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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能源效率评价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梯能源效率的测试方法、能源效率等级的评定方法及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单台曳引式乘客电梯、载货电梯，不适用于液压电梯、杂物电梯和强制式驱动的电梯。

注：群控电梯、并联电梯在检测时应将其独立开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7024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GB 7588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 7588—2003，eqv EN 81-1:1998） 
GB/T 10058  电梯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GB/T 7024和 GB 7588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电梯能源效率等级  lift energy efficiency grade 

电梯能源利用效率高低的分级，从高到低分成1、2、3、4、5 五个等级。 

3.2  
电梯能源效率评价指标(δ )  lift energy efficiency index 

电梯按照规定的运行模式完成每吨千米运输量的平均耗电量。 

3.3  
标准待机能耗（ε ） standby energy consumption 

电梯轿厢位于基站，处于关门等待状态下持续1h的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3.4  
次底层 Secondary bottom terminal landing 

底层端站的上一层站。 

3.5  
次顶层 Secondary top terminal landing 

顶层端站的下一层站。  

4 电梯能源效率等级的评定方法 

按第6章测试方法获得电梯能源效率指标（δ ）后，对照表1，评定该电梯的能源效率等级。 

表1 电梯能源效率等级 

δ值 δ≤1.50 1.50＜δ≤2.50 2.50＜δ≤3.50 3.50＜δ≤4.50 4.50＜δ≤6.50 

能源效率等级 1 2 3 4 5 

5 电梯标准待机能耗限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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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标准待机能耗不宜大于0.3 kW·h。 

6 测试方法 

6.1 电梯能源效率评价指标（δ ）的计算  

理论上可以按式（1）计算： 

                    
z

c

W
E

=δ       …………………………………………………(1) 

式中： 

cE ——电梯在规定的工作周期内，从电网输入的电能(测试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zW ——电梯在规定的工作周期内，轿厢完成运送载荷的运输量，即每次运送的载荷与被移动的垂直

距离乘积之和，吨·千米（t·km）。 

其中 zW 按式（2）计算： 

                           

( )∑ ×= nnz SQW      …………………………………………………(2) 

式中： 

n  ——电梯在规定的工作周期内，轿厢运行的次数； 

nQ ——第n次轿厢内的有效载荷，单位为吨（t）； 

nS ——第n次轿厢运送有效载荷的垂直运行距离，单位为千米（km）。 

6.2 测试装置 
6.2.1 测试装置包括电能测试仪或专用电梯能效测试仪、万用表、钳型电流表、测距仪、便携式测试

灯、温湿度计、验电器及常用电工工具等，测试装置精度要求见表 2。 

表2 测试仪器、量具及精度要求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精度 

1 
电能测试仪或专用电梯 

能效测试仪 

对记录设备应能检测到 0.01 s变化的信号， 

对电压、电流为±5 %，对电能测量为 5 %。 

2 万用表 ±5 % 

3 钳型电流表 ±5 % 

4 温湿度计 ±5 % 

5 位移传感器 ±0.1 m 

6 标准砝码 ±1 % 

7 测距仪 ±0.1 m 

6.2.2 测试用的仪器设备应在检定或校准合格有效期内。 

6.2.3 测试点的设置 

6.2.3.1 电梯能源效率评价指标测试点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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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能源效率评价指标测试应包括控制柜、变频器、回馈装置（如有）等装置能耗，但不包括机房、

滑轮间、井道、轿厢照明、通风、报警装置等电路的能耗。测试点设置在电梯主开关下端口处，具体如

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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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L1 

建筑 

电源 

电梯 

主开关 

测试点 

电梯 

控制柜 

电梯轿厢照明等其它用电装置 

建筑中其它用电装置 

曳引机 

 

