———第3部分: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能量计算与分类。
本部分为GB/T30559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25745-1: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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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
本部分与ISO25745-1:2012相比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增加了1.3a)的注,以便于理解;
———删除了ISO25745-1:2012参考文献的[3],因ISO25745-1:2012参考文献[3]在文中没有被

引用。
本部分由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96)提出和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上海永大电梯设备有限公司、西

子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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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森电梯有限公司、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

技术研究院、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东南

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沈阳博林特电梯有限公司、上海现代电梯制造有限公司、上
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爱登堡电梯有限公司、苏州通润驱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快速电梯有

限公司、伟肯(苏州)电气传动有限公司、杭州西子孚信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阮为民、朱武标、陈凤旺、沈毅君、温爱民、蔡金泉、文江鸿、姚志勇、周志仁、

钱国荣、王浩、徐国强、韩国庆、张研、张志雁、赵震、杨红江、李振才、李海峰、宋吉波、刘婧、周卫、
陈健、马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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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系列标准是为应对能源需求的迅速增加,确保和支持能源的有效使用而制定的。本系列标准提

供了:

a) 一种统一的测量方法,用于测量安装完成的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实际能量消耗;

b) 一种简单的验证方法,用于定期验证安装完成的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能量消耗没有

改变,以支持定期的能量验证的要求。
本系列标准可为下面所述相关方提供相应的参考:
———决定和确认建筑物能量消耗的建筑物开发商或业主;
———定期进行能量验证的业主和服务公司;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商、安装和维保单位;
———参与确定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规格的顾问和建筑师。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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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系列标准,能量消耗的评估和验证过程仅考虑由于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

行道的使用而产生的能量消耗。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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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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范围

1.1 总则

本部分规定了:

a) 单台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实际能量消耗的测量方法;

b) 使用中的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能量的定期验证方法。
本部分仅考虑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在生命周期内使用过程中的能量性能。

1.2 电梯

对于电梯,本部分不包括下列能量消耗,如:

a) 井道照明;

b) 轿厢的供热和制冷设备;

c) 机房照明;

d) 机房的供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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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楼宇管理系统等);

g) 电梯群控分配对能量消耗的影响;

h) 电源插座上的消耗。

1.3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对于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本部分包括下列辅助设备的能量消耗,如:

a) 除梳齿板照明、梯级照明和运行指示灯之外的照明;
注:有关梳齿板照明、梯级照明和运行指示灯的能量测量参见图A.2。

b) 冷却和加热设备;

c) 报警装置和应急电源(电池)装置等。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辅助电流 ancillarycurrent
流过辅助开关的辅助电路上的电流。

2.2
辅助能量 ancillaryenergy
辅助设备消耗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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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辅助设备 ancillaryequipment
包括照明、风扇、加热设备、报警装置和应急电源(电池)装置等设备。

2.4
辅助电源连接点 ancillarypowercouplingpoint
对辅助电源进行测量的点,该点位于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辅助电源断路器的输出端。
注:参见附录A。

2.5
自动启动状态 autostartcondition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处于静止但已通电,准备因检测到乘客而触发启动的状态。

2.6
能量 energy
一段时间内的电能消耗。

2.7
电能表 energymeter
能够测量能量的仪表。

2.8
空闲状态 idlecondition
电梯运行结束后,在进入待机状态前,停在某一层站的状态。

2.9
有载状态 loadcondition
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载有乘客的运行状态。

2.10
主电源连接点 mainpowercouplingpoint
对主电源进行测量的点,该点位于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主开关或断路器的输出端。
注:参见附录A。

2.11
空载状态 noloadcondition
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无乘客时以名义速度运行的状态。

2.12
名义速度 nominalspeed

2.12.1
名义速度(自动扶梯) nominalspeed
制造商设计时确定的、自动扶梯空载状态(如:无乘客)时沿梯级运行方向的速度。

2.12.2
名义速度(自动人行道) nominalspeed
制造商设计时确定的、自动人行道空载状态(如:无乘客)时沿踏板或胶带运行方向的速度。

2.13
参考循环(电梯) referencecycle
该循环为空载轿厢从底层端站运行到顶层端站,再回到底层端站的运行过程,包括两次完整的开关

门操作。

2.14
运行电流 runningcurrent
电梯在上行或下行时达到额定速度时的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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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低速状态 slowspeedcondition
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在没有乘客时的低速运行状态。

2.16
待机状态 standbycondition
注1:对于具有备用电源系统的电梯、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测量时,需与主电源连接和操作,并断开备用电源

