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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应急救援预案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韶关市范围内电梯的应急救援处置程序和有关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韶关市电梯发生的造成或可能造成人身安全和财物损失的电梯事件/事故的应急

救援操作及定期进行的安全救援演练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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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梯维护保养规则 TSG T5002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TSG 08

3 工作原则

3.1 坚持以人为本原则：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大程度地减少电梯事故

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3.2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

a) 积极采用先进的预测、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技术，提高电梯事件和事故防范水平；不断完善

电梯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提高救援装备技术水平和应急救援能力；

b) 建立完善的本单位区域内电梯设备数量、品牌型号、安装位置分布等情况；

c) 电梯使用单位、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对电梯在日常运行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可引发事故的故障类

型、征兆有应对措施。

4 应急救援小组组成及职责

4.1 应急救援小组组织机构图

应急救援小组组织机构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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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应急救援小组组织机构图

4.2 应急救援小组的职责

4.2.1 总指挥长职责：

a) 负责本单位应急救援预案的启动，确定应急救援预案的启动的区域和副指挥长。对电梯事故全

权组织进行应急救援。

b) 发生电梯伤亡事故后，在启动单位预案、组织应急救援的同时，负责向上级报告。

c) 在发生电梯伤亡事故时，宜在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等政府部门指挥下具体负责现场应急

救援工作。

d) 在发生电梯伤亡事故时，负责将现场情况及时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等政府部门汇报。

e) 负责组织人员对事故现场进行恢复，并落实整改措施。

f) 负责配合有关部门进行电梯事故调查处理。

4.2.2 副总指挥长职责：

a) 协助总指挥长对无人员伤亡的电梯事故全权组织进行应急救援。

b) 协助总指挥长组织人员对电梯事故现场进行恢复，并落实整改措施。

c) 负责确定合理的技术处理方案、制定应急救援方案，报总指挥长审定。

d) 总指挥长不在现场或不便履行职责时，行使总指挥职责。

4.2.3 应急救援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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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负责组织有关人员实施应急救援方案，救援被困人员。

b) 负责现场组织、协调应急救援、应急救灾、伤员救治及转送行动。

c) 救援现场的防护。

d) 负责向上级报告。

4.2.4 应急救援协调组的职责：

a) 在总指挥领导下，组织、协调各区域的工作，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应急救援工作顺利进行。

b) 负责电梯应急救援预案的制定、修改和电梯应急准备工作的组织和检查。

c) 发生电梯伤人和困人事故后迅速了解、收集和汇总有关情况，及时向总指挥提供各类相关信息

和资料，投入应急救援工作。协调各区域内、外救援队伍应急救援电梯困人或伤人。协调消防、

医疗部门救死扶伤，并组织联系救治和向外转送伤员。

d) 组织各区域应急救援预案的培训和演练。

4.2.5 物资供应组职责：

a) 负责在应急救援情况下，为救援、善后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资供应。

b) 负责应急救援物资的采购、保管，确保在应急救援时有效及时提供后勤保障。

c) 确保救援体系运行的经费保障。

4.2.6 警戒保卫组的职责：

a) 负责应急救援事故发生地点的警戒保卫工作，禁止无关人员随意进出电梯区域。

b) 当卫生部门医疗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保障救护车在电梯区域应急救援事故现场的道路畅通。

4.2.7 故障处理组职责：

a) 负责电梯困人或伤人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b) 负责在应急救援过程中，紧急调用需要物资器材、设备仪器、应急救援队伍等。

c) 电梯应急救援事故后，必须由有资格的单位对电梯进行全面的检查，向业主及电梯使用单位通

报检测检查情况。

5 应急响应

5.1 预案启动条件

当发生下述事件或事故时，应由应急救援小组按电梯运行意外事件或事故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

影响范围确定是否启动应急救援预案：

a) 曳引电梯和液压电梯可能发生事件或事故：电梯轿厢困人（例如停电，电梯冲顶，蹲底，安全

钳意外动作，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制动装置意外动作，曳引机制动器失效等造成困人）；人员受

伤；人员死亡；门区剪切；大面积停电；自然灾害（地震、雷击、暴风雨/雪等）；火灾；其

它突发性事件。

b)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可能发生的事件或事故包括：裙板和梯级之间夹持，扶手带夹持，梯级

链条断裂，制动器失效，扶手带断裂，梯级下陷，梳齿板夹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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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启动程序

当发生5.1所述情形时，应急救援小组启动救援程序，并在5分钟内开展以下工作：

a) 最先到达现场应急救援小组组员（一般为使用管理单位组员）立即报告总指挥长，由总指挥长

批准，立即启动本应急救援预案，按照分组的职责和工作程序执行本预案。当组长不在时，由

副总指挥长负责组织指挥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b) 总指挥长或副总指挥长根据事故或险情情况，立即组织或指令事故发生地组织调集应急抢救人

员、车辆、设备。组织抢救力量，迅速赶赴现场。

c) 伤员抢救立即与急救中心和医院联系，请求出动急救车辆并做好急救准备，确保伤员得到及时

医治。

d) 事故现场取证救助行动中，保护好事故现场，同时安排人员做好事故调查取证工作，以利于事

故处理，防止证据遗失。

e) 在救援行动中，救援人员应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配齐安全设施和防护工具，加强自我保护，

确保救援行动过程中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5.3 应急救援方案及实施

5.3.1 电梯发生困人事件后：

a) 如果应急救援小组能够对电梯进行操作和控制，建议采取一般救援措施，通过对电梯的人工操

作，完成救援活动。

b) 如果应急救援小组不能对电梯进行操作和控制，宜请求专业的消防人员支援，采取消防人员的

特殊救援措施，发挥消防人员高空作业能力强，经验丰富，高空作业设备和特殊救援设备齐全

的优势，完成救援活动。

c) 如果电梯不具备电梯专业救援条件(如:建筑物危房，毒气泄漏等)，应急救援小组人员无法实

现救援，应请求专业部门支援。

5.3.2 各类电梯事故应急救援方法可参见附录 A-附录 K。

5.4 应急救援结束

当受困人员全部救出轿厢或脱离险境，死亡和失踪人员已查清，受伤人员得到基本救治，事故危害

得到控制，紧急疏散的人员得到安置或恢复正常生活，由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应急救援的实际情况，宣

布应急救援结束；重特大事故，应取得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宣布应急救援结束。

6 后期处置

6.1 发生电梯设备事件或事故后，必须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核准的有电梯维修资质的单位对电梯

进行全面的检修，经检验合格或安全评估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对严重损坏，无维修价值的，使用管理

单位应予以报废。

6.2 电梯事件或事故中，涉及到毒性介质泄漏或建筑物损坏的，应经环保部门和建筑部门检查并出具

意见后，方可进行下一步修复工作。

6.3 电梯事件或事故发生后，电梯应急救援单位需立即对事件或事故的原因进行调查，对事件或事故

的当事人进行询问并记录事件和事故发生时的状态，然后对电梯进行详细的检查后，填写“应急救援/

演习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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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附录M.1给出了“应急救援/演习记录”的样式，以供参考。

6.4 事故处理后，应急救援指挥部应及时组织技术、生产、维修保养等部门联合攻关，研究事故发生

机理，分析事故发展过程，吸取事故教训，提出具体措施，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电梯应急救援预案。

