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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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本文件由××××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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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电梯使用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住宅电梯使用安全管理的总体要求、安全管理机构及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管理制度、

日常安全管理、应急处置、安全管理评价和持续改进、档案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住宅电梯的使用安全管理。其他场所电梯的使用安全管理可以参照本标准。

本文件不适用于非公共场所安装且仅供单一家庭使用的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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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3.1 音视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 第1部分:安全要求

GB/T 7024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GB/T 7588.1-2020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1部分：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

GB/T 10058-2023 电梯技术条件

GB/T 16895.3 低压电气装置 第5-54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接地配置和保护导体

GB/T 24807-2021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电磁兼容 发射

GB/T 24808-2022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电磁兼容 抗扰度

GB/T 42615-2023 在用电梯安全评估规范

GB 50368 住宅建筑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TSG 08-2017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TSG T7008-2023 电梯自行检测规则

TSG T7001-2023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

TSG T5002-2017 电梯维护保养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7588.1、GB/T 7024、TSG 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住宅 residential

供家庭居住使用的建筑（含与其他功能空间处于同一建筑中的住宅部分）。

[来源：GB 50368-2005 2.0.1]

3.2

住宅电梯 residential lift

服务于住宅楼供公众使用的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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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 7024-2008,2.6]

3.3

无障碍电梯 wheelchair accessible elevator

适合行动障碍者和视觉障碍者进出和使用的电梯。

[来源：GB 50763-2012 2.0.12]

3.4

使用单位 use units

实际行使住宅电梯使用管理权的单位。

注1：新安装未移交业主的，项目建设单位为电梯使用单位。

注2：业主委托物业服务单位或其他管理人管理的，受托人为电梯使用单位。

3.5

业主 proprietor

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权的权

利人。

3.6

安全评估 safety assessment

以消除不可接受风险为目的，对电梯本体、建筑相关项目进行风险评价，根据评价结果确定电梯综

合安全状况等级，并结合使用管理和日常维护保养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出降低风险措施的全过程。

[来源：GB/T 42615-2023,3.11]

3.7

电梯更新 elevator updates

拆除原有电梯，重新安装新电梯的活动。

3.8

动态管理机制 dynamic management mechanism

基于电梯安全风险防控建立并实施的管控清单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

4 总体要求

4.1 住宅建设单位应采购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的电梯，可根据规划和建筑施工明确以下采购

需求：

——电梯使用的客流高峰预期；

——环境条件，如湿度、温度等；

——电梯机器空间的通风和散热措施；

——电梯驱动主机的防振、隔噪措施；

——电梯底坑的防水措施；

——电梯的消防功能配置要求；

——无障碍电梯和可供担架使用电梯的要求；

——电梯物联网数据接口要求；

——电梯相关建筑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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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住宅建设单位应及时将电梯交付给物业服务单位或其他管理人，同时移交电梯安装监检报告、《特

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电梯技术资料和电梯随机物品（如电梯专用钥匙）等相关文件资料物品。

4.3 住宅电梯的制造单位应对电梯安全运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了解，指导并协助解决电梯使用过程

中涉及的质量安全问题，主要部件和安全保护装置质量保证期限内出现质量问题的，应负责免费修理或

者更换。

注：主要部件和安全保护装置的说明由TSG T7001 注A1-2给出。

4.4 业主应与选聘的物业服务单位或其他管理人签订书面的物业服务合同，合同中应约定双方在电梯

维护保养、检验、自行检测、修理、更新、改造、安全评估等方面的责任义务。

4.5 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是电梯使用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使用单位应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节能

环保的原则，按规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使用安全责

任制，承担住宅电梯使用安全主体责任。

4.6 使用单位应配合规划、住建、公安、消防、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健全信息共享等机制。

4.7 住宅电梯宜投保电梯安全责任保险。

5 安全管理机构及安全管理人员

5.1 使用单位应按规定设置电梯安全管理机构，负责电梯日常安全管理。

5.2 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人员应包含电梯安全总监和电梯安全员，电梯安全总监和电梯安全员应具备电

梯使用安全管理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

a) 熟悉电梯使用相关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标准及电梯安全使用要求；

b) 具备识别和防控电梯使用安全风险等专业知识；

c) 具备电梯事故应急处置和报告等专业知识。

5.3 住宅使用特种设备总量（不含气瓶）20 台以上（含 20 台）的，电梯安全员应取得特种设备安全

管理人员资格证书。

5.4 住宅使用特种设备总量（不含气瓶）50 台以上（含 50 台）的，电梯安全总监也应取得特种设备

安全管理人员资格证书。

5.5 使用单位应逐台明确负责住宅电梯的电梯安全员。

6 安全管理制度

6.1 使用单位应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安全技术规范、标准及住宅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并实施电梯使

