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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第5章(除5．2．1、5．2．2及5．8外)为强制性条文，其余为推荐性条文。

本标准代替GB 17907 1999《机械式停车设备通用安全要求》。

本标准与GH 1 7907 1 999相比，主要变化如F：

——对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内容进行了修改；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第3章)；

删除了原标准表l中序号7的内容；

——删除了原标准附录A的内容；

——将原标准第5章内容调整为资料忡附录B；

——将原标准附录c的内容调整为本标准的第6章和第7章；

——增加了设计要求(见5．2．2)；

——增加了电器设备的外壳防护等级要求(5．6．6．2)；

——增加r抗电磁干扰的要求(5．6．8)；

调整和补充了安全防护装置(5．．)；

——增加了转换区的安全要求(5．8)。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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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江苏双良停车设备有限公司、山东莱钢泰达车库有限公司、杭州西子石川岛

停车设备有限公司、杭州友佳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浙江艾耐特机械有限公司、深圳中集天达空港设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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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机械式停车设备 通用安全要求

GB 17907—2010

本标准规定了机械式停车设备(以下简称停车设备)的设计、制造、检验、使用等方面的基本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类别的机械式停车设备。

本标准所规定的安生要求是针对本标准表1危险·览表中所描述的危险。

本标准不适用于以下情况：

a)汽车举升机(维修朋)；

b)对建筑的要求，即使停车设备由该建筑直接支承，也不在本标准范围|』j；

c)停车设备的周边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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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川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义的各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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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 传动用短节距精密滚子链、套筒链、附件和链轮(GB／T 1243—2006，IS()606：2∞4，m呵)

GB 2894 安全标志(GH 2894 1996，ncq IS0 3864：1984)

GB／T 3323 金属熔化焊焊接接头射线照相(GB／T 3323—2005．EN】435：1 997．MOD)

GB／T 3766 液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GB／T 3766—2001，eqv IsO 441 3：1 998)

GB／T 3805 特低电压(ELV)限值

GB／T 381l 起重机设计规范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1P代码)(GB 4208 2008，IEc 60529：2001，IDT)

cB／T 5972 起重机钢丝绳保养、维护、安装、检验和报废(G吲T 5972—2009，IsO 4309：2004，mT)

GB 6067．】 20lo起重机械安全规程第l部分：总则

GB／T 6074板式链、连接环和槽轮 尺寸、测量力和抗拉强度(GB／T 6074 2。06，Is0 4347：2004，

IDT)

GB／T 641 7．1 金属熔化焊接头缺欠分类及说明(GB／T 641 7．] 2005，1sO 6j20—l：1998．IDT)

GB 7j88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 7588—2003，EN 81_1：1 998，MOD)

GB／T 7935 液压元件通用技术条件

GB 8903 电梯用钢丝绳(GB 8903 2005，IsO／FDls 4344：2003，M()D)

GB／T 11345 钢焊缝手工超声波探伤方法和探伤结果分级

GB／T 15706．2—2006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2部分：技术原则(IsO 12100 2：

2003．IDT)

GB】61 79安全标志使刚导则

GR 1 6754 机械安全 急停设计原则(GB 16754—2。08，IsO 13850：2∞6，II)T)

GB／T 19418钢的弧焊接头 缺陷质量分缴指南((jB／T 19418 2。03 ls0 5817：1992，IDT)

GB／T 20118 一般用途钢丝绳(GB／T 2011 8 2006，IsO／DIs 2408：2002，M()D)

GB 5001 7钢结构漫计规范

GB 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7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盘、柜及二次回路结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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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7907—2010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浯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辅助设备 auxiliary equipment

协助停车没备共同完成存取汽车的设备，例如：转换区门及其联锁装置、J一作氏门、侧门、检修门、紧

急出口、通行门等(见图1)。

3．2

周边设备 peripheraI equipment

独立于停车设备以外，具有自身功能的设备，例如：消防设施、排水设施，换气通风设施、照明设施和

停车收费管理系统等。

3．3

转换区 transfer area

存取汽车时，由人员驾驶状态转换为停车设备控制状态或由停车设备控制状态转换为人员驾驶状

态的区域(见图1)。

卜～转换区门
2——工作区f J

3——侧门；

4——检修门；

5——紧急出口

《=3<H》 8／9甚闲
y 斛睡b墨墨窭噩墨墨墨墨强墨墨墨墨墨噩噩则

趣=要

图1

6——通行门

7——围栏；

8——转换区

9——工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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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工作区 working area