7 保障措施

7.1 通信与信息保障

电梯应急救援小组成员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旦发生事故或出现异常现象，能够及时了解信息，及

时赶赴现场，参与救援工作。

注：附录M.2给出了一份“应急救援小组的通讯录”的样式，以供参考。

7.2 应急救援装备和应急队伍保障

7.2.1 各电梯应急救援小组应根据本单位维护保养的电梯台数储备足够的救援装备，主要有安全防护

用品、手动导链、钢丝绳索、开锁钥匙、开闸扳手、盘车手轮、照明器具等各种专用工具。

7.2.2 各电梯应急救援小组应根据本单位维护保养的电梯台数和分布区域（区/县），建立适当的应急

救援小组，配备足够的人员和装备，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编写救援预案，落实岗位责任制。

7.3 交通运输保障

各电梯应急救援小组应配备应急救援车辆，尽可能采取一切可以采用的交通资源保障应急救援工作

在第一时间内完成。

7.4 物资保障

各电梯维保单位应根据电梯的种类，数量和分布情况，与日常保养相结合，设置相应的电梯部件供

应体制，并对应急用电梯部件设专人管理，定期盘点，及时补充，以确保应急预案启动后在恢复电梯运

行时所需电梯部件的及时供应。

7.5 技术储备与保障

电梯维保单位负责技术资料的建立、完善和更新。在日常维护保养技术的基础上，增加技术投入，

随时为处置可能发生的电梯事故提供技术支持与保障。并建立技术支援后备组，必要时随时调动，后备

组成员应立即提供必要的技术后勤支持，相关的技术部门提供技术保障。

7.6 保险

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宜购买专项的保险，以得到保险公司有效的财产保障和人员安全的保障。事故发

生后，由业主或管理单位通知有关保险机构及时赶赴事故现场，开展应急救援人员现场保险及伤亡人员

和财产保险的理赔工作。

8 宣传、培训和演习

8.1 宣传教育

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应广泛宣传电梯安全使用知识，紧急情况下避险方法，提高公众自我保护意识和

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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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培训

电梯应急救援小组要组织救援队伍的人员进行上岗前培训，定期进行救援知识的专业培训，提高救

援技能。

8.3 演练

8.3.1 各电梯应急救援小组应提高应急处置实战能力，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应急救援预案的演练，演练

结束后对演练情况进行评估、总结，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和完善，并将演练过程及结果存档、备查。

注：附录L给出了一份具体的演练剧本以供参考。

8.3.2 在演练过程中，注意演练人员的安全。

8.3.3 演习结束后填写“应急救援/演习记录”，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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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电梯非开门区困人应急救援方法

A.1 适用范围

曳引式垂直升降电梯

A.2 注意事项

A.2.1 应急救援小组成员应持有特种设备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A.2.2 救援人员2人以上。

A.2.3 应急救援设备、工具:三角钥匙，盘车轮或盘车装置，松闸装置，常用五金工具，照明器材，通

讯设备，单位内部应急组织通讯录，安全防护用具，警示牌等。

A.2.4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实施救援。

A.3 通则

A.3.1 首先切断电梯动力电源开关，保留电梯照明及通风电源，如有停电柜应同时切断，防止误动作，

在主开关位置上悬挂停电标志，以避免在救援过程中突然恢复供电而导致意外的发生。

A.3.2 通过电梯紧急报警装置或其它通讯方式与被困乘客保持通话，安抚被困乘客，可以采用以下安

抚语言:“乘客们，你们好!很抱歉，电梯暂时发生了故障，请大家保持冷静，安心地在轿厢内等候救援，

专业救援人员已经开始工作，请听从我们的安排，谢谢您的配合。”

A.3.3 若确认有乘客受伤或有可能有乘客会受伤等情况，则应立即同时通报120急救中心，以使急救中

心做出相应行动。

A.4 救援方法

A.4.1 电梯非开门区"停电"困人

A.4.1.1 通过与轿厢内被困乘客的通话，以及通过与现场其他相关人员的询问或与监控中心的信息沟

通等渠道，初步确定轿厢的大致位置。

A.4.1.2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用电梯专用三角钥匙打开所初步确认的轿厢所在层楼的上一层层门(若

初步确认轿厢在顶层，则打开顶层的层门)。

A.4.1.3 打开层门后，若在开门区，则直接开门放人；若在非开门区，则仔细确认电梯轿厢确切位置(若

确认电梯轿厢地板在顶层门区地平面以上较大距离，被困乘客无法从轿厢到达顶层地面，即冲顶情况，

参见A4.2处理；若确认电梯轿厢地板在底层门区地平面以下较大距离，被困乘客无法从轿厢到达底层地

面，即蹲底情况，参见A4.3处理)。可根据不同类型电梯进行下一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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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机房电梯的操作：

1) 救援人员在机房通过电梯紧急报警装置或其它通讯方式与被困乘客保持通话，告知被困乘

客将缓慢移动轿厢。

2) 仔细阅读有机房电梯松闸盘车作业指导或紧急电动运行作业指导，严格按照相关的作业指

导进行救援操作。

3) 根据电梯轿厢移动距离，判断电梯轿厢进入顶层平层区后，停止盘车作业或紧急电动运行。

4) 根据轿厢实际所在层楼，用三角钥匙打开相应层门,救出被困乘客。

b) 无机房电梯的操作：

1) 救援人员通过紧急报警装置或其它通讯方式与被困乘客保持通话，告知被困乘客将缓慢移

动轿厢。

2) 仔细阅读无机房电梯紧急松闸救援作业指导(根据轿厢与对重是否平衡，进行相关的操作)

或紧急电动运行作业指导，严格按照相关的作业指导进行救援操作。

3) 根据电梯轿厢移动距离，判断电梯轿厢进入平层区后，停止盘车作业或紧急电动运行。

4) 根据轿厢实际所在层楼，用三角钥匙打开相应层门，救出被困乘客。

A.4.2 电梯非开门区"冲顶"困人

A.4.2.1 前面步骤参见A4.1.1和A4.1.2；

A.4.2.2 打开层门后，确认电梯轿厢地板在顶层门区地平面以上较大距离，即冲顶情况，可根据不同

类型电梯进行下一步操作：

a) 有机房电梯的操作：

1) 救援人员在机房通过电梯紧急报警装置或其它通讯方式与被困乘客保持通话，告知被困乘

客将缓慢移动轿厢。

2) 观察电梯曳引机上的钢丝绳，如果发现没有紧绷，则可能是轿厢在冲顶后，对重压上缓冲

器，然后轿厢向下坠落，引起了安全钳动作，此时必须先释放安全钳，可采取用钢丝绳夹，

直接吊起轿厢，释放安全钳，然后进行以下操作。

3) 仔细阅读有机房电梯松闸盘车(向轿厢下行方向盘车)作业指导或紧急电动运行(向轿厢下

行方向)作业指导，严格按照相关的作业指导进行救援操作（见注 1）。

4) 根据电梯轿厢移动距离，判断电梯轿厢进入顶层平层区后，停止盘车作业或紧急电动运行。

5) 在顶层用三角钥匙打开相应层门，救出被困乘客。

b) 无机房电梯的操作：

1) 救援人员通过电梯紧急报警装置或其它通讯方式与被困乘客保持通话，告知被困乘客将缓

慢移动轿厢。

2) 仔细阅读无机房电梯紧急电动运行作业指导，严格按照相关的作业指导进行救援操作。

3) 根据电梯轿厢移动距离，判断电梯轿厢进入平层区后，停止紧急电动运行（见注 2）。

4) 在顶层用三角钥匙打开相应层门，救出被困乘客。

注 1：一般在冲顶情况下，应该是轿厢较轻，不适宜进行手动松闸救援。另外由于各种原因，也不适宜增加轿厢重

量，使轿厢向下行方向再进行救援。

注 2：对于无机房电梯，如果轿厢冲顶，对重压在缓冲器上且轿厢安全钳动作，做好防止意外坠落防护的情况下在

顶层开门放人。

A.4.3 电梯非开门区“蹲底”困人

A.4.3.1 前面步骤参见A4.1.1和A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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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2 打开层门后，确认电梯轿厢地板在底层门区地平面以下较大距离，即蹲底情况，可根据不同