用安全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电梯使用安全管理制度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a) 电梯安全管理机构（适用时）和安全管理人员的职责权限；

b) 电梯安全管理人员管理、培训和考核制度；

c) 电梯使用安全风险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动态管理制度；

d) 电梯维护保养制度；

e) 电梯使用登记、定期检验、自行检测实施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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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电梯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g) 电梯采购、安装、改造、修理、报废等管理制度；

h) 电梯应急救援管理制度；

i) 电梯事故处理和事故报告制度；

j) 电梯专用钥匙使用管理制度；

k) 24 小时值班制度；

l) 装修期间电梯使用管理制度（住宅未交付给物业服务人时，建设单位应对装修期间电梯防护、

运载易造成电梯损坏的建筑材料、建筑垃圾、家具、家用电器的重量尺寸等做出明确要求，

并将电梯使用的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告知业主和装修单位）；

m) 档案管理制度。

6.2 电梯操作规程应符合 TSG 08 中 2.6.2 的要求。

6.3 电梯安全总监应监督各项安全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

7 日常安全管理

7.1 一般要求

7.1.1 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应掌握电梯的安全管理情况，全面负责电梯的安全管理工作并为电梯安全

管理提供必要的资源。

7.1.2 使用单位应按照 TSG 08 的要求办理电梯使用登记、变更登记、停用与重新启用及报废手续，使

用单位变更时，应协助办理变更手续并移交符合 10.1.2 条的电梯安全技术档案、电梯专用钥匙等相关

文件资料物品。

7.1.3 使用单位应及时申报电梯检验、组织开展自行检测，配合完成监督检查、检验、自行检测及整

改工作，不应使用未经检验或检验结论为不合格的电梯。

7.1.4 使用单位应在轿厢显著位置张贴特种设备使用标志、江苏省电梯统一应急救援标识、乘梯注意

事项、安全警示标志等并保持完好，电梯内张贴的广告不应覆盖上述标识。

7.1.5 使用单位应建立基于电梯安全风险防控的动态管理机制，结合实际，制定《电梯安全风险管控

清单》（示例见附录 A）。

7.1.6 使用单位应对电梯广告投放内容征求业主的意见或在住宅单元入口等显著位置予以公示，并负

责电梯广告设施的安全管理。

7.1.7 发生火灾、地震等危及电梯安全情形时，使用单位应立即停止使用电梯。

7.1.8 使用单位宜采用图像采集装置对电梯轿厢情况进行监控和记录，图像采集装置电源应不受电梯

主开关的控制。

7.1.9 使用单位宜每年举行乘梯安全知识科普，宣传安全文明乘梯知识。

7.2 维护保养

7.2.1 使用单位应根据维护保养单位的资质、星级、行业信誉、技术力量、业绩、备品配件保障能力、

报价等择优选定维护保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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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使用单位应与维护保养单位签订维护保养合同，明确维护保养标准和服务质量，维护保养合同

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维护保养的内容及要求；

b) 维护保养的时间频次与期限；

c) 维护保养单位和使用单位双方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d) 故障报修和应急救援抵达时间；

e) 故障修复期限；

f) 备件更换和质保等条款；

g) 合同附件（单位资质和人员资质等）。

7.2.3 电梯安全员对电梯维护保养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确认，配合做好现场安全工作。

7.2.4 维护保养单位应按照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标准和使用维护保养说明书、维护保养合同等

要求，制定维护保养计划和方案，开展维护保养工作，维护保养期间应做好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安

全。

7.2.5 维护保养单位发现安全隐患或者接到故障通知后，应及时排除安全隐患或者故障，无法立即排

除的，应将解决方案、处置建议（停梯等）及安全监护建议书面告知使用单位，使用单位应根据处置建

议采取相应措施并设置安全防护。

7.2.6 维护保养单位应对维护保养、故障处置修理工作予以记录并保存，修理更换的配件宜保留 4 年。

7.2.7 维护保养单位应急救援电话 24 小时有效应答,接到乘客被困信息后，应在 30 分钟内到达现场开

展救援。

7.2.8 使用单位宜与维护保养单位协商维护保养人员驻点服务，并提供相应的便利。

7.3 检验和自行检测

7.3.1 监督检验

7.3.1.1 电梯安装、改造、重大修理时，使用单位应配合并监督施工单位及时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申