停车设备运行、存放汽车的区域。对无人方式的停车设备，该区域不允许驾乘人员进人

(见图1)。

3．5

出入口acc∞s

进出停车设备转换区或工作区最外部的出人口(见图2)。

T

广——＼，是|
。————]／ “I

_jL

3．6

3．7

3．8

3．9

3．10

3．11

停车位 parking space

在停车设备中，用于最终停放汽车的空问。

搬运器 transport叩pamtus

运送汽车的装置，具有独立的动力驱动装置。

载车板 pallet

在停车设备中，用于存放汽车的托板。

图2

升降机lift

具有升降功能，可将汽车升降至所需位置的装置。

防坠器 anti_droppjng device

防止搬运器或载车板运行到位后处于空中静态位置时坠落的装置。

安全钳safety gear

搬运器在超速下降时，制动并控制搬运器使其停止运行的机械装置。

T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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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Z

空载 no】oad

搬运器上无汽车时的工况。

3．13

额定载荷rated Ioad

搬运器上最大适停汽车的质量。

3．14

额定速度rated speed

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和额定载荷状态下，搬运器的最大起升或运行速度。

3．15

汽车宽度vehicle width

分别过车辆两侧固定突出部位(不包括后视镜、侧面标志灯、示位灯、转向指示灯、拢性挡泥板、折叠

式踏板、防滑链以及轮胎与地面接触变形部分)最外侧点且平行于Y平面的两平面之间的距离。

3．16

汽车全宽 overall width of car

汽车的最大宽度，包括后视镜处于正常位置的宽度。

3．17

车位宽度 parking space width

两相邻停车位中心线之间的距离，或停车位两侧能够保证车辆安全的有效宽度。

3．18

平层 】evel】ing

升降搬运器升降至汽车进、出口及各停车层时，实现在垂直方向搬运器与停车层平面平齐的一种

运动。

3．19

适停汽车 cars suitable for parkjng

停车设备允许停放的汽车。

4危险一览表

奉标准所涉及的危险见表l。

表1

序号 危险

1 设备静止或运行时可能对人造成的伤害

2 汽午意外坠落、受损

3 承载金属结构整体或局部丧失稳定

4 承载金属结构与传动装置零件疲劳损坏

5 机械传动系统中的故障

6 电气、液压系统中的故障

5安全要求和措施

5．1安全标志

在停车设备的出入口、操作室、榆修场所、电气柜等明显町见处应设置相应的安全标志(包括禁止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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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警告标志和提示标志)，并应符合GB 2894和GB 161 79的规定。

5．2 金属结构的设计与配置的安全要求

5．2．1承载金属结构

承载金属结构应有足够的强度、剐度、局部及整体的稳定性，其设计应符合(扭50017或GB／Jr 3811的

要求。

5．2．2设计要求

5．2．2．1载荷

停车设备所承受的载1岢一般应包括：

a)垂直静载荷；

b)垂直动载荷；

c)水平运行方向上的力产生的水平载荷，一般取额定载荷的l／7；

d) 与水平运行方向垂直的力产生的水平载荷，一般取额定载荷的1／20；

e) 因回转离心力产生的水平载荷；

f)风载荷；
‘

g)地震载荷；

h)雪载荷(必要时应考虑)。

注：由于搬运器上的汽车放置而产生更不利的集中载荷，在设计或规范停车设备的设计参数时应予以考虑。

5．2．2．2搬运器轴载荷

将汽车质量按6：4分配到前轴和后轴，并以受力大的一侧作集中载荷计算。

载车板质量各自承担50％，搬运器质量根据结构作适当分配。

5．2．2．3搬运器轮载荷

以受力最大的轮负荷计算，汽车质量的30％加载车板质量的25％，搬运器质量根据结构作适当

分配。

5．2．3主要受力构件(如立柱、横粱、纵梁等)焊接要求

5．2．3．1焊缝的外观检查不得有目测可见的明显缺陷，这些缺陷按GB／T 6417．1的分类为：裂纹、气

孔、同体夹杂、未熔台、未焊透等缺陷，并符合GB／T 19418中的B级质量要求。

5．2．3．2应对其受拉区对接焊缝进行无损检测，射线检测时，应不低于GB／T 3323中规定的Ⅱ级，超

声波检测时不低于GB／T 11 345中规定的I级。

5．2．4车位载车结构的材料和性能

车位载车结构应采用非燃烧体材料制造，并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5．3基本尺寸要求

