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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梯行业概况

•日本电梯法规标准体系介绍



日本电梯行业概况

——截至2014年底，日本电梯保有量约82万台，其中电梯约75万台，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约7万台，人均拥有电梯数量约为6.4台/千人，

2016年（1~6月）日本新安装电梯10650台，自动扶梯576台；

——日本的电梯制造企业主要有三菱、日立、东芝和富士达等，这

些企业的产量约占80%。截至2017年7月，日本电梯协会会员数为

131家（其中正式会员100家，赞助会员31家）。



日本电梯法律法规概况

日本政府机构

1府——内阁府

12省（厅）——总务省、法务省、外务省、财务省、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省

、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环境省、防卫省、国家公安委员会（警察厅）等

国土交通省——业务范围包括国土计划、河川、都市、住宅、道路、港湾、政府厅舍营缮的

建设与维持管理等

注：电梯作为建筑设备纳入建筑的管理范围，国土交通省负责电梯型式认定、安装、验收、定期检查等的监督管理

工作，具体工作由国土交通省授权的认定机构、检验机构和地方特别行政厅负责实施，并对国土交通大臣负责。

厚生劳动省——负责日本的国民健康、医疗保险、医疗服务提供、药品和食品安全、社会保

险和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弱势群体社会救助等职责

注：根据《劳动卫生法》的规定，制造载重量1000kg以上的电梯产品，需向厚生劳动省申请制造许可。



日本电梯法律法规概况

建筑基准法（法律）——议会审议通过

建筑基准法实施令（政令）——由政府内阁制定、发布

建筑基准法实施规则（省令）——由国土交通省大臣签发

实施细则（告示、通知）——由国土交通省通过官报的形式发布

地方政府文件：
地方法规——由地方议会通过
实施细则——由地方首长签发

标准、指南、规程、手册——相关行业协会、标准组织制定



建筑基准法是日本主要的建筑法律文件。此外，还有一些同样涉及建筑防火安全、

结构安全、卫生安全、无障碍、节能等方面技术要求的法律文件。这些法律文件

分为限定性法律和促进性法律



建筑基准法通过制定场地、建造、设备和建筑物使

用的最低标准来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

建筑基准法由总则、建筑规范和规划规范三部分组

成。总则规定了行政管理、违法处罚和实施的程序

等；建筑规范规定了结构设计（荷载、结构计算、

地基、围护结构等）、防火安全（防排烟、防火分

区、疏散通道、耐火材料等）、建筑设备（暖通空

调、给排水、卫生洁具等）的技术要求；规划规范

规定了土地使用、建筑高度、区域规划、防火分类、

基础设施、外部工程、外部基础设施等的要求。



建筑基准法实施令是依据建筑基准法

制定的管理规定和技术规定。管理规

定包括面积计算、建筑商资格审查、

需定期报告的建筑物等；技术规定包

括结构强度、结构耐火性和防火等级

划分、避难设施、内装修、建筑设备、

规划建设用地、建筑高度等



建筑基准法实施条例是实施建筑基准

法、建筑基准法实施令的有关行政业

务条款，或根据其特别委任发布的命

令等，包括实施步骤、过程和填写的

表格等



告示/通告由各省大臣通过官

报的形式，将技术手段、计

算方法、构造方法、引用的

技术标准等公之于众



地方法规由地方政府制定的具有地

方特色的法规、实施条例或实施细

则



日本建筑技术法规体系（包括标准）的研

究与制定由政府主导，采用中央与地方相

结合、政府与协会相结合的方式，特别重

视基础统计数据、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并

依靠专门的研究机构（如国土交通省下属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NILIM）、日本

建筑研究所（BRI）、日本建筑中心（BCJ

）等）致力于建筑技术研发工作，为技术

法规的制修订奠定基础。



日本建筑法规体系



JIS A 4302：2006 电梯自动扶梯杂物电梯检查标准

3.1 完工检查

应包括检查与设计文件和本标准第5

章所有项目的符合性。

3.2 定期检查

应包括检查除载荷和上升/下降速度

外第5章的所有项目。



• 5 检查方法及判定基准（节选）

5.1曳引式电梯（不含无机房电梯）

5.1.1 在机房进行的检查

a) 机房的结构及设备

1）驱动装置及控制盘与墙壁、柱子距离在50cm以上。但没有保养管理上的障碍的情况可不受此条限制。

2）主钢丝绳、限速器钢丝绳、平层开关等不能与机房地板的贯通部分接触。

3）机房内不得设置作为机房所需设备以外的东西。

4）照明、排风适合，保证管理、检查无障碍。室内温度原则上在40℃以下。

5）出入口门带锁的，需保证开关锁装置动作良好。

6）到达机房的走廊、楼梯需保持无障碍。

7）消防电梯的机房，作为专用井道以外的部分进行防火划分。



b) 配电盘*主开关、控制盘、电气配管及配线

1）配电盘*主开关，原则上设置在机房出入口附近，安全、容易操作。

2）盘内各机器动作良好。

3）绝缘电阻回路符合下表1的规定。绝缘电阻能检查用开关或电流过载断流器区分的电路。

表1  回路的绝缘电阻

单位：MΩ

回路的用途 回路使用电压 绝缘电阻阻值

电动机主回路 小于300V
大于300V

大于0.2
大于0.4

控制回路
信号回路
照明回路

小于150V以下 大于0.1

150V～300V 大于0.2



c) 驱动装置及其制动器

1）驱动装置安装准确，并实施防止因地震等其它震动引起位移、倾倒的措施。

2）驱动装置的运行状态良好，无异常发热、振动、异常声音等。

3）制动器安装准确，且在动力切断时，能使轿厢安全减速停止。

4）绳轮无裂纹，正常运行时，与主钢丝绳间无明显滑动。而且，有减速机构的，齿轮的齿厚是设计时

齿厚的7/8以上。

5）绳轮、导向轮或卷筒，实施措施防止主钢丝绳因地震等振动脱出。

6）不设轿厢救出口的，不使用常用电源时，根据以下6.1或6.2项，使轿厢向平层位置或可能救出的位

置移动，使能安全救出轿厢内的乘客。

6.1）使用建筑物备用电源或电池供电的，用控制器手动操纵或维保用控制台操纵驱动电动机运转。制

动器断断续续操作缓慢运行，利用对重块的不平衡使轿厢上升或下降。

6.2）手动式制动器，操纵手柄使绳轮回转，制动器断断续续的缓慢的动作，利用对重块的不平衡使轿

厢上升或下降。



d) 载荷试验

1）以下三重情况，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测量速度和电流，需符合表2的规定。

1.1）无载荷时

1.2）载荷是额定载荷的100％时

1.3）载荷是额定载荷的110％时

表2 速度和电流

项目
无载荷时和载荷是额定载荷的110

％时
载荷是额定载荷的100％时

速度 不超过设计速度的125％
向上运行时速度不低于设计速
度的90%，向下运行时不超过

设计速度的105％

电流 不超过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20％ 不超过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10％

2）载荷是轿厢额定载荷的1.25倍（除乘客电梯和病床电梯外，叉车等进入停止的轿厢时，载荷是1.5倍

）时，轿厢位移不超过7.5cm，轿厢位移超过7.5cm的需设置平层修正装置，使轿厢平层面与基准位置修

正到7.5cm以内。



e)限速器

…

f) 安全钳的动作状态

…

5.1.2轿厢的检查

…

5.1.3 在轿厢上部进行的检查

…

5.1.4 在底坑进行的检查

…

5.1.5 在出入口进行的检查

…

5.1.6 在中央管理室进行的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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