请监督检验。

7.3.1.2 使用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及时整改监督检验中发现的问题。

7.3.1.3 电梯监督检验合格并办理使用登记后，使用单位应及时张贴特种设备使用标志。

7.3.1.4 施工单位应在监督检验合格 30 日内将相关资料移交给使用单位，使用单位应及时存入安全技

术档案。

7.3.2 定期检验

7.3.2.1 使用单位应在定期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申请，

定期检验周期按照 TSG T7001-2023 执行（周期表示例见附录 E）。

7.3.2.2 使用单位和维护保养单位应及时整改定期检验中发现的问题。

7.3.2.3 电梯定期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使用单位应及时更换特种设备使用标志。

7.3.3 自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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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1 使用单位应按照 TSG T7008 的要求，在不实施检验的年份组织开展电梯自行检测（周期表示

例见附录 E）。

7.3.3.2 使用单位对电梯实施自行检测的，使用单位的检测人员、仪器设备、制度等应符合 TSG

T7008-2023 中 2.2.1 的要求，检测人员应办理执业注册。

7.3.3.3 使用单位应配合和监督自行检测过程，使用单位和维护保养单位应及时整改自行检测中发现

的问题，整改完成后，使用单位应及时通知检测单位或者检测人员对整改情况进行确认。

7.3.3.4 使用单位应将《电梯自行检测备忘录》及整改情况公示在便于业主及其他电梯使用者阅读的

位置，公示期不少于 15 日。

7.3.3.5 使用单位应凭《电梯自行检测符合性声明》，到最近一次实施检验的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换取

特种设备使用标志，并及时更换张贴。

7.4 修理、安全评估、改造和更新

7.4.1 修理

7.4.1.1 使用单位应对维护保养单位电梯修理工作进行监督和确认。

7.4.1.2 修理完成后，维护保养单位应及时将修理资料移交给电梯使用单位。

7.4.2 安全评估

7.4.2.1 使用超过 15 年的住宅电梯出现 DB32/TXXXX-2024 4.2 的情形时，使用单位应委托具有电梯监

督检验资质的安全评估机构对住宅电梯进行安全评估，安全评估应按照 GB/T 42615-2023 和

DB32/TXXXX-2024 的要求执行。

7.4.2.2 使用单位应将安全评估报告在电梯显著位置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7.4.3 改造和更新

7.4.3.1 使用单位应根据安全评估报告给出的改造、更新意见，制定相应的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7.4.3.2 使用单位应委托电梯制造单位或其授权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电梯改造和更新工作，电梯

拆除宜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

7.4.3.3 电梯改造、更新后应符合相关标准和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

7.4.3.4 电梯改造和更新方案宜包含无障碍和可供担架使用的要求。

7.5 动态管理机制

7.5.1 日管控

7.5.1.1 电梯安全员应根据《电梯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电梯进行巡查，填写《每日电梯安全检查

记录》（式样见附录 B）。

7.5.1.2 电梯安全员发现电梯存在一般事故隐患时，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或通知维护保养单位消除隐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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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3 电梯安全员发现电梯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或者较大事故隐患时，应立即停止使用电梯并向电梯

安全总监报告，安全总监应立即组织分析研判，采取处置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7.5.2 周排查

7.5.2.1 电梯安全总监应每周组织风险隐患排查，分析研判电梯安全使用管理情况，研究解决日管控

中发现的问题，形成《每周电梯安全排查治理报告》（式样见附录 C）。

7.5.2.2 电梯安全总监应对维护保养过程进行全过程或者抽样监督，并作出记录，发现问题的应当及

时处理。

7.5.3 月调度

7.5.3.1 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应每月组织安全调度会议，对当月电梯安全日常管理、风险隐患排查治

理等情况进行汇总梳理，对次月重点工作作出调度安排，形成《每月电梯安全调度会议纪要》（式样见

附录 D）。

7.6 电梯广告

7.6.1 电梯轿厢加装广告设施的，施工人员应在加装前与电梯维护保养单位确认其不影响电梯的正常

运行及安全性能，并在电梯维护保养人员和使用单位电梯安全员的监督和指导下进行作业。

7.6.2 电梯广告设施不应遮挡或干扰有关标志、指示指南、操纵面板、紧急报警装置等。

7.6.3 电梯广告设施不应加装在电梯层门、轿门、轿厢地板及轿厢顶部；如需开孔，轿壁上开孔应符

合 GB/T 7588.1-2020 中 5.4.9.3 的要求且不可裸露，开口不应有锐边，开孔后的轿壁强度应符合 GB/T

7588.1-2020 中 5.4.3.2.2 的要求。

7.6.4 轿厢内加装广告设施而导致轿厢自重超过额定载重量的 5%时属于电梯改造，使用单位应委托取

得相应特种设备许可资格的单位进行施工，施工后的电梯经监督检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7.6.5 电梯广告设施应使用环保、防火、防潮、防霉、防腐、自熄、绝缘、耐久和易清洁的材料，电