5．3．1出入口

5．3．1．1出入口尺寸

停车设备出入口的宽度应大于适停汽车宽度加500 mm(不含后视镜宽度)，但不小

于2 250 mm。

存容轿车的准无人和人车共乘方式的停车设备出人口的高度不应小于1 800 mm；无人方式的停车

设备工作区出入口的高度不应小于l 600 mm；存容客车的停车设备出入口的高度不应小于适停汽车高

度加100 mm。

5．3．1，2搬运器(或载车板)停车表面与出入口地面之间的距离

对汽车自行驶入的停车设备，搬运器(或载牛板)停乍表面端部与出人口地面接合处的水平距离不

应大于40 mm，垂直高差小应大于50 mm。

5．3．2人行通道尺寸

停车设备内，如设置人行通道时，人行通道的宽度不应小于joo mm，高度不应小于1 800 m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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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停车位尺寸

宽度——对用搬运器将汽车送人停车位的，不应小于适停汽车全宽加1 50 mm(含后视镜宽度)，带

有对中装置的，不应小于适停汽车全宽加50 mm；对于汽车自行驶入停车位的，不应小于适停汽车宽度

加500 mm(不含后视镜宽度)。

长度⋯一不应小于适停汽车的全长加200 mm。

高度——不应小于适停汽车的高度与存取车时微升微降等动作要求的高度之和加50 mm。

5．4各机构的安全要求

机械传动部件应有足够的强度、刚度、运动稳定性；机械工作部件应有足够的强度、寿命及正常工作

能力。

5．4．1搬运器

其强度和刚度应满足使用要求，在不妨碍安全的前提下，搬运器的顶板、侧面围栏、门可以省略。若

驾驶员有可能从搬运器表面500 mm以上的落差处跌落，应设有侧面嗣栏和底部踢脚板，围栏高度不应

小于1 oOo mm，对人车共乘方式围栏高度不应小于1 400 mm，底部踢脚板高度不应小于100 mm，围栏

的设计应考虑在围栏上的任意位置均可承受300 N的侧向力且变形不应大于100 mm。围栏和扶手到

邻近的相对移动部件之问的安全距离至少为80 mm。

5．4．2起升用钢丝绳、卷筒和滑轮

5．4．2．1停车设备起升用钢丝绳应符合GB／T 20118的要求。采用曳引轮驱动时，升降用钢丝绳应符

合GB 8903的规定。

5．4．2．2钢丝绳的安全系数不应小于表2的规定。

表2

工作条件 无人方式 准无人方式 人车共乘方式

安全系数 7 10

5．4．2．3保证钢丝绳不能从滑轮上脱出，应有防止钢丝绳跳出绳槽的装置。钢丝绳禁止接长使用。

5．4．2．4钢丝绳绳端固定连接的安全要求应符合GB 6067．1 2010中4．2．1．5的规定。卷筒上钢丝

绳尾端的固定装置应有防松或自紧的功能。

5．4．2．5 当搬运器或载车板处于最低工作位置时，钢丝绳在卷筒Jl的缠绕(除固定绳尾的圈数外)不应

少于两圈。

5，4．2．6滑轮或卷筒的名义直径与钢丝绳直径之比不得小于20，对人车共乘式的不得小于40。曳引

轮的节圆直径与曳引钢丝绳公称直径之比不得小于40。

5．4．2．7钢丝绳的维护、保养、安装、检验和报废应符合GB／T 5972的规定。

5，4，2，8卷筒出现下述情况之一时应报废：

a)裂纹；

b) 筒壁磨损达原壁厚的20％。

5．4．2．9滑轮出现下述情况之一时应报废：

a)裂纹；

b) 绳槽径向磨损量达钢丝绳直径的50％；

c)绳槽壁厚磨损量达原壁厚的20％；

d)绳槽不均匀磨损量达3 mm；

e)其他损害钢丝绳的缺陷。

5．4．3起升用链条

5．4．3．1停车设备起升用传动链条、传动链轮应符合GB／T 1243、GB／，I'6074的规定，链条的安全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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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不应小于表2的规定。

