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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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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所要求达到的性能指标，应由采用本文件的制造企业在设计制造过程中自行进行验证测试，

并对销售的产品作产品符合性声明。 

本文件由中国电梯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中国电梯协会负责解释。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建研机械检验检测（北京）有限公司（国家电梯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正华、张丽虹、杨金容、夏博、李阳、杨银国、赵航。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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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住宅中配置电梯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目前住宅中当突发事故和人

员疾病时，由于住宅中电梯无法容纳急救担架，延误救助的情况频频发生，要求电梯轿厢尺寸应能满

足容纳担架所需的最小尺寸呼声很高。2012 年 8月 1 日施行的新版《住宅设计规范》 (GB 50096-2011)

中第 6.4.2 条规定“十二层及十二层以上的住宅,每栋楼设置电梯不应少于两台,其中应设置一台可容

纳担架的电梯”。该条文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少地方建设主管部门积极出台细则规定“可容纳担

架电梯”的技术要求，但是方法各异，缺乏研究及统一的措施指导。 

0.2 本文件目标就是对担架电梯的现状进行总结，并通过试验，得出能够满足急救担架进出的轿厢尺

寸数据。并为将来的无障碍电梯标准编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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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架电梯技术报告 

经过调研、试验和研讨整理，我们于 2023 年 10 月完成了本技术报告的编制工作，旨在有效发挥可

容纳担架电梯紧急救援作用，完善新建住宅可容纳担架电梯的工程设计要求，指导在用电梯可容纳急救

担架的改造。以达成电梯生产单位与建筑设计单位之间沟通的桥梁。 

1. 范围 

本技术报告通过对国内外担架电梯标准的收集分析，以及我国人体身高尺寸、急救担架尺寸进行调

研研究，得出符合实际需求的急救担架尺寸模型，以此作为研究可容纳担架电梯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对

候梯厅、电梯轿厢等空间进行模拟试验与分析,得出能够满足急救担架进出的最小轿厢尺寸数据，并给

出了在用电梯可容纳急救担架的改造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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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7025.1—2023 电梯主参数及轿厢、井道、机房型式与尺寸 第1部分：Ⅰ、Ⅱ、Ⅲ、Ⅵ类电

梯 

GB/T 10000—1988 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 

GB/T 10000—2023 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 

GB/T 24477—2009 适用于残障人员的电梯附加要求 

GB 50096—2011 住宅设计规范 

GB 50763—2012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5019—2021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GB 55031—2022 民用建筑通用规范 

GB 55037—2022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WS/T 292—2008 救护车 

YY/T 1638.1—2019 病人搬运设备 第1部分：救护车担架 

DB11/T 1740—2020 住宅设计规范 

DB29—22—2013住宅设计标准 

DB33—1006—2017住宅设计标准 

DBJ51/168-2021住宅设计标准 

DGJ08—20—2019 住宅设计标准 

DGJ32/J 26—2017 江苏省住宅设计标准 

ISO 8100—30:2019 运载人员和货物的电梯 第30部分：I、II、III和VI类电梯 

3. 已发布的担架电梯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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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国际及中国香港对设置可容纳担架电梯的规定 