类型电梯进行下一步操作:

a) 有机房电梯的操作：

1) 救援人员在机房通过电梯紧急报警装置或其它通讯方式与被困乘客保持通话，告知被困乘

客将缓慢移动轿厢。

2) 仔细阅读有机房电梯松闸盘车(向轿厢上行方向盘车)作业指导或紧急电动运行(向轿厢上

行方向)作业指导，严格按照相关的作业指导进行救援操作。

3) 根据电梯轿厢移动距离，判断电梯轿厢进入底层平层区后，停止盘车作业或紧急电动运行。

4) 在底层用层门开锁钥匙打开相应层门，救出被困乘客。

b) 无机房电梯的操作:

1) 救援人员通过电梯紧急报警装置或其它通讯方式与被困乘客保持通话，告知被困乘客将缓

慢移动轿厢。

2) 仔细阅读无机房电梯紧急松闸救援或紧急电动运行(向轿厢上行方向)作业指导，严格按照

相关的作业指导进行救援操作。

3) 根据电梯轿厢移动距离，判断电梯轿厢进入平层区后，停止盘车作业或紧急电动运行。

4) 在底层用三角钥匙打开相应层门，救出被困乘客。

A.4.4 电梯非开门区“门触点故障”困人

救援流程与A4.1、A4.2、A4.3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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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曳引式电梯非正常运行发生剪切事故应急救援方法

B.1 适用范围

曳引式垂直升降电梯

B.2 注意事项

B.2.1 应急救援小组成员应持有特种设备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B.2.2 救援人员2人以上。

B.2.3 应急救援设备、工具: 三角钥匙，盘车轮或盘车装置，松闸装置，手动葫芦，常用五金工具，

撬杠，千斤顶，钢丝绳套，钢丝绳卡绳板，照明器材，通讯设备，单位内部应急组织通讯录，安全防护

用具，警示牌等。

B.2.4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实施救援。

B.3 通则

B.3.1 首先切断电梯动力电源开关，保留电梯照明及通风电源，如有停电柜应同时切断，防止误动作，

在主开关位置上悬挂停电标志，以避免在救援过程中突然恢复供电而导致意外的发生。

B.3.2 应立即同时通报120急救中心，以使急救中心做出相应行动。

B.4 救援流程

B.4.1 总则

B.4.1.1 在符合以下条件时，可在120专业急救人员到来之前进行救援:

a) 先行救援不会导致受伤人员的进一步伤害；

b) 有足够的救援人员。

B.4.1.2 如果120专业急救人员到来之前不宜进行救援，则:

a) 根据 120 急救人员的指示，进行前期救援准备工作。

b) 在 120 急救人员到来后，配合救援工作。

B.4.2 出入轿厢时被剪切

B.4.2.1 如果能通过用直接打开电梯门即可救出乘客，则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用三角钥匙打开相应

层门，救出被困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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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2.2 如果不能通过用三角钥匙打开电梯门即可救出乘客，则:

a) 一名救援人员在受伤乘客所在楼层留守，一名救援人员进行盘车救援操作或紧急电动运行，并

且保持与留守在受伤乘客所在楼层的人员通讯，一旦可以进行受伤乘客救出工作，则停止盘车

救援操作或紧急电动运行。

b)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用三角钥匙打开相应层门，救出被困乘客。

c) 救出乘客后，根据 120 急救人员的指示进行下一步救援工作。

B.4.3 非出入轿厢时被剪切

B.4.3.1.1 如果乘客或其他人员在非出入轿厢时被剪切，即发生轿底剪切则:

a) 一名救援人员在受伤乘客所在楼层留守，一名救援人员进行盘车救援操作或紧急电动运行(使

轿厢向上移动)，并且保持与留守在受伤乘客所在楼层的人员通讯，一旦可以进行受伤乘客救

出工作，则停止盘车救援操作或紧急电动运行。

b) 救出乘客后，根据 120 急救人员的指示进行下一步救援工作。

B.4.3.1.2 如果乘客或其他人员在非出入轿厢时被剪切，即发生轿顶剪切时:

a) 一名救援人员在受伤乘客所在楼层留守，一名救援人员进行盘车救援操作或紧急电动运行(使

轿厢向下移动)，并且保持与留守在受伤乘客所在楼层的人员通讯，一旦可以进行受伤乘客救

出工作，则停止盘车救援操作或紧急电动运行。

b) 救出乘客后，根据 120 急救人员的指示进行下一步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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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电梯制动器失效应急救援方法

C.1 适用范围

曳引式垂直升降电梯

C.2 注意事项

C.2.1 应急救援小组成员应持有特种设备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C.2.2 救援人员3人以上。

C.2.3 应急救援设备、工具: 三角钥匙，盘车轮或盘车装置，开闸搬手，千斤顶，电葫芦，常用五金

工具，照明器材，通讯设备，单位内部应急组织通讯录，安全防护用具，手砂轮/切割设备，撬杠，警

示牌等。

C.2.4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实施救援。

C.3 通则

C.3.1 首先切断电梯动力电源开关，保留电梯照明及通风电源，如有停电柜应同时切断，防止误动作，

在主开关位置上悬挂停电标志，以避免在救援过程中突然恢复供电而导致意外的发生。

C.3.2 通过电梯紧急报警装置或其它通讯方式与被困乘客保持通话，安抚被困乘客，可以采用以下安

抚语言:“乘客们，你们好!很抱歉，电梯暂时发生了故障，请大家保持冷静，安心地在轿厢内等候救援，

专业救援人员已经开始工作，请听从我们的安排，谢谢您的配合。”同时了解轿厢内乘客的情况，若确

认有乘客受伤或有可能有乘客会受伤等情况，则应立即同时通报120急救中心，以使急救中心做出相应

行动。

C.3.3 由于制动器失效，无法制动电梯轿厢，所以在保证可靠制停轿厢前，除非是无机房电梯等特殊

情况，禁止进入井道实施救援。

C.3.4 制动器失效造成的轿厢停留位置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a) 电梯下行超速保护装置（安全钳）动作，电梯在中间楼层；

b) 电梯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安全钳或夹绳器）动作，电梯在中间楼层；

c) 电梯“蹲底”；

d) 电梯“冲顶”。

C.4 救援方法

C.4.1 电梯制动器失效的应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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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1.1 有机房电梯：

a) 首先排除制动器故障。

b) 通过盘车装置和制动器等，使电梯轿厢可靠制停。

c) 若超速保护装置动作，则释放超速保护装置。

d) 同附录 A 进行救援操作。

C.4.1.2 无机房电梯：

a) 按照附录 A的 4.1.1，4.1.2。

b) 打开层门后，若确认电梯轿厢地板在顶层门区附近或以上，则关上层门(不允许直接救援)，在

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进入底坑，用千斤顶等将对重逐渐向上顶，轿厢进入门区后，用层门开锁钥