5．4．3．2停车设备应有保证链条不能从链轮上脱出的措施(如张紧装置、防脱装置等)。

5．4．3．3链条出现下述情况之一应报废：

a)可见裂纹；

b)过盈配合处松动；

c)链条相对磨损伸长率达到3％。

5，4．4起升用螺杆／螺母

5．4．4．1正常使用的螺杆、螺母之间应转动灵活、无卡阻现象，螺杆、螺母不应有裂纹和加工缺陷，应安

装防止搬运器从其上脱开的装置。

5．4．4．2起升螺杆副应设置防止尖锐物和异物进入的装置。

5．4．4．3螺杆两端均应设有止挡装置，以防止承载轴承和螺母从螺杆上脱落。载车板抵达终点后起升

螺杆副应有足够的安全缓冲行程；应设置防止载车板落地后对螺杆副直接冲击的装置或措施。

5．4．4．4螺杆的设计寿命应大于承载螺母的设计寿命。

5．4．5制动系统

5．4．5．1主机必须设有制动系统，制动系统应采用常闭式制动器，对控制升降运动的制动器，其制动力

矩不应小于1．5倍额定载荷的制动力矩。

5．4．5．2制动器的零件出现下述情况之一时应报废：

a)裂纹；

b) 制动衬垫厚度磨损达原厚度的50％；

c)弹簧出现塑忭变形；

d) 小轴或轴孔直径磨损达原直径的5“。

5．4．5．3制动器应有符合操作频度的热容量。

5．4．5．4制动器对制动衬垫的磨损应有补偿能力。

5．4．5．5制动轮的制动摩擦面不应有妨碍制动性能的缺陷或沾染油污。

5．4．5．6制动轮出现下述情况之一时应报废：

a)裂纹；

b) 轮缘厚度磨损达原厚度的20％(包括均匀磨损和不均匀磨损)；

c) 进行修圆后轮缘的减薄量达20％。

5．4．6回转盘

5．4．6．1按停车库的布置及使用要求，可在转换区或工作区设置回转盘。

5．4．6．2需有定位装置的【堕】转盘，在升降或回转位置应有定位装置或相应的措施。不需有定位装置的

回转盘，可不设此装置。

5．4．6．3回转盘应运转平稳、可靠。

5．4．6．4 回转盘上停放的汽车，其同转轨迹与周围障碍物之间的间隙最小为50 mm。

5．4．7出入口处栅栏门

工作区出人口处若未设置工作区门，而人员有可能从500 mm以上高处跌落的应设置栅栏门，栅栏

门高度及栅栏门网格尺寸应符合图3的规定。如果这一高度落差是暂时出现，而且现场有操作人员时，

可不执行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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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时 开放时