3.1.1 ISO 

国际标准ISO 8100—30:2019中5.1.2 I类电梯，额定载重量为1000kg的电梯，根据轿厢的大小，可

以运载具有可拆卸的把手的担架和家具。ISO 8100-30:2019图5的注5 c给出了担架尺寸为600mm×

2000mm。 

3.1.2 日本 

日本现行的《建筑基本法》中将电梯按用途分类为：客梯、客货两用梯、医用梯、货梯、汽车梯，

外加一个特殊用途电梯。《建筑基本法》第5章的4第2节，给出两个参考的病床用电梯的轿厢尺寸（参

考JIS A 4301，日本电梯轿厢和井道尺寸的国家标准），分别为宽（mm）×进深（mm）：1300×2300、

1500×2500。此外，根据《建筑基准法》实施令（昭和25年“政令”第338号）第129条之5第2项，还给

出了特殊用途电梯第一号“带行李箱电梯”的方案，即作为带行李箱的电梯，由于在轿厢后部设有行李

箱，临时使轿厢的进深变大可以搬运担架等一类电梯。即使是在平常作为一般客梯（包括客货梯）使用

时，也能够设置行李箱。当有病患者等紧急需求时，由于使用了行李箱就能够临时搬运担架。消防梯中

也能够设置行李箱。 

第一号“带行李箱电梯”的规定： 

(1) 由于行李箱特定的用途，规定地面至行李箱天花板的高度要小于1.2m，轿厢地面与行李箱地面

的高低差应小于10cm； 

(2) 在行李箱的门上要装锁，在不使用担架时要上锁，不能够作其他用途； 

(3) 包括行李箱的进深尺寸应小于2.2m，但行李箱本身的进深尺寸应小于轿厢进深尺寸（指行李箱

与轿厢进深尺寸之和）的1/2。图1所示为带行李箱电梯轿厢的进深及型式。 

 

单位为毫米 

         

L：轿厢的进深                    (a)落地式                      (b)窗式 

图 1 带行李箱电梯轿厢的进深及型式 

3.1.3 中国香港 

香港特区政府为无障碍设计提供了法定的规范，包括1997年颁布的《设计手册：畅通无阻的通道 

1997》以及2021年重新修订的《设计手册：畅通无阻的通道2021》，都对电梯如何配置进行了详细的说

明。 

《设计手册-畅通无阻的通道2021》中涉及电梯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前者为必须遵守的设计规定，

后者为建议遵守的设计规定，即国内对应的推荐性条文。强制性部分对电梯及电梯的开门都做出了详细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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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物的每一层最少要有一部载客电梯可到达。该电梯的设计须遵守本段内所有必须遵守的设