图 1  单位输送量耗电量测试点的设置 

6.2.3.2 电梯待机能耗测试点的设置 
待机能耗测试应包括控制柜、变频器、回馈装置（如有）、轿厢照明、通风、报警装置等装置能耗，

但不包括机房、滑轮间、井道等照明电路的能耗。测试点设置在电梯主开关上端口处，具体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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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待机能耗测试点的设置 

6.3 测试条件 

6.3.1 电梯的安装及安全性能应符合 GB 7588的要求。 

6.3.2 电梯的技术条件应符合 GB/T 10058的要求。 

6.4 测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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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测试前准备 

6.4.1.1 测试前电梯应在空载的情况下进行不少于 10次全程运行。 

6.4.1.2 应采取措施保证测试过程中被测电梯独立操作、不受干扰。 

6.4.1.3 应对平衡系数和提升高度进行确认，必要时进行检测。 

6.4.2 在用电梯和新安装电梯能源效率评价指标的测试程序 
6.4.2.1新装电梯和在用电梯宜采用空载法进行测试，测试时空载轿厢置于底层端站平层位置，门处于

开启状态，启动电能测试仪（或电梯能效测试仪）开始记录的同时，启动电梯从底层端站向顶层端站上

行，中间不停站到顶层端站，自动开、关门后下行，中间不停站到底层端站平层并完全开门后停止测试

记录。 

6.4.2.2 上述检测进行 3次，空载的有效载荷按 100 %额定载荷计算，根据公式（1）计算出各次测试

的能源效率评价指标（δ ），取三次的平均值δ 。 

6.4.2.3在用电梯和新装电梯的能源效率评价指标（δ ）按式（3）计算： 

               21 µµδδ ××=            ………………………………………（3） 

式中： 

δ ——修正为模拟实际工况法的电梯能源效率评价指标； 

δ ——空载法测得的平均电梯能源效率评价指标； 

1µ ——换算系数（ 1µ ＝2.17）； 

2µ ——平衡系数修正系数。 

注： μ2＝0.45/k，k为该台电梯实际平衡系数。 

6.4.3 电梯型式试验和能效鉴定时电梯能源效率评价指标（δ ）的测试程序 
6.4.3.1型式试验和能效鉴定时电梯能源效率评价指标（δ ）采用模拟实际工况法进行测试，在测试时
电梯载荷分别为空载、25%、50%、75%、100%的额定载荷，按照图 3模式以正常速度运行。 

图 3  模拟实际工况法 

6.4.3.2型式试验的电梯能源效率评价指标（δ ）测量时应加位移传感器，并可以按要求设置停层高度，
检测运行距离以电梯额定速度值的 10倍～20倍为准，速度小的宜取大值，速度大的宜取小值，层站高
度规定为每层 3.0米，按计算出运行高度确定中间层站，具体见表 3，中间层站的具体设置应保证电梯
从次底层至中间层、中间层至次顶层及中间层之间运行时能达到电梯额定速度值并尽量平均分配各中间

层站。 

底层端站 

底层端站 顶层端站 

次底层 中间层 次顶层 顶层端站 

次底层 中间层 次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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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型式试验的电梯中间层站的设置 

运行高度（m） h≤21 21＜h≤42 42＜h≤63 63＜h≤84 h>84 

中间层站数量（个） 0 1 2 3 4 

6.4.3.3能效鉴定的电梯能源效率评价指标（δ ）测量时应根据电梯实际安装层站进行设定，具体见表
4，中间层站的具体设置应保证电梯从次底层至中间层、中间层至次顶层及中间层之间运行时能达到电
梯额定速度值并尽量平均分配各中间层站。 