图3

5．4．8工作区围栏

地面上的工作区，除出人口外，周边应设置围栏，围栏高度不应小于1 000 mm。

5．5液压系统的安全要求

5．5．1 液压系统的设计应符合GB／T 3766和GB／T 7935的要求。

5．5．2液压系统应设过压保护装置，当工作压力达到额定压力的1．25倍时，能自动动作，对系统进行

过压保护。

5．5．3液压升降系统应设置安全保护装置，防止液压系统失压，致使搬运器坠落。

5．5．4液压系统应按设计要求用油，按说明书要求定期换油。

5．5．5液压系统应具有切断装置，以防止在进行维护作业或在液压设备调整时意外起动而引起伤害。

切断装置应标记其用途和操作的形式，且在“切断”位置时应能够锁定。

5．5．6由于内部泄漏造成搬运器下降，24 h内不得超过30 mm。

5．5．7在可能使管路受到机械损伤的场合，应尽量不使用非金属管路，不得不采用时，应加装保护

措施。

5．6 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5．6．1一般要求

停车设备的电气系统应保证传动性能和控制性能准确可靠，能防止由于电气设备本身引起的危险，

或由于机械运动等损伤导致电气设备产生的危险。

电气设备的设计应符合GB／T 38ll的规定，电气设备的安装必须符合GB 50168、GB 50169和

GB 5017l的有关规定。

5．6．2供电及电路

5．6．2．1供电电源

停车设备应由专用馈电线供电。

5．6．2．2停车设备总断路器

停车设备P应设总断路器。短路时应有分断该电路的功能。

5．6．2．3控制电路

停车设备控制电路应保证控制性能符合机械与电气系统的要求。

5．6．3电线电缆及电气配线

5．6．3．1动力线采用多股单芯线时，截面不应小于1．j mm2；采用多股多芯线时，截面不应小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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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 mn^控制线、电子装置、伺服机构、传感元件等能确认安全可靠的连接导线，截面不作规定。

电气室、操纵室、控制屏、电气柜内部的配线，主回路小截面导线与控制回路的导线，可用塑料绝缘

导线。

5．6．3．2室外工f1的停车设备，电线应敷设于金属管中，金属管应经防腐处理。如用金属线槽或金属

软管代替，必须有良好的防雨及防腐性。

5．6．3．3室内J二作的停车设备．电线应敷设于线槽或管中，电缆可直接敷设。在有机械损伤、化学腐蚀

或油污浸蚀的地方，应有防护措施。

5．6．3．4所有穿管敷设时．管【』应有防磨损电线的护嘴；穿金属管敷没时，管口应无毛刺和尖锐

棱角。

5．6．4电动机的保护

5．6．4．1 电动机应进行短路，缺相及错相保护。

5．6。4．2电动机应采Hj于动复位的过载保护器，该过载保护器应能切断电机的供电电源。

5．6．5插座

5．6．5．1插座的电源应和停车设备的动力电源分开。

5．6．5．2插座应是2P+T，250V，由主电源直接供电，并符合GB／T 3805的规定。

5．6．5．3在电气柜内应设置供检修用的电源插座。

5．6．6电气保护装置

5．6．6．1主隔离开关

停车设备进线处宜设土隔离开关，或采取其他隔离措惑。

5．6．6．2防护等级

5．6．6．2．1停车设备在室内工作时，电控殴备的外壳(包括控制件的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GB 4208

中的IP4x，在任何人可接近的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44。

5．6．6．2．2停车设备在室外1：作时，电控设备的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GB 4208的IP65。

5．6．6．2．3当停车设备处于特定的条件下，应根据所处环境空气的温度、湿度、海拔做出必要的

修正。

5．6．6．3欠压保护、过压保护

停车设备必须设欠压保护和过压保护。

5．6．6．4接地

5．6．6．4．1 停车设备的金属结构及所有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管槽、电缆金属护层和变压器低压侧均

应有可靠的接地。检修时保持接地良好。

5．6．6．4．2中性线(N)和保护线(PE)应始终分开。保护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 n。

5．6．6．4．3接地线连接应符合GB j叭69的要求。

5．6．6．5绝缘电阻

在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接地电路之间施加5。0 V(d．c)时测得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1 Mn。

5．6．7信号

停车设备应有指示总电源分台状况的信号．必要时还应设故障信号或报警信号。

5．6．8抗电磁干扰

5．6．8．1在停车设备的设计、安装和布线中，应确保由其产生的电磁干扰不会导致以下不安全的运行

和危险以及功能的减弱和丧失：

a)设备意外启动；

b) 紧急停止命令的失效．或紧急停止功能的自行复位；

c) 有关安全的相关电路的控制紊乱(如跳闸、故障和失效检验的功能、连锁功能、超速跳闸功能、

制动功能、起动功能、停机和紧急停止功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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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影响功能的排序、计时或计算误差；