子广告设施材料的防火、绝缘性能应符合 GB 4943.1-2022 的要求。

7.6.6 电子广告设施电子兼容发射应符合 GB/T 24807-2021 的要求、抗干扰度应符合 GB/T 24808-2022

的要求。

7.6.7 电子广告设施的电源应不受电梯主开关的控制，供电电源接地应符合 GB/T 16895.3 的要求，取

电应符合 GB/T 7588.1-2020 中 5.10.7 的要求。

7.6.8 电子广告设施应经过 CCC 认证。

7.6.9 电梯广告设施宜静音。

7.7 资金保障

7.7.1 住宅交付使用后，业主应承担电梯维护保养、修理、更新、改造、检验、自行检测、安全评估

等费用，资金可按照但不限于以下形式筹集：

a) 电梯维护保养、检验、自行检测、安全评估费用，可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在物业费中列支；

b) 已建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电梯修理、更新、改造所需资金应按照相关规定在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中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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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未建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或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不足的，业主对费用承担有约定的，按照约

定执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电梯使用单

位、业主代表、社区（居委会）等协商确定；

d) 住宅通过电梯广告等利用共有部分、共用设施设备产生收益的，电梯使用单位和业主可约定

在住宅公共收益中列支。

7.7.2 电梯故障危及人身安全、需要立即对电梯进行应急维修、更新和改造的，可以由电梯使用单位、

社区居(村)民委员会、相关业主提出申请，经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代管部门组织专业人员和维护保养单位

现场确认后，进行应急处置。

7.7.3 使用单位应将电梯使用管理费用单独建账，并在住宅单元入口等显著位置公布电梯运行费用支

出情况。

8 应急处置

8.1 应急预案

8.1.1 使用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电梯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包括应急组织机构及人员职责、应急

预案体系、事故风险描述、预警及信息报告、应急响应、应急保障设施、应急预案管理等内容。

8.2 应急演练

8.2.1 使用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应急救援演练计划，每年至少演练一次，并且作出记录，记录内

容应包括应急演练时间、内容、负责人、参加人、事故类型、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等。

8.2.2 应急救援演练开始前应通知相关楼栋业主，演练时应设置明显安全标识。

8.3 事故处理

8.3.1 使用单位 24 小时值班人员在接到乘客被困电梯轿厢报警后，应立即通知电梯安全员，电梯安全

员应组织维护保养单位实施救援，并向电梯安全总监和使用单位负责人报告。

8.3.2 使用单位电梯安全员应检查确认应急救援通道是否畅通，并与被困乘客保持沟通、安抚被困乘

客。

8.3.3 发生电梯事故后，使用单位应根据应急预案，立即采取应急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

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同时配合事故调查和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8.4 事故报告

8.4.1 发生电梯轿厢滞留人员 2小时以上或有人员伤亡的电梯事故时，电梯安全员应立即向电梯安全

总监和使用单位负责人报告，使用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于 1 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8.4.2 使用单位应根据事故调查结论进行整改。

9 安全管理评价和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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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使用单位应对电梯安全总监和电梯安全员进行法律法规、标准和专业知识培训、考核，并将培训、

考核情况予以记录并存档。

9.2 使用单位负责人应每年对电梯使用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实施情况等进行评价，验证各项制度的合

法性、适宜性、有效性。

9.3 电梯安全总监应根据评价结果，组织修订电梯使用安全管理制度，提出改进措施。

10 档案

10.1 安全技术档案

10.1.1 住宅电梯使用单位应逐台建立电梯安全技术档案，电梯安全技术档案应包括但不限于：

a) 使用登记证；

b) 产品质量合格证明；

c) 安装使用维护保养说明书；

d) 电梯整机、主要部件和安全保护装置的型式试验证书；

e) 安装、改造、修理施工质量证明文件和监督检验报告；

f) 定期检验报告、自行检测报告；

g) 日常维护保养记录；

h) 主要部件和安全保护装置的校验、检修、更换记录和报告；

i) 运行故障、事故记录及事故处理报告；

j) 安全评估报告。

10.1.2 住宅电梯使用单位应长期保存 10.1.2a)~e)的资料。

10.2 安全管理档案

10.2.1 住宅电梯使用单位应将电梯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和安全管理人员任命文件、安全管理制度、日常