匙打开相应层门，救出被困乘客。

c) 对于其它情况，维修人员进入轿厢顶，应用电葫芦等将轿厢向上吊，轿厢进入门区后，用三角

钥匙打开相应层门，救出被困乘客。

C.4.2 轿厢冲顶时的处理(对重压在缓冲器上)

C.4.2.1 拍照电梯制动器故障状态，保持原始记录以备分析，调查，检查使用。

C.4.2.2 轿厢停止位置高于层门地坎在500mm以内时，使用开锁钥匙，打开层门，救出乘客。

C.4.2.3 轿厢停止位置与于层门地坎大于500mm时，应至少3人进行，其中一人手动盘车，将轿厢移动

至平层区内，并用力保持轿厢不能移动，另一人在电梯顶层，打开层门，救出乘客。

C.4.2.4 关闭层门，缓慢将轿厢移动至最上端，使电梯保持稳定状态。

C.4.2.5 检修制动器。

C.4.3 轿厢蹲底时的处理（轿厢压在缓冲器上）

C.4.3.1 轿厢蹲底时，不采取任何措施进行救出，因乘客走出电梯产生的负荷变化，会使轿厢移动，

所以，先采以下的措施后，再利用最下层的开锁装置进行救出。

C.4.3.2 使用无机房电梯上防止轿厢移动的机械锁定装置，将轿厢固定在导轨上。

C.4.3.3 使用三角钥匙，打开层门，救出乘客。



T/SGTX 002-2019

14

D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安全钳意外动作应急救援方法

D.1 适用范围

安装了安全钳的曳引式垂直升降电梯，由于安全钳意外动作造成的电梯困人事件。

D.2 注意事项

D.2.1 应急救援小组成员应持有特种设备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D.2.2 救援人员2人以上。

D.2.3 应急救援设备、工具: 三角钥匙，盘车轮或盘车装置，开闸搬手，常用五金工具，照明器材，

通讯设备，单位内部应急组织通讯录，安全防护用具，手砂轮/切割设备，撬杠，警示牌等。

D.2.4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实施救援。

D.3 通则

D.3.1 首先切断电梯动力电源开关，保留电梯照明及通风电源，如有停电柜应同时切断，防止误动作，

在主开关位置上悬挂停电标志，以避免在救援过程中突然恢复供电而导致意外的发生。

D.3.2 通过电梯紧急报警装置或其它通讯方式与被困乘客保持通话，安抚被困乘客，可以采用以下安

抚语言:“乘客们，你们好!很抱歉，电梯暂时发生了故障，请大家保持冷静，安心地在轿厢内等候救援，

专业救援人员已经开始工作，请听从我们的安排，谢谢您的配合。”

D.3.3 若确认有乘客受伤或有可能有乘客会受伤等情况，则应立即同时通报120急救中心，以使急救中

心做出相应行动。

D.4 救援方法

D.4.1 总则

D.4.1.1 告知电梯轿厢内的受困人员:救援活动已经开始，提示电梯轿厢内的人员配合救援活动，不要

扒门、不要试图离开轿厢。

D.4.1.2 在机房内切断电梯主电源，查看钢丝绳和曳引轮是否正常，满足盘车运行的要求。

D.4.1.3 确认电梯轿厢，对重所在的位置，选择电梯准备停靠的层站。

D.4.2 方案一

D.4.2.1 救援人员到达电梯轿顶，将电梯轿顶检修开关设置在检修位置，使电梯处在检修控制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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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2.2 接通电梯主电源，恢复限速器和安全钳上的安全开关，使安全回路恢复正常，层门锁安全回

路正常。

D.4.2.3 电梯轿顶救援人员可通过下列操作方式释放安全钳:

a) 如果是轿厢下行安全钳动作，点动方式操作电梯向上运行，释放安全钳；

b) 如果是轿厢上行安全钳动作，点动方式操作电梯向下运行，释放安全钳；

c) 如果是对重超速安全钳动作，点动方式操作电梯轿厢向下运行，使对重安全钳释放。

D.4.2.4 当安全钳楔块脱开导轨道后，电梯轿顶的救援人员用点动方式操作电梯运行，使电梯在选择

的层站停靠，在确认电梯轿厢平层后，电梯轿顶的救援人员盘动开门机构开启电梯层门/轿门，救出受

困人员。

D.4.2.5 恢复限速器动作机构，防止安全钳再次意外动作。

D.4.2.6 当D4.2不能完成救援活动时，可以选择D4.3继续实施救援。

D.4.3 方案二

D.4.3.1 可采用紧急操作，让电梯轿厢平层后，开启电梯层门/轿门，完成救援工作，针对故障电梯的

种类不同，可参照下列方法实施救援工作:

a) 有机房曳引式电梯，救援方法参见附录 I；

b) 无机房电梯，救援方法参见附录 J。

D.4.3.2 当上述救援方法不能完成救援活动时，应急救援小组组长向应急指挥部报告，请求应急指挥

部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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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动作应急救援方法

E.1 适用范围

安装了上行超速保护装置的有机房曳引式垂直升降电梯，由于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动作造成的电梯困

人事件。

E.2 注意事项

E.2.1 应急救援小组成员应持有特种设备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E.2.2 救援人员2人以上。

E.2.3 应急救援设备、工具: 三角钥匙，盘车轮或盘车装置，开闸搬手，常用五金工具，照明器材，

通讯设备，单位内部应急组织通讯录，安全防护用具，手砂轮/切割设备，撬杠，警示牌等。

E.2.4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实施救援。

E.3 通则

E.3.1 首先切断电梯动力电源开关，保留电梯照明及通风电源，如有停电柜应同时切断，防止误动作，

在主开关位置上悬挂停电标志，以避免在救援过程中突然恢复供电而导致意外的发生。

E.3.2 告知电梯轿厢内的人员:救援活动已经开始，提示电梯轿厢内的人员配合救援活动，不要扒门，

不要试图离开轿厢。

E.3.3 若确认有乘客受伤或有可能有乘客会受伤等情况，则应立即同时通报120急救中心，以使急救中

心做出相应行动。

E.3.4 在机房内切断电梯主电源，查看钢丝绳和传动轮是否正常，满足盘车运行的救援要求。

E.3.5 确认电梯轿厢，对重所在的位置，选择电梯准备停靠的层站。

E.4 救援方法

E.4.1 电梯轿厢上行安全钳动作

E.4.1.1 方案一

E.4.1.1.1 救援人员到达电梯轿顶。

E.4.1.1.2 将电梯轿顶检修开关设置在检修位置，使电梯处在检修控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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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1.1.3 接通机房内电梯主电源，恢复限速器，安全钳上的安全开关，使安全回路恢复正常，层门