计规定。前往电梯的主门廊，必须设有直接的通道。 

(2) 电梯轿厢的最小尺寸为1200mm（深）×1100mm（宽），电梯门净宽最小850mm，轿厢后部及侧

面需要扶手，距转角不超过150mm。扶手的上表面距离地面高度为 850mm～950mm，扶手距离墙面 30mm～

50mm。 

(3) 建筑物内如果有超过3部电梯，则通往每一楼层的电梯中最少有一部电梯的轿厢的尺寸不小于

1500mm×1400mm（宽或深），开门净宽不小于850mm。 

从香港的相关条文中可以看出，《设计手册：畅通无阻的通道2021》的新版本修订，考虑到高层建

筑中轮椅人士的需求，将“建筑物内如果有超过 3部电梯，则通往每一楼层的电梯中最少有一部电梯的

轿厢的尺寸不小于1500mm×1400mm（宽或深），开门净宽不小于850mm”变为强制性条文，此处修订遵

循着循序渐进的方式。但是香港政府并没有把电梯的标准放到很大，也没有提出电梯中需要能容纳担架

的条文，只是提到了轮椅。强制性条文中对于电梯轿厢尺寸给出的最大数据是1500mm×1400mm，这也无

法容纳下一个担架（车）。 

3.1.4 新加坡 

在新加坡的住宅建设中也参照了香港的建设经验，在规范方面主要涉及到的是无障碍规范。新加坡

《环境建设中的无障碍法规 2007》中有关于电梯轿厢的详细规定。相关条文如下： 

（1）建筑中提供的电梯至少有一台可以允许轮椅人士使用从入口层到达各层。 

（2）最小的电梯轿厢为1200mm（宽）×1400mm（深）。 

（3）电梯开门净宽不小于900mm。 

可以看出新加坡的住宅电梯与香港同样也是考虑了无障碍的要求，主要服务对象为轮椅使用者。但

是其轿厢规定的轮椅最小尺寸较香港还要小，因其不考虑轮椅在电梯轿厢内的回转，只需要设置镜面方

便其观察后面的情况即可。在开门尺寸上有差异，新加坡的电梯门净尺寸900mm比香港的要宽50mm。但

是相同的是新加坡住宅中的电梯尺寸也不能容纳下担架。 

3.2 国家标准对设置可容纳担架电梯的规定 

GB 50096—2011 中强制条款“6.4.1：七层及七层以上住宅或住户入口层楼面距室外设计地面的高

度超过 16m 的住宅必须设置电梯。”非强制性条款“6.4.2：十二层及十二层以上的住宅,每栋楼设置电

梯不应少于两台,其中应设置一台可容纳担架的电梯。”GB 50096—2011 中并没有明确给出轿厢尺寸，

但《〈住宅设计规范〉实施指南》提出载重量为 1 000kg，轿厢尺寸为 1500mm×1600mm 的电梯作为担架

电梯基本可行。 

住建部全文强制标准 GB 55031—2022 自 2023 年 3月 1 日起实施，其中 5.4.2 条列项 2规定“建筑

内设有电梯时，至少应设置 1台无障碍电梯”。 

住建部全文强制标准 GB 55019—2021 中 2.6 条对无障碍电梯满足轮椅、担架的轿厢给出了要求，

即“同时满足乘轮椅者使用和容纳担架的轿厢，如采用宽轿厢，深度不应小于 1.50m，宽度不应小于

1.60m。如采用深轿厢，深度不应小于 2.10m，宽度不应小于 1.10m。轿厢内部设施应满足无障碍要求。”

该标准已于 2022 年 4 月 1日起实施。 

GB/T 7025.1—2023 中相关内容进行担架梯轿厢设计，其第 5.1.2 c) 条规定，载重量为 1 000kg，

轿厢尺寸为 1100mm×2100mm，开门宽度为 800mm 或 900mm 可以运载具有可拆卸把手的担架。 

GB/T 24477—2009 未对可容纳担架的轿厢尺寸给出要求。 

3.3 地方标准对设置可容纳担架电梯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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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地方标准DB11/T 1740—2020推荐性条款6.4.3规定可容纳担架的电梯的额定载重量不应小

于 1000kg，轿厢最小尺寸不应小于 1.50m×1.60m，轿厢门净宽不应小于 0.90m。 

上海市地方标准 DGJ08—20—2019 中强制性条款 5.2.1 规定多层及以上住宅每单元应设置电梯，每

单元应至少设置 1台可容纳担架的电梯，电梯厅应满足担架通行要求。 

四川省地方标准 DBJ51/168—2021 规定：直进直出放置担架时，最小轿厢尺寸为 1 100mm×2 100mm

（宽×深），开门最小宽度为 900mm；斜置削角（局部改造）担架时，最小轿厢尺寸为 1 500mm×1 600mm

（宽×深）， 开门最小宽度为 900mm。 

另外，很多地方标准也并未给出尺寸要求，例如 DB29—22—2013《天津市住宅设计标准》、DB33—

1006—2017《浙江省住宅设计标准 》、DGJ32/J 26—2017《江苏省住宅设计标准》等。 

3.4 地方文件对可容纳担架电梯空间尺寸的规定 

地方文件对可容纳担架电梯空间尺寸的相关规定见表1，这些规定部分为厅级行政规范性文件，需

严格执行。 

表 1 地方政府文件对可容纳担架电梯空间尺寸的规定 

地区 文件名称 条文内容 担架布置方式 文件性质 

河北省 《河北省关于进一步加强住宅工

程设计管理工作的通知》(冀 

建质〔2012〕699 号) 

可以容纳担架电梯的轿厢深度不得

小于 1.8m 
沿轿厢长边布置 强制性文件 

四川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执行新版<

住宅设计规范>中可容纳担架的电

梯条款规定的通知》(川建勘设科

发〔2015〕571 号) 

担架尺寸不得小于 1900mm×550mm，

电梯轿厢深度或净宽度尺寸不应小

于 1950mm。当净宽度尺寸为 1950mm

时，应采取电梯门开口偏移或加宽电

梯门等措施，确保担架顺利进出 

沿轿厢长边布置 强制性文件 

福建省 《关于加强高层住宅电梯设计管

理的通知》(闽建设〔2015〕10 号) 

担架 电梯轿厢净 尺寸不应小 于

1100mm(宽)×2100mm(深) 
沿轿厢长边布置 强制性文件 

青岛市 《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

发<青岛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设计

导则>的通知》(青建发〔2016〕70

号) 

轿厢净深 1.6m、净宽 1.5m 可满足担

架进出 
沿轿厢对角线布置 推荐性文件 

郑州市 
《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

发<郑州市住宅可容纳担架电梯设

计导则>的通知》(郑建文〔2016〕

133 号) 