e) 速度变化超过±20％；

f)启动运行时间超过±10％；

g)导致检测能力的下降。

5．7安全防护装置

5．7．1设置

各种类型的停车设备应按附录A表A，1的要求设置安全防护装置，并在使用中及时检查、维护，使

其保持正常工作性能。如发现性能异常，应立即进行修理或更换。

5．7．2安全防护装置及要求

5．7．2．1紧急停止开关

5．7．2．1．1在便于操作的位置应设置紧急停止开关，以便在发生异常情况时能使停车殴备立即停止运

转。若停车设备由若下独立供电的部分组成，则每个部分都应分别设置紧急停止开关。若停车设备由

转换区、工作区组成，则每个区域都应配备单独的紧急停止开关。紧急停止丌关的设计应符合

GB 16754的要求。

5．7．2．1．2在紧急情况下能迅速切断动力回路总电源，但不廊切断电源插座、照明、通风、消防和警报

电路的电源。

5．7．2．1．3紧急停止开关的复位应是非自动复位，复位小得引发或重新启动任何危险状况。

5．7．2．2防止超限运行装置

当升降限位开关出现故障时，防止超限运行装置应使设备停止工作。

5．7．2．3汽车长、宽、高限制装置

对进入停车设备的汽车进行车长、车宽、车高的检测，超过适停汽车尺寸时，机械小得动作并应

报警。

5．7．2．4阻车装置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应在汽车车轮停止的位置上设置阻车装置：

a) 当搬运器沿汽车前进和后退方向运动时，有可能出现汽车跑到预定的停车范围之外时；

b)对于准无人方式，驾驶员在将汽车停放到搬运器或载车板上，可能导致汽车停到预定的停车

范围之外时；

c) 当汽车直接停在回转盘上时。

阻车装置的高度不应低于25 mm，当采用其他有效措施阻车时，也可不再设置此阻车装置。

5．7．2．5人车误入检测装置

不设库门或开门运转的停车设备应设人车误人检测装置，当设备运行过程巾，如有其他汽车或人员

进入时，应使机械立即停止动作。

5．7，2．6汽车位置检测装置

应设置检测装置，当汽车未停在搬运器或载车板上的正确位置时，停车设备不能运行。但操作人员

确认安全的场合则不受本条限制。

5．7．2．7出入口门(栅栏门)联锁保护装置

对出入【j有门或围栏的停车设备应设置联锁保护装置，当搬运器没有停放到准确位置时，车位出人

口的门等不能开启；当门处于开启状态时，搬运器不能运行。

5．7．2．8自动门防夹装置

为防止汽车出入停车设备时自动门将汽车意外夹坏，应设置防爽装置。

5．7．2．9防重叠自动检测装置

为避免向已停放汽车的车位再存进汽车，应设置对车位状况(有无汽车)进行检测的装置，或采取其

他防重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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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10防坠落装置