锁安全回路正常。

E.4.1.1.4 点动方式操作电梯向下运行，释放安全钳。

E.4.1.1.5 当安全钳释放并复位后，电梯轿顶的救援人员用点动方式操作电梯运行，使电梯轿厢在选

择的层站停靠，在确认电梯轿厢平层后，电梯轿顶的救援人员盘动开门机构开启电梯层门/轿门，救出

受困人员。

E.4.1.1.6 恢复限速器动作机构，防止安全钳再次意外动作。

E.4.1.1.7 当E4.1.1不能完成救援活动时，可以选择E4.1.2继续实施救援。

E.4.1.2 方案二

E.4.1.2.1 可以采用人工盘车运行的方法，让电梯轿厢平层后，开启电梯层门/轿门，完成救援工作，

救援方法参见附录I。

E.4.1.2.2 当上述救援方法不能完成救援活动时，应急救援小组组长向应急指挥部报告，请求应急指

挥部支援。

E.4.2 对重安全钳动作

E.4.2.1 方案一

E.4.2.1.1 救援人员到达电梯轿顶。

E.4.2.1.2 将电梯轿顶检修开关设置在检修位置，使电梯处在检修控制状态。

E.4.2.1.3 接通机房内电梯主电源，恢复限速器，安全钳上的安全开关，使安全回路恢复正常，层门

锁安全回路正常。

E.4.2.1.4 点动方式操作电梯轿厢向下运行，使对重安全钳楔块脱开导轨。

E.4.2.1.5 当安全钳脱开导轨后，电梯轿顶的救援人员用点动方式操作电梯运行，使电梯轿厢在选择

的层站停靠，在确认电梯轿厢平层后，电梯轿顶的救援人员盘动开门机构开启电梯层门/轿门，救出受

困人员。

E.4.2.1.6 恢复对重限速器动作机构，防止对重安全钳再次意外动作。

E.4.2.1.7 当E4.2.1不能完成救援活动时，可以选择E4.2.2继续实施救援。

E.4.2.2 方案二

E.4.2.2.1 可以采用人工盘车运行的方法，让电梯轿厢平层后，开启电梯层门/轿门，完成救援工作，

救援方法参见附录I。

E.4.2.2.2 当上述救援方法不能完成救援活动时，应急救援小组组长向应急指挥部报告，请求应急指

挥部支援。

E.4.3 曳引钢丝绳系统夹绳器动作

E.4.3.1 将电梯处于检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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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3.2 参照电梯生产厂家的说明，将作用在曳引钢丝绳上的夹绳器释放，并查看钢丝绳等，确认正

常后，将电梯限速器上行超速保护装置恢复正常(包括限速器和夹绳器的安全开关)。

E.4.3.3 接通电梯主电源，确认电梯正常后，救援方法参见附录J或点动运行。

E.4.3.4 用检修方式运行将电梯就近平层，平层后打开电梯层门/轿门，将被困人员救出。

E.4.3.5 恢复限速器动作机构，防止夹绳器再次意外动作。

E.4.3.6 当上述救援方法不能完成救援活动时:应急救援小组组长向应急指挥部报告，请求应急指挥部

支援。

E.4.4 无齿轮电梯轿厢上行抱闸动作

E.4.4.1 参照电梯生产厂家的说明，将电梯限速器上行保护装置恢复正常。

E.4.4.2 对抱闸系统进行检查，确认抱闸系统正常。

E.4.4.3 接通电梯主电源，用检修方式运行将电梯就近平层，平层后打开电梯层门/轿门，将被困人员

救出。

E.4.4.4 当上述救援方法不能完成救援活动时，应急救援小组组长向应急指挥部报告，请求应急指挥

部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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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部件故障应急救援方法

F.1 适用范围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梯级（或踏板）断裂，梯级（或踏板）链断裂，制动器失灵。

F.2 注意事项

F.2.1 应急救援小组成员应持有特种设备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F.2.2 救援人员2人以上。

F.2.3 应急救援设备、工具: 盘车轮或盘车装置，开闸搬手，常用五金工具，照明器材，通讯设备，

单位内部应急组织通讯录，安全防护用具，手砂轮/切割设备，撬杠，警示牌等。

F.3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实施救援。

F.4 通则

按下“急停按钮”或切断电梯总电源，安全疏散扶梯或人行道上的人员，在扶梯/人行道上下端站

设置警示牌，对受伤人员进行必要的医疗扶助和保护措施。

F.5 救援方法

F.5.1 梯级或踏板链断链

F.5.1.1 确定盘车方向，在确保盘车过程中不会加重或增加伤害的情况下，可通过反方向盘车方法救

援，救援方法参见附录K。否则应对梯级和桁架进行拆除或切割作业，完成救援活动。

F.5.1.2 当上述救援方法不能完成救援活动时:应急救援小组组长向应急指挥部报告，请求应急指挥部

支援。

F.5.2 驱动链断链

F.5.2.1 确定盘车方向，在确保盘车过程中不会加重或增加伤害的情况下，可通过反方向盘车方法救

援，救援方法参见附录K。否则应对梯级和桁架进行拆除或切割作业，完成救援活动。

F.5.2.2 当上述救援方法不能完成救援活动时:应急救援小组组长向应急指挥部报告，请求应急指挥部

支援。

F.5.3 制动器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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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运行时不会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如在正常运行时出现停电，急停回路断开等情况时可能会造

成制动器失灵扶梯及人行道向下滑车的现象，人多时会发生人员挤压事故，此时应立即封锁上端站，防

止人员再次进入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并立即疏导底端站的乘梯人员。

F.5.4 驱动链断链

立即封锁自动扶梯或人行道的上、下端站，防止人员的再次进入，救援人员应及时拆除梯级或踏板

等相关部件，防止造成人员的二次伤害，完成救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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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

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电梯火灾应急救援方法

G.1 适用范围

受到火灾威胁的曳引垂直升降电梯。

G.2 注意事项

G.2.1 应急救援小组成员应持有特种设备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G.2.2 救援人员4人以上。

G.2.3 应急救援设备、工具: 灭火器，建筑物内的消防栓，水管，水枪，水桶，盘车轮，抱闸搬手，

三角钥匙，常用五金工具，照明器材，通讯设备，单位内部应急组织通讯录，安全防护用具，手砂轮/

切割设备，撬杠，警示牌等。

G.2.4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实施救援。

G.3 通则

G.3.1 发现火灾的人员立即向电梯使用管理单位报警，同时拨打“119”向消防部门报警。

G.3.2 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向电梯维修保养单位报告应急救援信息，并发布通告，提示建筑物内的人员:

严禁进入电梯轿厢，否则可能造成生命危险。

G.4 救援方法

G.4.1 灭火

G.4.1.1 优先对电梯轿厢，电梯机房，电梯层门周边，电梯井道内的火灾进行扑杀。

G.4.1.2 对疏散撤离通道上的火灾进行扑杀。

G.4.2 疏散电梯乘客

G.4.2.1 首先对电梯及电梯轿厢内的情况进行了解，可通过以下方法:

a) 利用电梯轿厢内的视频监视系统；

b) 利用电梯轿厢内的紧急报警装置；

c) 救援人员敲打电梯层门，直接与电梯轿厢内的人员取得联系。

G.4.2.2 电梯及电梯轿厢内情况一般分为以下五种情况：

a) 电梯轿厢内没有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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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Ⅰ类疏散撤离电梯：电梯轿厢内有乘客，同时，电梯可以继续运行；

c) Ⅱ类疏散撤离电梯：具有消防功能的电梯厢内有乘客，同时，电梯可以继续运行；

d) Ⅲ类疏散撤离电梯：电梯轿厢内有乘客，但是，电梯不可以继续运行；

e) 消防电梯：建筑物发生火灾时专供消防人员使用的电梯。

G.4.2.3 将电梯置于非服务状态，防止人员进入电梯轿厢。如为消防员电梯，则使电梯返回消防服务

通道层，供消防人员使用。

G.4.2.4 将以下3类疏散撤离电梯的信息向本区域（单位）的电梯应急救援小组或消防人员通报：

a) Ⅰ类疏散撤离电梯乘客的撤离：

1) 告知电梯轿厢内的人员：救援活动开始，提示轿厢内的人员配合撤离疏散活动；

2) 指挥轿厢内的人员将电梯停靠在安全的层站后开启电梯层门/轿门，乘客撤离轿厢；

3) 如果无法完成救援活动，可向消防人员请求支援。

b) Ⅱ类疏散撤离电梯乘客的撤离：

1) 在首层电梯层门侧上方，将电梯的“消防开关”置于消防状态，电梯返回首层或疏散层后，

乘客撤离电梯轿厢；

2) 附加的外部控制或输入使消防员电梯自动返回到消防服务通道层，乘客撤离轿厢；

3) 如果无法完成救援活动，可向消防人员请求支支援。

c) Ⅲ类疏散撤离电梯的程序：

1) 告知电梯轿厢内的人员：救援活动已经开始，提示电梯轿厢内的人员配合救援活动，不要

扒门、不要试图离开轿厢；

2) 切断电梯主电源；

3) 确认电梯轿厢，对重所在的位置，选择电梯准备停靠的层站；

4) 曳引式电梯(有机房)救援方法参见附录 I，曳引式电梯(无机房)救援方法参见附录 J；

5) 如果无法完成救援活动时，可向消防人员请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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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附 录 H

（资料性附录）

大面积停电或自然灾害应急救援方法(雷击，台风，暴风雪，地震等)

H.1 适用范围

由于大面积停电或自然灾害造成的困人事件。

H.2 注意事项

H.2.1 应急救援小组成员应持有特种设备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H.2.2 救援人员4人以上。

H.2.3 应急救援设备、工具: 灭火器，手动葫芦，钢丝绳提绳器，建筑物内的消防栓，水管，水枪，

水桶，盘车轮，抱闸搬手，三角钥匙，常用五金工具，照明器材，通讯设备，单位内部应急组织通讯录，

安全防护用具，手砂轮/切割设备，撬杠，警示牌等。

H.2.4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实施救援。

H.3 通则

H.3.1 了解实际应急救援活动的需求。

H.3.2 掌握应急救援活动的进展程度。

H.3.3 向本市内的社会救援力量通报应急救援信息，发布启动应急救援活动的指令，调集本市内的应

急救援力量开展应急救援活动。

H.3.4 请求其它地区的社会救援力量进行支援，加强救援的力量，推动救援的速度。

H.3.5 收集，传递，通报应急救援信息。

H.4 救援方法

H.4.1 大面积停电，雷击，暴风雪应急救援

H.4.1.1 告知电梯轿厢内的人员:救援活动已经开始，提示电梯轿厢内的人员配合救援活动，不要扒门，

不要试图离开轿厢。

H.4.1.2 在机房内切断电梯主电源，如有停电柜应同时切断，防止误动作，在主开关位置上悬挂停电

标志，以避免在救援过程中突然恢复供电而导致意外的发生。

H.4.1.3 查看电梯轿厢门和层门是否关闭，防止盘车时发生剪切事故，检查钢丝绳和曳引轮是否正常，

满足盘车运行的救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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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1.4 确认电梯轿厢，对重所在的位置，选择电梯准备停靠的层站。

H.4.1.5 有机房曳引式电梯救援方法参见附录I，无机房曳引式电梯救援方法参见附录J。

H.4.1.6 当上述方法不能完成救援活动时，向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报告，请求支援。

H.4.2 地震，台风应急救援

H.4.2.1 电梯地震感应器动作

H.4.2.1.1 告知电梯轿厢内的人员:救援活动已经开始，提示电梯轿厢内的人员配合救援活动，不要扒

门，不要试图离开轿厢。

H.4.2.1.2 对电梯进行检查，确定电梯其它部件和建筑物基本正常，基本满足运行条件时。

H.4.2.1.3 参照电梯生产厂家的说明，恢复动作后的电梯地震感应器，满足运行条件。

H.4.2.1.4 救援人员操作电梯以检修方式运行，完成救援工作。

H.4.2.1.5 无法完成救援活动时，向本单位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报告，请求支援。

H.4.2.2 电梯有条件盘车运行

H.4.2.2.1 告知电梯轿厢内的人员:救援活动已经开始，提示电梯轿厢内的人员配合救援活动，不要扒

门，不要试图离开轿厢。

H.4.2.2.2 在机房内切断电梯主电源开关，保留电梯照明及通风电源，如有停电柜应同时切断，防止

误动作，在主开关位置上悬挂停电标志，以避免在救援过程中突然恢复供电而导致意外的发生。

H.4.2.2.3 查看电梯轿厢门和厅门是否关闭防止盘车时发生剪切事故，检查钢丝绳和曳引轮是否正常，

查看钢丝绳和曳引轮是否正常，满足盘车运行的救援要求。

H.4.2.2.4 确认电梯轿厢，对重所在的位置，选择电梯准备停靠的层站。

H.4.2.2.5 有机房曳引式电梯救援方法参见附录J，无机房曳引式电梯救援方法参见附录K。

H.4.2.2.6 无法完成救援活动时，向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报告，请求支援。

H.4.2.3 电梯没条件盘车运行

H.4.2.3.1 有机房电梯

H.4.2.3.1.1 告知电梯轿厢内的人员:救援活动已经开始，提示电梯轿厢内的人员配合救援活动，不要

扒门，不要试图离开轿厢。

H.4.2.3.1.2 在机房内切断电梯主电源开关，保留电梯照明及通风电源，如有停电柜应同时切断，防

止误动作，在主开关位置上悬挂停电标志，以避免在救援过程中突然恢复供电而导致意外的发生。

H.4.2.3.1.3 查看电梯轿厢门和厅门是否关闭防止盘车时发生剪切事故，检查钢丝绳和曳引轮是否正

常，确认电梯轿厢，对重所在的位置，选择电梯准备停靠的层站。

H.4.2.3.1.4 使用钢丝绳提绳器锁紧电梯曳引钢丝绳，和手拉葫芦相配合，将电梯轿厢向就近楼层运

动，当确认轿厢平层后，停止拉动操作，但必须人为将倒手动葫芦的拉链栓死，防止打滑，并有一名救

援人员看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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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2.3.1.5 救援人员在平层位置打开电梯层门/轿门，完成救援工作。