表4 能效鉴定的电梯中间层站的设置 

电梯安装层站（层） n≤8 8＜n≤15 15＜h≤22 22＜h≤29 h>29 

中间层站数量（个） 0 1 2 3 4 

6.4.3.4 电梯在每种载荷工况下，均按照以下模式运行： 

    电梯从底层端站到次底层、停层、开门、关门后上中间层站；停层、开门、关门上次顶层；停层、

开门、关门上顶层端站； 停层、开门、关门下次顶层；停层、开门、关门下中间层站；停层、开门、

关门下次底层；停层、开门、关门下底层端站；然后从底层端站直驶上升到顶层端站； 停层、开门、

关门后，再直驶下降底层端站，停层、开门。 

6.4.3.5 轿厢的加载顺序为：0%额定载荷（空载）→25%额定载荷→50%额定载荷→75%额定载荷→100%
额定载荷。 

6.4.3.6 分别测试电梯在各种载荷状态和行程下的耗电量（E）。 

6.4.3.7 模拟实际工况法测量电梯能源效率评价指标（δ ）的计算： 

                 
1007550250

1007550250

WWWWW
EEEEE

++++
++++

=δ      ……………………………………（4） 

式中： 

0E ——电梯载荷0%时运行的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25E ——电梯载荷25%时运行的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50E ——电梯载荷50%时运行的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75E ——电梯载荷75%时运行的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100E ——电梯载荷100%时运行的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0W ——电梯载荷0%时运行轿厢完成运送载荷的运输量, 单位为吨·千米（t·km）； 

25W ——电梯载荷25%时运行轿厢完成运送载荷的运输量, 单位为吨·千米（t·km）； 

50W ——电梯载荷50%时运行轿厢完成运送载荷的运输量, 单位为吨·千米（t·km）； 

75W ——电梯载荷75%时运行轿厢完成运送载荷的运输量, 单位为吨·千米（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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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W ——电梯载荷100%时运行轿厢完成运送载荷的运输量, 单位为吨·千米（t·km）。 

6.4.4 待机能耗 （ε ）的测试及计算 

6.4.4.1关闭机房、滑轮间、井道照明及轿厢空调装置（如有），应包含轿厢照明、通风、报警装置。空
载轿厢置于基站平层位置，处于等待状态，使电梯在 10 min内处于无外呼、内选指令状态，轿厢保持
在基站平层位置。启动检测仪器，开始记录相关数据，同时开始计时，达到 10 min时，停止测试记录，

记录 10 min的待机能耗 cε 。 

6.4.4.2对于未采用自动休眠技术的电梯，待机能耗ε 按式（5）计算： 

                    cεε 6=              ……………………………………（5） 

式中： 

cε —按照6.4.4.1所测试的待机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6.4.4.3对于采用自动休眠技术的电梯，待机能耗ε 按式（6）计算： 

                
1

11
1 600

)3600)((
t

tc

−
−−

+=
εε

εε   …………………………………（6）
 

式中： 

1ε —按照6.4.4.1进行测试，从测试开始到休眠功能启动时的待机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cε —按照6.4.4.1进行测试，10 min的待机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1t —从测试开始到休眠功能启动时的时间，单位为秒（s）。 

6.4.5 电梯能源效率评价指标（δ ）、标准待机能耗（ε ）均取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数字。 

7 电梯能源效率测试的分类划分要求  

7.1 不同系列的电梯其能源效率应分别测试。 

7.2 同一系列的电梯按表 5进行分类测试。 
表5 同一系列电梯测试的分类 

乘客电梯(m/s) V≤1.0 1.0＜V≤1.75 1.75＜V≤2.50 2.50＜V≤4.0 V＞4.0 

载货电梯(kg) Q≤1000 1000＜Q≤3000 3000＜Q≤5000 Q＞5000 / 

注： 同一系列是指以下配置相同的电梯，如拖动方式、曳引机型式、控制系统是否带能量回馈装置等。 

8 电梯能源效率等级的有关要求 

8.1 对于新开发的电梯产品，电梯能源效率等级不宜低于 2级。 

8.2 对于己投入批量生产的电梯，电梯能源效率等级不宜低于 3级。 
8.3 对新安装、改变驱动方式或控制系统的改造电梯，电梯能源效率等级不宜低于 3级。 
8.4 对在用电梯，电梯能源效率等级不宜低于 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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