输出。

注2:进行待机状态的操作时,注意确保设备的安全。

2.16.1
待机状态(电梯) standbycondition
电梯静止于某一层站,并且该电梯的能量消耗进入预先设定的较低水平时的状态。

2.16.2
待机状态(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 standbycondition
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静止但已通电,可由授权人员启动的状态。
注:可能存在与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无关联的其他电气负载,这些负载不予考虑。

2.17
待机电流 standbycurrent
当电梯处于待机状态下的电流。

2.18
端站循环测试 terminallandingscyclingtest
当空载轿厢在底层端站和顶层端站之间持续循环运行(包括开关门的操作)时进行的测试。

2.19
验证 verification
在电梯、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使用寿命内任何能量性能显著变化的识别过程。

3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能量消耗的测量与验证

3.1 总则

本部分规定了:

a) 为了验证制造商声明的能量消耗而进行的能量测量的精确方法;

b) 在设备的整个使用寿命内识别能量消耗显著变化的快速、简单的测量方法。
如果需要,可在调试后、使用中和改装后进行测量和验证。
测量应:
———在现场进行;
———可重复;
———能利用常规的测量仪器;
———由经过培训的能胜任的人员进行。
表1和表2概括了测量的内容和所需的测量仪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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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电梯能量消耗的测量与验证

测量类型 测量项目 测量仪器

能量测量(见3.2和4.2)

运行时的主要能量

空闲状态和待机状态时的主要能量

运行时的辅助能量

空闲状态和待机状态时的辅助能量

电能表(见4.1)

能量验证(见3.3.2和4.3)

运行时的主电流

空闲状态和待机状态时的主电流

运行时的辅助电流

空闲状态和待机状态时的辅助电流

电流探头和/或电流表(见4.1)

表2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能量消耗的测量与验证

测量类型 测量项目 测量仪器

功率测量(见3.2和5.2)

待机状态时的功率

自动启动状态时的功率

低速状态时的功率

空载状态时的功率

辅助功率

功率仪(见5.1)

能量验证(见3.3.3和5.3) 空载状态时的功率 功率仪(见5.1)

  注: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没有参考循环测试,因此需要进行功率测量和能量验证。

3.2 电梯能量或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功率的测量

如果需要,可在调试后和整个使用寿命内的任何时间点上对设备进行测量。电梯的测量要求

见4.1,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测量要求见5.1。

3.3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能量验证

3.3.1 总则

该验证是通过快速、简单的方法来检验设备的能量消耗在设备整个使用寿命内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3.3.2 电梯

电流是反映设备因老化而导致能量消耗改变的最直观的因素,因此仅测量电流。在设备调试和改

装后记录初期的电流或电流曲线。此后,可在设备使用寿命内的任何时间进行检查,以确定设备的能量

消耗是否发生了变化。测量要求见4.1。
通常设备老化会影响电梯运行时的能量消耗。因此,除非进行了改装,电梯仅需进行运行时的主电

流的测量。

3.3.3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测量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初期的空载状态下的功率。此后,可在设备的使用寿命内的任何时间

进行空载状态下的定期检查,以确定设备的能量消耗是否发生了变化。测量要求见5.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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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多台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对于多台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每台设备都应被看作独立的单元进行测量。
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组电梯群控运行时可能比各自单台运行时的能量效率高。

4 电梯的测量步骤

4.1 前期准备

4.1.1 测量仪器

测量仪器应符合下面的要求:

a) 能测量有效值的电流表和电压表;

b) 能测量不平衡负载电能消耗的电能表。
电能表的要求可参见GB/T17215,功率和能量分析仪的要求可参见GB/T17626.30,也可采用其

他性能相当的仪器。应特别注意,选择的测量仪器要符合电梯的技术要求,特别是在能量回馈时或在可

能出现非正弦波情况下,以及供电系统在没有中性线的情况下也能测量。

4.1.2 精度

测量精度应在±10%以内。

4.1.3 测试准备

应进行如下测试准备:

a) 应记录测试过程中所使用仪器的型号;

b) 进行测试时不能改变电梯参数。应记录电梯设备参数(如:编号、安装位置等)以便于识别;

c) 应防止公众使用或进入被测试的电梯,并应在端站入口处设置防护栏;

d) 电梯应在端站循环模式下运行,直到驱动主机达到正常工作温度;

e) 确认轿厢内无载荷;

f) 测试时,电梯正常工作时的所有相关功能应起作用。
注1:上述这些准备仅适用于新安装电梯,在用电梯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测试准备。