搬运器(或载车板)运行到位后．若出现意外，有可能使搬运器或载牟板从高处坠落时．应设置防坠

落装置，即使发生钢丝绳、链条等关键部件断裂的严晕情况，防坠落装置必须保证搬运器(或载车板)不

坠落。

列准无人方式的汽车专用升降机应安装防坠落装置，但可不安装安全钳、限速器。刘人车共乘式的

汽车专用升降机可不装防坠落装置，但必须安装安全钳、限速器。

5．7．2．11警示装置

停车设备应设有能发出声或光报警信号的警示装置，在停车设备运转时该警示装置应起作用。

5．7．2．12轨道端部止挡装置

为防止运行机构脱轨，在水平运行轨道的端部，应设置止挡装置，并能承受运行机构以额定载荷、额

定速度下运行产生的撞击。

5．7．2．13缓冲器

搬运器在其垂直升降的下端或水平运行的两端，应装设缓冲器。

5．7．2．14松绳(链)检测装置或载车板倾斜检测装置

为防止驱动绳(链)部分松动导致载车板(搬运器)倾斜或钢丝绳跳槽，应设置松绳(链)检测装置或

载车板倾斜检测装置，当载车板(搬运器)运动过程中发生松绳(链)情况时，应立即使设备停止运行。

5．7．2．15安全钳

5．7．2．15．1 安全钳的选崩与安装应符合GB 7588的规定．无人方式、准无人方式、液压卣顶式

除外。

5．7．2．15，2搬运器在运行过程巾，在达到限速器动作速度时，甚至在悬挂装置断裂的情况下，安全钳

应能夹紧导轨使装有额定载荷的搬运器制动停止并保持静止状态。

5．7．2．15．3停车设备的安全钳释放应由专业人员操纵。

5．7．2．15．4禁止将安全钳的夹爪或钳体党当导靴使用。

5．7．2．16限速器

5．7．2．16．1 限速器的选用与安装应符合GB 7588的规定。无人方式、准无人方式、液压直顶方式

除外。

5．7．2．16．2限速器的动作点应大于或等于额定速度的儿5％。

5．7．2．17紧急联络装置

对于人车共乘式的停车设备，在搬运器内必须设置紧急联络装置，以便在发生停电、设备故障等紧

急情况时，与外部的联络。

5．7．2．18运转限制装置

人员未出设备，设备不得启动。可通过激光扫描器、灵敏光电装置等自动检测在转换区里有无人员

出入，当有管理人员确认安伞的情况下，可不设置此装置。

5．7．2．19控制联锁功能

停车设备的汽车存取由几个控制点启动时，这些控制点应相互联锁，以使得仅能从所选择的控制点

操作。

5．7．2．20超载限制器

!％停车设备实际载荷超过额定载荷的95‰时，超载限制器宜发出报警信号。

当停车设备实际载荷超过额定载荷10fj％～儿O％时，超载限制器起作用，此时应自动切断起升动

力电源。

5．7．2．21载车板锁定装置

为防止意外情况下，载车板从停车位中滑出，应设置载车板锁定装置，在采取r有效措施的情况下，

可不设此装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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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转换区的安全要求

5．8．1存取车模式

5．8．1．． 兀人方式的存取4‘模式包括：

a) 驾驶员将汽车驶入转换区后离开，出停车没备自动存放汽午入库；

b) 由停车设备自动取出汽车出库，驾驶员进入转换区将汽车井出。

5．8．1．2准无人方式的存取车模式包括：

a)驾驶员将汽车驶人工作区或转换区后离开，由停车没备自动存放汽车到停车位：

b) 由停车设备取出汽车，驾驶员进人工作医或转换区将汽车开出。

5．8．2蜈急出口操纵装置

在紧急情况或停电时，设有下库门的停车没备，应具备人员从转换区撒出的手段，若没有设置紧急

门或侧门．则应设置能够开启车库门的紧急操纵装置。此装置一R启动，转换区内各机构应停止运转。

5．8．3控制装置的设置

5．8．3．1 所有控制装置的用途或功能应清晰并用符号j：以标记，或用中文加以标注。

5．8．3．2 榨制装置的设置位置应清晰可见，并可直接或间接观察停车设备的运行状况。

6使用管理基本要求

8。1在提交给用户的使角信息中，应按GB／T ls70e．2—2006中5。s告知使用着潜在的遗留风险。

6．2廊向用户提供管理规则和使用维护方面的详纲说明书。

6．3使用说明书应至少包括翔I下内容：

a)产品性能参数；

b)安全注意事项；

c)使用和维护信息。

6．4 每台产品均应在明显位置处同定产品标牌，标牌应至少包括以r内容：

a) 制造商名称和地址；

b)产品名称和型号；

c) 主要技术参数：适停汽车尺寸，适停汽车质量等；

d)设备制造日期及编号。

6．5停车设备管理人员应禁止不符合设计规定的汽车人库。在出人口附近，应用醒月的文宁标识本停

牟设备允许停放的汽车尺寸和质量．以便司机住进入车库前对停车设备限制进入的汽车做出『F确判断。

6。6在停车设备的明显位置应标出安全标。基度注意事项。必要时，停车设备操作人员应以口头方式传

达给存车人，

6．7停车设备的管理和操作人员的职责成包括：

a)对规定由专职人员操作的．其他人员不得自行操作；

b)停车设备主管负责人应进行设备运转时的安全管理以及运转前和运转结束后的例行检查；

c)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遵守安全方面的注意事项；

d) 设备运转前，需事先确认安全；

e)酒后不允许操作。

7检查与维修

7，1检查

7．1．1 经常性检查应按停车设备运行的频繁程度确定榆查周期，但不应少于每』】一次。一般应包括

a) 停1i设备正常运行的技术性能；

h)所有的安全、防护装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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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制动器性能及零件的磨损情『兕；