推荐 使用不小于 2100mm( 深 ) ×

1100mm(宽)的轿厢尺寸。允许根据工

程条件和特点，选择使用尺寸为

1500mm(深)×1600mm(宽)的电梯轿

厢 

沿轿厢长边布置/

沿轿厢对角线布置 
推荐性文件 

天津市 

《市建委关于发布<天津市既有住

宅加装电梯设计导则>的通知》(津

建设（2018）443 号)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无障碍设计规

范》GB 50763 中的要求轿厢净深 

1.4m、净宽 1.1m 可满足轮椅进出，

轿厢净深 1.6m、净宽 1.5m 可满足担

架进出。 

沿轿厢对角线布置 推荐性文件 

 

3.5 小结 



�
�

�
�

�
�

�
�

�
�

�
�

�
�

�
齠

躦
穟

e�
�

T/CEA/TR 0015—2024 
 

5 
 

GB 50096—2011 最先做出在新建高层住宅中设置可容纳担架电梯的规定。住建部全文强制标准 GB 

55031—2022 自 2023 年 3月 1 日起实施，其中 5.4.2 条列项 2规定“建筑内设有电梯时，至少应设置 1

台无障碍电梯”。住建部全文强制标准 GB 55019—2021 中 2.6 条对无障碍电梯给出了部分要求，即“同

时满足乘轮椅者使用和容纳担架的轿厢，如采用宽轿厢，深度不应小于 1.50m，宽度不应小于 1.60m。

如采用深轿厢，深度不应小于 2.10m，宽度不应小于 1.10m。轿厢内部设施应满足无障碍要求。”该标准

已于 2022 年 4月 1日起实施。且均为强制性条文。但是未明确开门距尺寸。 

各地方标准和政府文件也基本和国家标准保持一致，即采用宽轿厢，深度不应小于 1.50m，宽度不

应小于 1.60m。如采用深轿厢，深度不应小于 2.10m，宽度不应小于 1.10m。部分地区给出了开门距不

小于 0.9m 的要求。 

4. 人体尺寸的百分位数的选择 

4.1 国家标准对人体身高尺寸百分位的统计 

现行国家标准GB/T 10000—1988提供了我国成年人人体尺寸的基础数值。在该标准的表1和表2分别

给出了我国18～60岁男性和18～55岁女性身高的百分位数（见图2），其中1775mm覆盖我国95%的成年男

性身高，1697mm可覆盖我国99%的成年女性身高。 

 

图 2 人体身高百分位数 

即将于2024年3月1日起实施的国家标准GB/T 10000—2023《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1800mm覆盖我国

95%的成年男性身高。 

4.2 小结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1988版，以及其即将实施的最新版国家标准所列数据，

1800mm可覆盖我国95%成年男性人体身高，99%成年女性人体身高。而身高超出1800mm的人员，在实际运

输中，可通过弯曲小腿、抬起头部，被1800mm的担架所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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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进入住宅电梯的担架问题研究 

5.1 担架规格标准 

根据卫生部现行行业标准WS/T 292—2008第8.3.1条：救护车必须配备上车担架和铲式担架，见表2。 

表 2 救护车病人搬运装备 

 

铲式担架是由左右两片铝合金板组成。搬运伤员时，先将伤员放置在平卧位，固定颈部，然后分别

将担架的左右两片从伤员侧面插入背部，扣合后再搬运。铲式担架的长度可以伸缩。 

在国家标准GB/T 7025.1—2023中对于担架的尺寸的描述为600mm×2000mm。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行业标准YY∕T 1638.1—2019中第4.2.1条对担架面尺寸给出了要求，

展开长度：（1 950±50)mm；宽度：(550+50/-20）mm。其中第4.2.4条规定急救车担架可以具备调节功

能：a）靠背部分若可以调节角度，长度宜不小于 600 mm，抬起角度宜不小于75°且至少分 5 档可调；

b)搁腿部分若可以调节角度，长度宜不小于 900 mm，抬起角度宜不小于15°。 

此外，经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没有担架相关的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 

5.2 急救中心、医院担架规格调研 

湖州市中心医院急症接收处，查看到多款急救担架车。包括固定长度款、可折叠长度款（见图 3)。

其中固定长度款担架车的长度为200cm，宽度为55cm。可折叠长度款担架车长度为195cm,宽度为55cm，

经建模测量，当一侧折起37°左右，担架车长度可调整成长度为180cm。 

  

图 3 急救担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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