管理记录等形成安全管理档案，存档时间应不少于 4 年。

10.2.2 日常管理记录应包含但不限于：

a) 维护保养合同；

b) 每日电梯安全检查记录；

c) 每周电梯安全排查治理报告；

d) 每月电梯安全调度会议纪要；

e) 电梯广告管理记录；

f) 电梯使用管理费用记录；

g) 应急救援演练记录；

h) 24 小时值班记录及应急救援记录；

i) 电梯安全管理人员培训考核记录；

j) 安全管理评价及改进记录。

10.2.3 使用单位对电梯实施自行检测的，检测档案的管理应符合 TSG T7008-2023 中 2.7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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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住宅电梯使用单位在完成或终止物业服务合同时，应将电梯安全技术档案移交给下一个该住宅电

梯的使用单位。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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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电梯安全风险管控清单

表A.1给出了电梯安全风险管控清单。

表 A.1 电梯安全风险管理清单

序

号
风险点 风险指标 风险管控措施 风险指标责任人 风险管控机制 风险管控责任人

1

机构和

人员

未按规定设置电梯安全管理机构
按照 TSG 08 的要求设置电梯安全管理

机构
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 月调度

使用单位主要负

责人

2 未按规定配备电梯安全管理人员 按制度的要求配备人员
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

电梯安全总监
月调度

使用单位主要负

责人

3
未按规定对电梯安全管理人员进

行培训、考核。
按制度的要求实施培训、考核 电梯安全总监 月调度

使用单位主要负

责人

4
电梯安全管理人员不熟悉组织宣

传、贯彻电梯有关的法律法规、

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

组织宣传、贯彻电梯有关的法律法规、

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
电梯安全总监 月调度

使用单位主要负

责人

5

安全总监或安全员在监督抽查时

考试不合格

组织培训，5个工作日内申请补考，补

考合格 电梯安全总监

电梯安全员
月调度

使用单位主要负

责人安全总监或安全员在监督抽查时

补考不合格
更换安全总监或安全员

6
制度和

操作规

程

未按规定制定电梯使用安全管理

制度或没有按制度执行

组织制定电梯使用安全管理制度，督促

落实电梯使用安全责任制，组织开展电

梯安全合规管理，确保每个制度落实到

人

电梯安全总监 月调度
使用单位主要负

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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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风险点 风险指标 风险管控措施 风险指标责任人 风险管控机制 风险管控责任人

7
未按规定制定电梯操作规程或没

有按规程执行

组织制定电梯操作规程，确保操作规程

执行到位
电梯安全员 周排查 电梯安全总监

8
日常管

理

未按规定办理使用登记、变更登

记、停用与重新启用及报废手续

按规定办理使用登记、变更登记、停用

与重新启用及报废手续
电梯安全员 周排查 电梯安全总监

9

日常管

理

未按规定编制电梯自行检测和定

期检验计划、申报电梯检验和自

行检测

按规定编制电梯自行检测和定期检验

计划、申报电梯检验和自行检测
电梯安全员 周排查 电梯安全总监

10
未对电梯维护保养过程和结果进

行监督确认

对电梯维护保养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

签字确认
电梯安全员 周排查 电梯安全总监

11 电梯专用钥匙和工具未妥善保管
电梯专用钥匙和工具落实责任人妥善

保管
电梯安全员 周排查 电梯安全总监

12
未按规定报告电梯事故，参加电

梯事故救援，协助进行事故调查

和善后处理

按规定报告电梯事故，参加电梯事故救

援，协助进行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
电梯安全员 周排查 电梯安全总监

13
机房不整洁，门窗不完好，空调、

排风扇等控温设备有故障

机房应保持整洁，门窗完好，安装有空

调、排风扇等控温设备，温度应保持在

电梯使用温度范围内。

电梯安全员 周排查 电梯安全总监

14 紧急照明装置失效 应保持紧急照明装置有效。 电梯安全员 周排查 电梯安全总监

15
机房、井道、底坑有渗水、漏水

和积水现象

机房、井道、底坑应无渗水、漏水和积

水现象。
电梯安全总监 月调度

使用单位主要负

责人

16
未履行电梯安全事故报告义务，

未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扩大

落实电梯安全事故报告义务，采取措施

防止事故扩大
电梯安全总监 月调度

使用单位主要负

责人

17
未组织制定电梯事故应急专项预

案并开展应急演练

组织制定电梯事故应急专项预案并开

展应急演练
电梯安全总监 月调度

使用单位主要负

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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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风险点 风险指标 风险管控措施 风险指标责任人 风险管控机制 风险管控责任人