注2:环境条件(如:温度和湿度)可能影响测试结果。

4.1.4 连接点

在电梯系统中,如果主开关连接有辅助开关,则应在主电源连接点进行测量。

4.2 能量测量步骤

按照4.1进行测试准备。

4.2.1 运行时的主要能量

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a) 在主电源连接点,将电能表连接到主电源线的每一相上;

b) 测量并记录电源电压值;

c) 设置测量能量的电能表;

d) 如果允许,将电梯设置为自动端站循环模式,否则进行手动操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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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将空载轿厢运行到底层端站;

f) 开始测量;

g) 开始进行端站循环测试(见2.18);

h) 至少运行10个参考循环后停止;

i) 测量并记录能量值;

j) 记录参考循环次数;

k) 总能量除以参考循环次数以得到平均值并记录该值。
可进行不同的运行距离或载荷的附加测量,但要记录运行距离或载荷。

4.2.2 空闲状态和待机状态时的主要能量

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a) 在主电源连接点,将电能表连接到主电源线的每一相上;

b) 测量并记录电源电压值;

c) 将轿厢运行1个参考循环;

d) 1个参考循环运行结束后,立即记录1min内的空闲状态时的能量值;

e) 门关闭后,将空载轿厢停留在底层端站5min,然后记录1min内的待机状态时的能量值;

f) 用记录的能量值除以记录的时间,计算出以 W为单位的空闲状态时的功率值,并记录该值;

g) 用记录的能量值除以记录的时间,计算出以 W为单位的待机状态时的功率值,并记录该值。
注:一些电梯可能有进一步的节能模式(如:睡眠模式)。在这些情况下,电梯门已关闭且停止一段时间后,可根据

d)、e)所述进行类似的能量测量。

4.2.3 运行时的辅助能量

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a) 在辅助电源连接点,将电能表连接到辅助电源线上;

b) 测量并记录电源电压;

c) 设置测量能量的电能表;

d) 如果允许,将电梯设置为自动端站循环模式,否则进行手动操作;

e) 将空载轿厢运行到底层端站;

f) 开始测量;

g) 开始进行端站循环测试(见2.18);

h) 至少运行10个参考循环后停止;

i) 测量并记录能量值;

j) 记录参考循环次数;

k) 用总的能量除以参考循环次数得到平均值,并记录该值。
可根据不同的运行距离进行附加的测量,但要记录运行距离。

4.2.4 空闲状态和待机状态时的辅助能量

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a) 在辅助电源连接点,将电能表连接到辅助电源线上;

b) 测量并记录电源电压;

c) 将轿厢运行1个参考循环;

d) 1个参考循环运行结束后,立即记录1min内的空闲状态时的能量值;

e) 门关闭后,将空载轿厢停留在底层端站5min,然后记录1min内的待机状态时的能量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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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用记录的能量值除以记录的时间,计算出以 W为单位的空闲状态时的功率值,并记录该值;

g) 用记录的能量值除以记录的时间,计算出以 W为单位的待机状态时的功率值,并记录该值。
注:一些电梯可能有进一步的节能模式(如:睡眠模式)。在这些情况下,电梯门已关闭且停止一段时间后,可根据

d)、e)所述进行类似的能量测量。

4.3 能量验证步骤

按照4.1进行测试准备。
应对电源的每相进行测量。

4.3.1 运行时的主电流

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a) 在主电源连接点,将电流探头和/或电流表夹到某一相电源线上;

b) 当空载轿厢在底层端站时,测量并记录主电源电压;

c) 将空载轿厢向顶层端站运行,测量电梯在行程中段时额定速度下的电流并记录该值,或测量整

个行程的电流曲线;

d) 将空载轿厢向底层端站运行,测量电梯在行程中段时额定速度下的电流并记录该值,或测量整

个行程的电流曲线。

4.3.2 空闲状态和待机状态时的主电流

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a) 在主电源连接点,将电流探头和/或电流表夹到某一相电源线上;

b) 将轿厢运行1个参考循环;

c) 当空载轿厢在底层端站时,测量并记录主电源电压值;

d) 立即记录空闲状态时的主电流值;

e) 空载轿厢在底层端站停留5min;

f) 测量并记录待机电流。

4.3.3 运行时的辅助电流

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a) 在辅助电源连接点,将电流探头和/或电流表夹到某一相辅助电源线上;

b) 当空载轿厢在底层端站时,测量并记录辅助电源电压;

c) 将空载轿厢向顶层端站运行,测量并记录额定速度下的电流值;

d) 将空载轿厢向底层端站运行,测量并记录额定速度下的电流值。

4.3.4 空闲状态和待机状态时的辅助电流

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a) 在辅助电源连接点,将电流探头和/或电流表夹到某一相辅助电源线上;

b) 将轿厢运行1个参考循环;

c) 测量并记录辅助电源电压;

d) 立即记录空闲状态时的辅助电流值;

e) 将空载轿厢停留在底层端站5min;

f) 测量并记录待机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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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的测量步骤

