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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TR25743:2010《电梯 关于电梯用于紧急疏散的研

究》(英文版)。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对ISO/TR25743:2010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ISO/TR25743:2010的前言,因为这些内容不适合我国国情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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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TR25743:2010“参考文献”中已被等同采用为我国国家标准的,直接列入了对应的我国

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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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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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

司、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奥的斯电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蒂森电

梯有限公司、上海永大电梯设备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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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爱登堡电梯有限公司。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人:顾楠森、陈凤旺、吴国良、罗照希、李振才、夏英姿、缪爱民、王浩、

李杰、金浩、马依萍、冒忠伟、钱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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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是针对在各类建筑物紧急事件中电梯用于人员疏散方面的研究。关于使用电梯

进行紧急疏散时的危险和与其相关的风险,在最近几年有大量的争议。很显然,有必要确认存在什么危

险和风险,以及如何对建筑物和电梯采取一些措施,以使这些危险和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目的是研究发生紧急事件时使用电梯疏散建筑物中人员存在的风险。
电梯专业人员和消防员参与了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制定。很显然电梯专业人员不是建筑设计者或

消防专业人员,因此,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无法解决这些领域的问题。其目的是确认包括建筑物设计者和

消防专业人员需要研究的问题。并不一定在每个建筑设计中都需要研究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中列出的所

有问题。
建筑物需要组织疏散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例如:火灾、爆炸、化学侵蚀或生物侵袭、洪水、风暴破坏、

地震等。当然,上述这些事件不是全部都与每一个建筑物和其他风险有关,其中概率小的事件可能被忽

视,建筑设计者应确定是否存在足够大的某一特定风险需要研究。
例如:如果在一个中型城市市区设计一座小型办公楼时,则在理论上也有可能会遭受爆炸袭击或化

学侵蚀(恐怖行动)。然而,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大,除非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使其引人注目或易受影

响。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事件风险的可能性非常低,以至于不必去研究。
如果建筑物用于军队的总部,这将增加其遭受某些形式侵袭的可能性。完全有必要考虑在建筑物

或邻近建筑物的附近发生爆炸或建筑物遭受化学侵蚀所造成的后果。
通常,在非地震活跃区域建造建筑物,无需进一步考虑防震措施。
如果一座建筑物建在市中心,成为一个著名的地标,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都有必要考虑。
建筑物的设计者应通过风险评价或其他方法确定何种事件需要研究。一旦做这些研究,如果电梯

在任何疏散方案中应用,则图1的框图就可以用于指导需要考虑的问题。
电梯或电梯群组可以较容易地疏散残障人员,但如果考虑电梯在通常疏散中要起的作用,对于减少

总体的疏散时间是可能的。这取决于建筑物的规模和电梯的数量等。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没有重点研究残障人员的疏散问题,而是重点研究如果电梯用于疏散,所有使用

者可能暴露于哪种危险和风险中。
需要指出的是,电梯在通常的疏散中可能起一定的作用,但事实证明这并不经济。在许多建筑物的

设计中,都建议电梯不宜取代楼梯,而且使用电梯取代楼梯可能大大增加疏散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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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用于紧急疏散的研究

1 范围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重点研究在各类紧急事件中与使用电梯疏散人员相关的主要风险。
所研究的建筑物或其邻近建筑物发生紧急事件的类型是指火灾、洪水、地震、爆炸、生物侵袭或化学

侵蚀、气体泄漏、雷击或风暴的袭击。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目的是提供一种与电梯和建筑物设计相关且明确的方法,从而确定所给出的设

计是否能在可接受的安全等级内使用电梯。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不考虑所有建筑物的全部风险,同样也不考虑所有电梯都具有所述及的全部功

能。根据所给建筑物的重要性、功能、容积率、状况、地理位置、使用、规模等来确定建筑物易发生的事件

是建筑物设计者的职责。
确定电梯是否能够作为一座给定建筑物的安全疏散工具,这不是也不可能是电梯制造商的责任,做

出该决定应该是其他有关人员的职责。电梯制造商仅能提供一些关于特定电梯所设计的能力或在某个

特定情况时电梯状况的建议。
本报告中采用的方法可应用于任何规模的、新建和在用的建筑物,但实践证明应用于在用建筑物中

是难以实现且不经济的。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建筑物管理系统(BMS) buildingmanagementsystem
基于接收到的信息,能够做出智能决定的系统。

2.2
建筑物管理者 buildingmanagement
负责建筑物每天安全有效地运行和在紧急事件时根据疏散策略确保安全疏散的人员或组织。

2.3
应急指挥中心 emergencycommandcentre
建筑物内外的房间或区域,其功能是用于接收信息、发出指令和按照所发生事件的状况组织安全

疏散。

2.4
防火区域(防火分区) firecompartment(fireseparatedarea)
建筑物的一个特定区域,其墙壁、地板和天花板是由耐火材料建造的,以便在给定的时间阻隔火的

侵入。

2.5
危险区域 hazardousarea
由于热、烟、气体等,导致对人员有危险的楼层或电梯井道区域。

2.6
疏散所需时间 requiredevacuationtime
电梯从提供疏散服务开始到完成一层或数层疏散所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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