18
阻碍有关部门开展电梯安全监督

检查、监督检验、定期检验和事

故调查等工作，提供虚假材料

接受和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电梯安全监

督检查、监督检验、定期检验和事故调

查等工作，如实提供有关材料

电梯安全总监 月调度
使用单位主要负

责人

19

每日电

梯安全

检查

未在轿厢显著位置张贴特种设备

使用标志、江苏省电梯统一应急

救援标识、乘梯注意事项、安全

警示标志等并保持完好

在轿厢显著位置张贴特种设备使用标

志、江苏省电梯统一应急救援标识、乘

梯注意事项、安全警示标志等并保持完

好

电梯安全员 日管控 电梯安全总监

20
电梯紧急报警装置不能正常使

用、应急救援通道有杂物、24 小

时值班电话无人接听

确保电梯紧急报警装置正常使用，保持

电梯应急救援通道畅通，确保 24 小时

值班电话有人接听

电梯安全员 日管控 电梯安全总监

21
通往机房和各层站的通道有杂

物，通道和侯梯厅照明设施损坏

通往机房和各层站的通道应清洁、畅

通、不堆放杂物，通道和侯梯厅应设置

永久性照明，照度不低于 50lx

电梯安全员 日管控 电梯安全总监

22
轿厢内部、层轿门和层轿门地坎

有碎小垃圾

轿厢内部、层轿门和层轿门地坎应定时

清洁。
电梯安全员 日管控 电梯安全总监

23 电梯轿厢内通信信号未全覆盖 电梯轿厢内通信信号宜全覆盖。 电梯安全员 日管控 电梯安全总监

24 电动车进入电梯轿厢 应有措施防止电动车进入电梯轿厢。 电梯安全员 日管控 电梯安全总监

25 防止门夹人装置工作不灵敏 防止门夹人装置工作应有效 电梯安全员 日管控 电梯安全总监

26 呼梯板各按钮部分缺失或失效 呼梯板各按钮应齐全有效 电梯安全员 日管控 电梯安全总监

27 手动紧急操作装置不齐全 手动紧急操作装置应齐全 电梯安全员 日管控 电梯安全总监

28 档案 未建立电梯档案或档案内容不全
按档案管理制度的要求收集档案并保

存

电梯安全总监

电梯安全员
月调度

使用单位主要负

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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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附 录 B

（资料性）

每日电梯安全检查记录

表B.1给出了每日电梯安全检查记录表。

表B.1 每日电梯安全检查记录表

检查

项目

检查

日期

年 月

特种设备使用

标志、江苏省

电梯统一应急

救援标识、乘

梯注意事项、

安全警示标志

轿厢

照明

防止电

动车进

轿厢的

措施

呼梯

按钮

防止门夹

人装置

报警电话

及通话装

置、救援

通道及照

明情况

轿厢

内通

信信

号

手动紧

急操作

装置

轿厢

卫生
其它 检查人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 日

11 日

12 日

13 日

14 日

15 日

16 日

17 日

18 日

19 日

20 日

21 日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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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

24 日

25 日

26 日

27 日

28 日

29 日

30 日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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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每周电梯安全排查治理报告

表C.1给出了每周电梯安全排查治理报告。

表C.1每周电梯安全排查治理报告

电梯每周安全排查治理报告

报告周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报告内容

上周安全风险隐患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

本周主要安全风险隐患

和整改情况

本周安全管理情况评价
☐ 安全风险可控，无较大安全风险隐患

☐存在安全风险隐患，需尽快采取防范措施

下周工作重点：

安全管理员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安全总监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DB32/TXXXX—XXXX

19

附 录 D

（资料性）

每月电梯安全调度会议纪要

表D.1给出了每月电梯安全调度会议纪要。

表D.1 每月电梯安全调度会议纪要

每月电梯安全调度会议纪要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会议主持人 会议记录人

参加人员：

会议内容：

1.本月巡查主要问题：

2.本月整改方案落实情况：

3、本月还未解决的问题：

4.月调度相关内容（如制度修订、人员岗位职责变化等）：

5.其他安全事项：

6、会议研究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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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

电梯定期检验或自行检测周期表

表E.1 给出了电梯定期检验或自行检测周期表。

表E.1 电梯定期检验或自行检测周期表

年份
实施定期检验或自行检测年份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安

装

监

督

检

验

年

份

2008年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2009年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2010年 检测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2011年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2012年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2013年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2014年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2015年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2016年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2017年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2018年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2019年 检测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验 检验 检验