5.1 前期准备

5.1.1 测量仪器

测量仪器应是符合下面要求的功率仪:

a) 能够测量有功功率,每秒能测3个值;

b) 对于不同负载、自动启动状态和通电状态,应有足够的测量范围;

c) 可测量回馈电能。
应特别注意,所选择的测量仪器需符合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的技术要求,尤其是在能量回馈时或

在可能出现非正弦波情况下也能测量。

5.1.2 精度

测量精度应在±10%以内。

5.1.3 测试准备

应进行如下测试准备:

a) 防止公众使用或进入被测试的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并在入口处设置防护栏;

b) 记录测试过程中所使用仪器的型号;

c) 进行测试时不能改变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参数。记录设备参数(如:编号、安装位置等)以便

于识别;

d) 关闭所有辅助设备。1.3所述的辅助设备的能量消耗应在通电状态下独立测量(见5.2.6);

e) 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应持续运行,直到主机达到稳定的温度;

f) 确保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上无负载。
注1:上述这些准备仅适用于新安装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在用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测试

准备。
注2:环境条件(如:温度和湿度)可能影响测试结果。
注3:当辅助设备独立于主电源供电时的仪器连接点的示意图见附录A。

5.2 功率测量步骤

按照5.1进行测试准备。

5.2.1 运行时的主要功率

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a) 在主电源连接点,将功率仪连接到主电源线上;

b) 测量并记录有功功率值(W)。

5.2.2 待机状态时的功率

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应处于待机状态(2.16.2)。
按照5.2.1进行。

5.2.3 自动启动状态时的功率(如果有)

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应处于自动启动状态(2.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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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5.2.1进行。

5.2.4 低速状态时的功率(如果有)

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应处于低速状态(2.15)。
按照5.2.1进行,梯级、踏板或胶带至少运行1个完整的循环。

5.2.5 空载状态时的功率

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应处于空载状态(2.11)。
按照5.2.1进行,梯级、踏板或胶带至少运行3个完整的循环。

5.2.6 辅助设备功率

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a) 在辅助电源连接点,将功率仪连接到辅助电源线上;

b) 测量并记录有功功率值(W)。

5.3 能量验证步骤

按照5.2.5进行。

6 报告

6.1 一般信息

每份报告中应包含下列信息:
———电源电压;
———仪器类型、精度、型号和设置;
———机房、电梯井道和轿厢的温度;
———日期、时间、测量人员、建筑物名称、设备安装地点和编号、设备安装日期;
———待机状态(如:轿厢照明开或关、风扇开或关等);
———额定载重量、额定速度、行程、技术、对重等信息(适用于电梯);
———所有耗能部件(如:门、轿厢照明、风扇等)的状态(适用于电梯);
———梯级(踏板或胶带)宽度、提升高度(或行程)、速度(名义速度或低速状态时的速度等)、倾斜角

等(适用于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6.2 电梯能量测量报告

6.2.1 总则

每份报告中应包含6.2.2~6.2.5中规定的信息。

6.2.2 运行时的主要能量

———运行时的主要能量;
———参考循环运行的次数;
———平均一个参考循环的主要能量。

6.2.3 空闲状态和待机状态时的主要能量

———空闲状态时的主要能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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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机状态时的主要能量;
———测量时长;
———空闲状态和待机状态时的主要功率。

6.2.4 运行时的辅助能量

———运行时的辅助能量;
———参考循环运行的次数;
———平均一个参考循环的辅助能量。

6.2.5 空闲状态和待机状态时的辅助能量

———空闲状态时的辅助能量;
———待机状态时的辅助能量;
———测量时长;
———空闲状态和待机状态时的辅助功率。

6.3 电梯能量验证报告

6.3.1 总则

每份报告中应包含6.3.2~6.3.5中规定的信息。

6.3.2 运行时的主电流

———上行时每相的主运行电流;
———下行时每相的主运行电流。

6.3.3 空闲状态和待机状态时的主电流

———空闲状态和待机状态时每相的主电流。

6.3.4 运行时的辅助电流

———上行时每相的辅助运行电流;
———下行时每相的辅助运行电流。

6.3.5 空闲状态和待机状态时的辅助电流

———空闲状态和待机状态时每相的辅助电流。

6.4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能量测量报告

应记录5.2所述的所有信息,以及梯级(踏板或胶带)宽度、提升高度(行程)、运行方向、速度[如:名
义速度和低速状态时的速度(如果有)]。建议记录应用技术的附加信息。

6.5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能量验证报告

应记录5.3所述的所有信息,以及梯级(踏板或胶带)宽度、提升高度(行程)、运行方向、名义速度。
建议记录应用技术的附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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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测量仪器连接点

图 A.1 测量仪器连接点示意图———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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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测量仪器连接点示意图———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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