H.4.2.3.1.6 人员救出后，如果层门门锁损坏，不能锁住层门，维修人员应用铁丝将层门栓死，以防

别人不慎掉入井道。

H.4.2.3.2 无机房电梯

H.4.2.3.2.1 告知电梯轿厢内的人员:救援活动已经开始，提示电梯轿厢内的人员配合救援活动，不要

扒门，不要试图离开轿厢。

H.4.2.3.2.2 切断电梯主电源开关，保留电梯照明及通风电源，如有停电柜应同时切断，防止误动作，

在主开关位置上悬挂停电标志，以避免在救援过程中突然恢复供电而导致意外的发生。

H.4.2.3.2.3 仔细阅读无机房电梯紧急松闸救援作业指导或紧急电动运行作业指导，严格按照相关的

作业指导进行救援操作。

H.4.2.3.2.4 确认电梯轿厢，根据电梯轿厢移动距离，判断电梯轿厢进入平层区后，停止盘车作业或

紧急电动运行。对重所在的位置，选择电梯准备停靠的层站。

H.4.2.3.2.5 救援人员在平层位置打开电梯层门和轿门，完成救援工作。

H.4.2.3.2.6 人员救出后，如果层门勾子锁损坏，不能锁住层门，维修人员应用铁丝将层门栓死，以

防别人不慎掉入井道。

H.4.2.3.2.7 无法完成救援活动时，向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报告，请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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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附 录 I

（资料性附录）

有机房曳引式电梯紧急操作方法（手动盘车）

I.1 适用范围

有机房曳引电梯的紧急操作。

I.2 注意事项

I.2.1 应急救援小组成员应持有特种设备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I.2.2 救援人员3人以上。

I.2.3 应急救援设备、工具: 盘车轮，抱闸搬手，电梯层门钥匙，常用五金工具，撬杠，警示牌等。

I.2.4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实施救援。

I.3 操作程序

I.3.1 切断电梯动力电源开关，保留电梯照明及通风电源，如有停电柜应同时切断，防止误动作，在

主开关位置上悬挂停电标志，以避免在救援过程中突然恢复供电而导致意外的发生。

I.3.2 检查确认电梯机械传动系统(钢丝绳，曳引轮)正常。

I.3.3 检查限速器，如限速器已经动作，应先复位限速器。

I.3.4 确认电梯层/轿门处于关闭状态。

I.3.5 确认电梯轿厢，对重所在的位置，选择电梯准备停靠的层站。

I.3.6 参考电梯生产厂家的盘车说明，电梯机房内的一名救援人员用抱闸板手打开机械抱闸;同时，另

一名维修人员双手抓住电梯盘车轮，根据机房内确定轿厢位置的标志(如:钢丝绳层站标示)和盘车力矩，

盘动电梯盘车轮，将电梯停靠在准备停靠的层站。

I.3.7 救援人员释放抱闸扳手，关闭抱闸装置，防止电梯轿厢移动。

I.3.8 在楼层负责救援的人员确认电梯轿厢停靠层站平层后，用三角钥匙打开电梯层门和轿门。

I.3.9 如三角钥匙无法打开层门，救援人员可到上一层站打开层门，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上到轿顶，

手动盘开层门和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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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

附 录 J

（资料性附录）

无机房无齿轮曳引式电梯紧急操作方法

J.1 适用范围

无机房无齿轮曳引电梯的紧急操作。

J.2 注意事项

J.2.1 应急救援小组成员应持有特种设备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J.2.2 救援人员2人以上。

J.2.3 应急救援设备、工具: 三角钥匙，手动葫芦，常用五金工具，曳引钢丝绳夹板，手动葫芦，钢

丝绳套及钢丝绳卡子，搬手，铁锤，撬杠等。

J.2.4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实施救援。

J.3 操作程序

J.3.1 切断电梯动力电源开关，保留电梯照明及通风电源，如有停电柜应同时切断，防止误动作，在

主开关位置上悬挂停电标志，以避免在救援过程中突然恢复供电而导致意外的发生。

J.3.2 确认电梯层门和轿门处于关闭状态。

J.3.3 检查确认电梯机械传动系统(钢丝绳，曳引轮)正常。

J.3.4 准备好松开抱闸的机械或电气装置。

J.3.5 确认电梯轿厢，对重所在的位置，选择电梯准备停靠的层站。

J.3.6 电梯故障状态及手动操作电梯运行方法：

a) 当电梯轿厢上行安全钳楔块动作或对重安全钳楔块动作：

1) 救援人员可根据电梯轿厢的位置，选择进入电梯井道底坑或电梯轿顶；

2) 将钢丝绳夹板夹在对重侧钢丝绳上，用电梯生产厂家配带的轿厢提升装置(或用钢丝绳套

和钢丝绳卡子将手动葫芦挂在对重侧导轨上，将手动葫芦吊钩与钢丝绳夹板挂牢)；

3) 维修人员拉动手动葫芦拉链，使对重上移，维修人员打开抱闸，轿厢向下移动，安全钳释

放并复位，此时继续拉动手动葫芦拉链，轿厢向就近楼层移动，确认平层后停止拉动手动

葫芦拉链，关闭抱闸装置，通知层门外的维修人员开启电梯层门/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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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梯层门外的维修人员在确认平层后，在轿厢停靠的楼层，用电梯层门钥匙开启电梯层门

/轿门；

5) 如三角钥匙无法打开层门，维修人员可到上一层站打开层门，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上到轿

顶，手动打开层门/轿门。

6) 恢复限速器动作机构和电气开关，防止安全钳再次动作。

b) 当电梯轿厢下行安全钳动作：

1) 救援人员可根据电梯轿厢的位置，进入电梯轿顶；

2) 将钢丝绳夹板夹在轿厢侧钢丝绳上，用电梯生产厂家配带的轿厢提升装置(或用钢丝绳套

和钢丝绳卡子将手动葫芦挂在轿厢侧导轨上，将手动葫芦吊钩与钢丝绳夹板挂牢)；

3) 救援人员拉动手动葫芦拉链，打开抱闸，轿厢向上移动，安全钳释放并复位，此时继续拉

动手动葫芦拉链，轿厢向就近楼层移动，确认平层后停止拉动手动葫芦拉链，关闭抱闸装

置，通知层门外的维修人员开启电梯层门/轿门；

4) 电梯层门外的救援人员在确认平层后，在轿厢停靠的楼层，用电梯层门钥匙开启电梯层门

/轿门；

5) 如三角钥匙无法打开层门，维修人员可到上一层站打开层门，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上到轿

顶，手动盘开层门/轿门。

6) 恢复限速器动作机构和电气开关，防止安全钳再次动作。

c) 安全钳楔块没有动作：

1) 维修人员采用“点动”方式松开抱闸装置，利用轿厢重量与对重的不平衡，使电梯轿厢缓

慢滑行，直至电梯轿厢停在平层位置，关闭抱闸装置；

2) 电梯层门外的救援人员在确认平层后，在轿厢停靠的楼层，用电梯层门钥匙开启电梯层门

/轿门；

3) 如三角钥匙无法打开层门，维修人员可到上一层站打开层门，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上到轿

顶，手动打开层门/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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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

附 录 K

（资料性附录）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手动紧急操作方法

K.1 适用范围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紧急操作。

K.2 注意事项

K.2.1 应急救援小组成员应持有特种设备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K.2.2 救援人员2人以上。