2020年 检验 检测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验 检验

2021年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验

2022年 检测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2023年 检验 检测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测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2024年 检验 检测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2025年 检验 检测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2026年 检验 检测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2027年 检验 检测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测 检验 检测 检验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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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总体要求
	4.1　住宅建设单位应采购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的电梯，可根据规划和建筑施工明确以下采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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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使用单位应配合规划、住建、公安、消防、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健全信息共享等机制。
	4.7　住宅电梯宜投保电梯安全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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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人员应包含电梯安全总监和电梯安全员，电梯安全总监和电梯安全员应具备电梯使用安全管理的
	5.3　住宅使用特种设备总量（不含气瓶）20台以上（含20台）的，电梯安全员应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资格证
	5.4　住宅使用特种设备总量（不含气瓶）50台以上（含50台）的，电梯安全总监也应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资
	5.5　使用单位应逐台明确负责住宅电梯的电梯安全员。

	6　安全管理制度
	6.1　使用单位应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安全技术规范、标准及住宅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并实施电梯使用安全管理制度及
	6.2　电梯操作规程应符合TSG 08中2.6.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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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　使用单位应按照TSG 08的要求办理电梯使用登记、变更登记、停用与重新启用及报废手续，使用单位变更时
	7.1.3　使用单位应及时申报电梯检验、组织开展自行检测，配合完成监督检查、检验、自行检测及整改工作，不应使用未
	7.1.4　使用单位应在轿厢显著位置张贴特种设备使用标志、江苏省电梯统一应急救援标识、乘梯注意事项、安全警示标志
	7.1.5　使用单位应建立基于电梯安全风险防控的动态管理机制，结合实际，制定《电梯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示例见附录
	7.1.6　使用单位应对电梯广告投放内容征求业主的意见或在住宅单元入口等显著位置予以公示，并负责电梯广告设施的安
	7.1.7　发生火灾、地震等危及电梯安全情形时，使用单位应立即停止使用电梯。
	7.1.8　使用单位宜采用图像采集装置对电梯轿厢情况进行监控和记录，图像采集装置电源应不受电梯主开关的控制。
	7.1.9　使用单位宜每年举行乘梯安全知识科普，宣传安全文明乘梯知识。

	7.2　维护保养
	7.2.1　使用单位应根据维护保养单位的资质、星级、行业信誉、技术力量、业绩、备品配件保障能力、报价等择优选定维
	7.2.2　使用单位应与维护保养单位签订维护保养合同，明确维护保养标准和服务质量，维护保养合同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7.2.3　电梯安全员对电梯维护保养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确认，配合做好现场安全工作。
	7.2.4　维护保养单位应按照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标准和使用维护保养说明书、维护保养合同等要求，制定维护保养
	7.2.5　维护保养单位发现安全隐患或者接到故障通知后，应及时排除安全隐患或者故障，无法立即排除的，应将解决方案
	7.2.6　维护保养单位应对维护保养、故障处置修理工作予以记录并保存，修理更换的配件宜保留4年。
	7.2.7　维护保养单位应急救援电话24小时有效应答,接到乘客被困信息后，应在30分钟内到达现场开展救援。
	7.2.8　使用单位宜与维护保养单位协商维护保养人员驻点服务，并提供相应的便利。

	7.3　检验和自行检测
	7.3.1　监督检验
	7.3.1.1　电梯安装、改造、重大修理时，使用单位应配合并监督施工单位及时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申请监督检验。
	7.3.1.2　使用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及时整改监督检验中发现的问题。
	7.3.1.3　电梯监督检验合格并办理使用登记后，使用单位应及时张贴特种设备使用标志。
	7.3.1.4　施工单位应在监督检验合格30日内将相关资料移交给使用单位，使用单位应及时存入安全技术档案。

	7.3.2　定期检验
	7.3.2.1　使用单位应在定期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申请，定期检验周期按照TS
	7.3.2.2　使用单位和维护保养单位应及时整改定期检验中发现的问题。
	7.3.2.3　电梯定期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使用单位应及时更换特种设备使用标志。