d)钢丝绳磨损和尾端的固定情况；

e)链条的磨损、变形、伸长情况。

7．1．2定期检查应按停车设备运行的频繁程度确定枪查周期，但不应少于每年一次。一般应包括：

a)在7．1．1中经常陛检杳的内容；

b)金属结构的变形、裂纹、腐蚀及焊缝、铆钉、螺栓等连接情况；

c) 主要零部什的磨损、裂纹、变形等情况；

d) 指示装置的可靠性和精度；

e)动力系统和控制器。

7．2维修

7．2．1维修更换的零部件的性能、材质席不低于原零部件。

7．2．2结构件需焊接时，所用的材质、焊条等麻符合原结构件的要求，焊接质量应符合有关标准的

要求。

7．2．3停车设备在运行状态时不得维修和保养。

8停车设备使用环境的安全要求

8．1停车设备制造单位应提供必要的信息，配合建设单位做好周边设备的设计、安装和调试工作。

8．2停车设备使用环境的安全要求参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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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安全防护装置设置要求

A．1 各类停车设备应按表A．1．的要求设置安全防护装置

表A．1

停车设备类别

序号 安全防护装置 升降横 简易升 垂直循 水平循 多层循 平面移 巷道堆 垂直升 汽车专用

移类 降类 环类 环类 环类 动类 垛类 降类 升降机

紧急停止开关
1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5．7．2．1)

防止超限运行装置
2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5．7．2．2)

汽车长、宽、高限制装置 应限长
3 应限长 宜限长 应限长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限长

(5．7．2．3) 应限高

阻车装置
4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宜装

(5．7．2．4)

人车误人检出装置
5 应装 应装

(5．7 2．5)

汽车位置检测装置 应检车 应检车
6 麻装 应装 廊装 席装

(5 7 2．6) 长方向 长方向

出人口门、栅栏门联锁

7 安全检查装置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5 7 2．7)

自动门防夹装誊
8 应装 应装 应装 成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5．7．2．8)

防重叠自动检测装置
9 应装 应装 应装

(5 7 2．9)

防坠落装置
10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5 7 2．10)

警示装置
11 应装 宜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5 7 2．11)

轨道端部止挡装置
12 应装 应装 应装

(5．7．2．12)

缓冲器
13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5．7．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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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设备类别

序号 安全防护装置 升降横 简易升 垂直循 水平循 多层循 平面移 巷道堆 垂直升 汽车专用

移类 降类 环类 环类 环类 动类 垛类 降娄 升降机

松绳(链)检测装置
14 应装

(5．7．2．1 4)

安全钳、限速器
1 5 应装

(；．7．2．1 5)(5．7．2．16)

紧急联络装置
16 应装

(5．7．2．17)

运转限制装置
17 官装 宜装 宜装 宜装 宜装

(5．7．2．18)

控制联锁功能
18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府装 应装 应装

(5．7 2．1 9)

超载限制器
19 应装

(5．7．2．20)

载车板锁定装置
20 应装 应装 应装

(5．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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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资料性附录)

停车设备使用环境的安全要求

B．1通风换气设施

装有停车设备的室内环境，凡是有可能出现因汽车尾气等有害气体滞留而造成人员危险的，均应设

置强制通风换气装置。

B．2照明

B．2．1 出人口、车道、转换区、工作区、服务人员操作位置均应配置照明设备，必要时还宜有可携式

照明。

B．2．2必要时应配置紧急照明设备，使紧急情况下人员能够安全撤离。

B．2．3照明应设专用电路。电源应由停车设备主断路器进线端分接，当主断路器切断电源时，照明不

应断电。各照明电路应设断路器保护，严禁用金属结构做照明线路的回路。

B．2．4车道、出人口附近以及人出入的地方，其照明必须达到充分的照度以确保安全。操作室内的照

明照度应不低于30 lx。

B．2．5要考虑设备维修、保养所需的照明，如驱动装置和电气柜周围可专门设置一些照明装置，机器

房、电气室等照明照度应不低于75 lx。

B．3排水

为保证停车设备内部及下部不积水应配备完善有效的排水设施。

B．4消防

停车设备的环境应符合GB 50067的消防要求。

B．5抗地震及台风

停车设备的建筑物应遵照国家有关标准，具有抗地震和抗台风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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