K.2.3 应急救援设备、工具: 常用五金工具，手动葫芦，钢丝绳套及钢丝绳卡子，搬手，铁锤，撬杠

等。

K.2.4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实施救援。

K.3 操作程序

K.3.1 切断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主电源开关。

K.3.2 确认自动扶梯全行程之内没有无关人员或其它杂物。

K.3.3 确认在扶梯上(下)入口处已有协同救援人员进行监护，并设置了安全警示牌.严禁其他人员进入

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

K.3.4 确认救援行动需要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运行的方向。

K.3.5 打开上(下)机房盖板，放到安全处。

K.3.6 装好盘车手轮(固定盘车轮除外)。

K.3.7 一名救援人员将抱闸打开，另外一人将扶梯盘车轮上的盘车运动方向标志与救援行动需要电梯

运行的方向进行对照，缓慢转动盘车手轮，使扶梯向救援行动需要的方向运行，直到满足救援需要或决

定放弃手动操作扶梯运行方法。

K.3.8 关闭抱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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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附 录 L

（资料性附录）

电梯应急救援演练示范

表L.1给出了电梯非开门区困人应急救援演练的示范:

表 L.1 电梯非开门区应急救援演练示范

演练时间 参演人员 演练内容及指挥口令 流程说明

09：20 全体人员 1、演练集结，各就各位；

2、各小组组长统一与副总指挥核对手表时间；

3、校对对讲机通话频道；

4、检查参演器材工具和着装。

启动仪式

09：25 总指挥 简单介绍演习的目的意义：

“此次应急演练的目的是为了有效防范和控制电梯

事故的发生，检查评价电梯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改

善和提高各级应急救援部门及人员的协调，增强企

业应急救援应变能力和实战能力，真正把电梯安全

管理应急救援工作落在实处，促进电梯安全管理水

平的提升。”

09：35 副总指挥 “我宣布，电梯应急救援演练正式开始。” 演练开始

09：36 应急救援协调组 模拟收到救援信息后，立即赶到现场查验。

迅速向副总指挥报告，现场情况：“报告副总指挥，

发生电梯困人事故。”

收到险情警报

09：37 总指挥

副总指挥

应急救援协调组

副总指挥下达现场抢险指令：“应急救援协调组，你

立即拨打 120，呼叫救援。”

针对电梯非开门区困人事故，应急救援协调组立即

向现场总指挥报告：“报告总指挥已拨打 120 电话求

援。”

立即先命令应急救援协调组呼

叫增援，并组织应急救援组前往

救援。

09：38 副总指挥

应急救援组

副总指挥下达指令：“××，针对现场情况公司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成立应急指挥部，我是副总指挥，

你为应急救援组组长，听候指令。”

应急救援组长：“明白。”

现场副总指挥：“应急救援组，命令你们立刻赶往现

场救援，公司增援人员马上赶到，保持联系，随时

汇报。”

应急救援组：“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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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1 电梯非开门区应急救援演练剧本(续)

演练时间 参演人员 演练内容及指挥口令

09：39 副总指挥

物资供应组

警戒保卫组

故障处理组

副总指挥：“各小组请注意，现发生电梯非开门区困

人，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成立应急指挥小组，

我是副总指挥，请听候指令。”

物资供应组：“物资供应组明白。”

警戒保卫组：“警戒保卫组明白。”

故障处理组：“故障处理组明白。”

副总指挥：“物资供应组，你组确保救援物资供应。”

物资供应组:“物资供应组明白。”

副总指挥:“警戒保卫组，你组赶到现场后，禁止无

关人员进出事故电梯区域，确保救援通道畅通。”

警戒保卫组:“警戒保卫组明白。”

启动预案，布置物资供应组、警

戒保卫组的任务

09：40 副总指挥

警戒保卫组

警戒保卫组：“报告副总指挥，我们已赶到现场，目

前我们拉好警戒线，确保了救援通道畅通。”

现场总指挥：“收到。你们继续进行密切监控，有情

况随时汇报。”

警戒保卫组：“警戒保卫组明白。”

确定救援通道畅通

09：41 副总指挥

应急救援组

副总指挥：“请应急救援组报告你们所在位置。”

应急救援组：“报告现场总指挥， 已赶到现场。”

副总指挥：“收到。注意安全，做好个人防护。”

应急救援组：“应急救援组明白。”

联系应急救援组，确定救援情况

09：43 副总指挥

应急救援组

应急救援组：“报告现场总指挥，我是应急救援组，

我们已做好准备，准备开始救援。”

副总指挥：“收到。你们严格按救援安全操作进行处

理。”

应急救援组：“应急救援组明白。”

09：44 副总指挥

应急救援协调组

应急救援协调组：“报告总指挥，医院救护车已赶到

现场。”

副总指挥：“收到，请停放在安全区域，待命。”

应急救援协调组：“应急救援协调组明白。”

增援赶到。

09：45 副总指挥 副总指挥：“请各小组报告现场应急抢险进展情况。” 确认警戒保卫组、应急救援组救

援情况。
09：46 副总指挥

警戒保卫组

警戒保卫组：“报告副总指挥，我是警戒保卫组，目

前一切正常，不相关人员已全部清场。”

副总指挥：“收到。你们继续进行警戒，有情况随时

汇报。”

09：47 副总指挥

应急救援组

应急救援组：“报告副总指挥，我是应急救援组，正

在进行救援。报告完毕。”

副总指挥：“收到。”

09：47 副总指挥 “各小组请注意，请你们密切配合，做好监护，注

意保护个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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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1 电梯非开门区应急救援演练剧本(续)

演练时间 参演人员 演练内容及指挥口令

09：48 副总指挥

应急救援组

故障处理组

应急救援组：“报告现场总指挥，受困伤员已经救出，

转移到安全地带，伤员软腿部软组织挫伤，无生命

危险。报告完毕。”

副总指挥：“收到。请故障处理组进场处理。”

故障处理组：“故障处理组收到。”

伤员救出，故障处理组进场处

理。

09：50 副总指挥

故障处理组

故障处理组：“报告总指挥，现场已检查完毕，电梯

已维修完毕，已能交付正常使用。”

副总指挥：“收到。”

指挥故障处理组完成电梯维修。

09：54 副总指挥 “各小组请注意，险情已经有效得到控制，警报解除。”

“各小组清查抢险人员情况后，立即赶到主席台前集

结。”

各小组按秩序回答：“收到！”

完成救援，各组集合

09：55 总指挥 演练总结。

宣布：“演练结束。”

总结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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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M

（资料性附录）

相关记录表格

M.1 应急救援/演习记录

电梯使用管理、维保单位

电梯所在地址、编号

事件（事故）/演习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接到报警至

年 月 日 时 分救援结束

事件（事故）/演习

原因及现象

事件（事故）/演习

时间内人员伤亡

1．无人员伤亡； 2.轻伤 人；

3.重伤 人； 3.死亡 人；

应急救援实前后

的防护措施

1.层门封堵□； 2.封闭通道□；

3.设置警戒线□； 4.封闭现场□；

5.其它措施：

应急救援实施/协助单位

应急救援小组成员

应急救援小组负责人

（组长）签字
日期

电梯管理单位负责人

（代表）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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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应急救援小组通讯录

部 门 成 员 姓 名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通讯地址

总指挥

副总指挥

应急救援组

组长

组员

组员

应急救援协

调组

组长

组员

组员

物资供应组

组长

组员

组员

警戒保卫组

组长

组员

组员

故障处理组

组长

组员

组员

医疗机构 联系人

公 安

部 门
联系人

消 防

部 门
联系人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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