	7.3.3　自行检测
	7.3.3.1　使用单位应按照TSG T7008的要求，在不实施检验的年份组织开展电梯自行检测（周期表示例见附录E）
	7.3.3.2　使用单位对电梯实施自行检测的，使用单位的检测人员、仪器设备、制度等应符合TSG T7008-2023
	7.3.3.3　使用单位应配合和监督自行检测过程，使用单位和维护保养单位应及时整改自行检测中发现的问题，整改完成后，
	7.3.3.4　使用单位应将《电梯自行检测备忘录》及整改情况公示在便于业主及其他电梯使用者阅读的位置，公示期不少于1
	7.3.3.5　使用单位应凭《电梯自行检测符合性声明》，到最近一次实施检验的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换取特种设备使用标志，并


	7.4　修理、安全评估、改造和更新
	7.4.1　修理
	7.4.1.1　使用单位应对维护保养单位电梯修理工作进行监督和确认。
	7.4.1.2　修理完成后，维护保养单位应及时将修理资料移交给电梯使用单位。

	7.4.2　安全评估
	7.4.2.1　使用超过15年的住宅电梯出现DB32/TXXXX-2024 4.2的情形时，使用单位应委托具有电梯监
	7.4.2.2　使用单位应将安全评估报告在电梯显著位置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7.4.3　改造和更新
	7.4.3.1　使用单位应根据安全评估报告给出的改造、更新意见，制定相应的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7.4.3.2　使用单位应委托电梯制造单位或其授权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电梯改造和更新工作，电梯拆除宜由具有相应资质
	7.4.3.3　电梯改造、更新后应符合相关标准和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
	7.4.3.4　电梯改造和更新方案宜包含无障碍和可供担架使用的要求。


	7.5　动态管理机制
	7.5.1　日管控
	7.5.1.1　电梯安全员应根据《电梯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电梯进行巡查，填写《每日电梯安全检查记录》（式样见附录B
	7.5.1.2　电梯安全员发现电梯存在一般事故隐患时，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或通知维护保养单位消除隐患。
	7.5.1.3　电梯安全员发现电梯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或者较大事故隐患时，应立即停止使用电梯并向电梯安全总监报告，安全总

	7.5.2　周排查
	7.5.2.1　电梯安全总监应每周组织风险隐患排查，分析研判电梯安全使用管理情况，研究解决日管控中发现的问题，形成《
	7.5.2.2　电梯安全总监应对维护保养过程进行全过程或者抽样监督，并作出记录，发现问题的应当及时处理。

	7.5.3　月调度
	7.5.3.1　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应每月组织安全调度会议，对当月电梯安全日常管理、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等情况进行汇总梳理


	7.6　电梯广告
	7.6.1　电梯轿厢加装广告设施的，施工人员应在加装前与电梯维护保养单位确认其不影响电梯的正常运行及安全性能，并
	7.6.2　电梯广告设施不应遮挡或干扰有关标志、指示指南、操纵面板、紧急报警装置等。
	7.6.3　电梯广告设施不应加装在电梯层门、轿门、轿厢地板及轿厢顶部；如需开孔，轿壁上开孔应符合GB/T 758
	7.6.4　轿厢内加装广告设施而导致轿厢自重超过额定载重量的5%时属于电梯改造，使用单位应委托取得相应特种设备许
	7.6.5　电梯广告设施应使用环保、防火、防潮、防霉、防腐、自熄、绝缘、耐久和易清洁的材料，电子广告设施材料的防
	7.6.6　电子广告设施电子兼容发射应符合GB/T 24807-2021的要求、抗干扰度应符合GB/T 2480
	7.6.7　电子广告设施的电源应不受电梯主开关的控制，供电电源接地应符合GB/T 16895.3的要求，取电应符
	7.6.8　电子广告设施应经过CCC认证。
	7.6.9　电梯广告设施宜静音。

	7.7　资金保障
	7.7.1　住宅交付使用后，业主应承担电梯维护保养、修理、更新、改造、检验、自行检测、安全评估等费用，资金可按照
	7.7.2　电梯故障危及人身安全、需要立即对电梯进行应急维修、更新和改造的，可以由电梯使用单位、社区居(村)民委
	7.7.3　使用单位应将电梯使用管理费用单独建账，并在住宅单元入口等显著位置公布电梯运行费用支出情况。


	8　应急处置
	8.1　应急预案
	8.1.1　使用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电梯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包括应急组织机构及人员职责、应急预案体系、事故风险

	8.2　应急演练
	8.2.1　使用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应急救援演练计划，每年至少演练一次，并且作出记录，记录内容应包括应急演练时
	8.2.2　应急救援演练开始前应通知相关楼栋业主，演练时应设置明显安全标识。

	8.3　事故处理
	8.3.1　使用单位24小时值班人员在接到乘客被困电梯轿厢报警后，应立即通知电梯安全员，电梯安全员应组织维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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