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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人行自动门安全要求

JG 305—2011

本标准规定了人行自动门安全要求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民用建筑中供人通行的推拉自动门、平开自动门、折叠自动门和旋转自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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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5823建筑门窗术语

GB 15763建筑用安全玻璃

GB 50009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JGJ 113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

JG／T 177 2005 自动门

3术语和定义

GB／T 5823、JG／T 177 2005中确立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人行自动门powered pedestrian door

供人通行的自动门。

3．2

活动扇前竖梃leading mullion

对于作直线运行的活动扇，是指最后关闭出入H的活动扇的竖梃；对于作旋转运行的活动扇，是指

远离旋转中心位于运行最前方的竖梃。

3一 ．，

传感器sensor

能感受被检测的人或物体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电气信号的器件或装置，通常由敏感元件

和转换元件组成；又称感应装置或感应器。

3．4

存在传感器presence sensor

检测指定区域内人或物体存在的传感器。

3．5

压敏传感器pressure·sensitive equipment

受到一定压力产生相应的压缩量并同时向控制系统发出电气信号的传感器。

3．6

对射传感器photo beam sensor

一端发射光束另一端接收光束，同时向控制装置发出电气信号的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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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运行速度running speed

对于推拉、折叠自动门，是指最后关闭出入口的活动扇前竖梃的速度；对于平开、旋转自动门，是指

活动扇外边缘的线速度。

3．8

安全间隙safety gap

活动扇面、玻璃、边梃以及侧面与相邻接口界面的间隙。

3．9

安全间距safety spacing

活动扇开启到最大位置时活动扇面或侧面与相邻墙(或框、柱)面的间距。

3．10

最大动态冲击力maximum dynamic impact force

活动扇对人或物体发生夹持时，冲击力大于或等于150N起0．75 S内，所产生的最大夹持力。

3．11

静态冲击力static impact force

继最大动态冲击力后，持续4．25 S内，活动扇对人或物体所产生的平均夹持力。

3．12

剩余冲击力residual impact force

继静态冲击力后，活动扇对人或物体继续保持的最大夹持力。

3．13

主危险区域main dangerous area

活动扇前竖梃与门右框(或运行前方框、梃)相距500 trim内，可能造成夹持伤害的空间区域。

3．14

次危险区域secondary dangerous area

旋转自动门活动扇运行前方200 mm内，可能造成撞击伤害的空间区域。

4要求

4．1通用要求

4．1．1人行自动门应采用安全玻璃。安全玻璃的选用应符合GB 15763和JGJ 113的规定。

4．1．2用于建筑物外门的人行自动仃，其风荷载计算应符合GB 50009的规定。

4．1．3平开自动门活动扇应单向开启。

4．1．4在旋转自动门内、外出人口外侧方便操作的位置，应分别安装手动(复位)无障碍低位按钮，安装

高度距地面1 000 mrfl～1 300 iTlm。

4．1．5在人行自动门明显位置应张贴下列安全标识，安全标识的图样规格见附录A。

4．2安全间隙

活动扇在启闭过程中对所要求保护的部位应留有安全间隙。安全间隙应小于8 mm或大于25 mm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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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活动扇；

2——玻璃或门芯板

3 地面；

4——扇挺；

5——天花板。

4．3安全间距

a)推拉自动门活动扇安全间隙示意

b)旋转自动门活动扇与固定扇、地面殛天花板安全间隙示意

图1安全间隙示意图

单位为毫米

4．3．1推拉自动门活动扇面与相邻框(墙、柱)面平行距离小于250mm时，活动扇侧梃安全间距不应

小于200mm见图2a)；当平行距离大于或等于250mm时，则安全间距不应小于500mm见图2b)。

单位为毫米

a)平行距离小于250mm

说明：

l——活动扇；

2——固定框。

b)平行距离大于或等于250 111111

图2推拉自动门活动扇安全间距示意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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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平开自动门、折叠自动门活动扇面的安全间距不应小于500mm(图3)。

a)平开自动门 b)折叠自动门

图3平开自动门、折叠自动门活动扇安全间距示意图

4．4运行速度

人行自动门运行速度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人行自动门运行速度

单位为毫米

单位为毫米每秒

启闭 推拉自动门 折叠自动门 平开自动门 旋转自动门

扇数 开启速度 关闭速度 开启速度 关闭速度 开启速度 关闭速度 正常速度 残障慢行速度

单扇 ≤500 ≤350 ≤350 ≤350 ≤300 ≤300
≤750 ≤350

双扇 ≤400 ≤300 ≤300 ≤300 ≤300 ≤300

4．5冲击力

4．5．1 当主危险区域存在传感器被屏蔽时，活动扇前竖梃与门右框(或运行前方的梃、框)对人或物体

发生撞击夹持时的检测距离、冲击力与主危险区域存在传感器设置应符合表2的要求。主危险区域按

附录B的规定，活动扇前竖梃与门右框按附录c的规定。

表2检测距离、冲击力与主危险区域存在传感器设置要求

活动扇前竖梃与门 存在传感器被屏蔽时的最大动态冲击力、
主危险区域存在

右框或运行前方的 ‘。静态冲击力、剩余冲击力界限
传感器设置要求

梃、框之间的距离 最大动态冲击力Fd 静态冲击力F。 剩余冲击力F，

150 N≤Fa≤400 N ≤150 N ≤80N 应符合4．6．1．1要求
≤200mm

Fd>400 N ≤150N ≤80N 应符合4．6．1．2要求

150 N≤Fd≤700 N ≤150N ≤80N 应符合4．6．1．1要求
=300mm

Fd>700N ≤150N ≤80N 应符合4．6 1．2要求

150N≤Fd≤1 400N ≤150 N ≤80N 应符合4．6．1．1要求
≥500mm

Fd>1 400N ≤150N ≤80 N 应符合4．6．1．2要求

注1：当活动扇前竖梃和运行前方框、梃敷设保护外套(或吸震材料)时，表中所示的距离应为保护外套(或吸震材

料)前端之间的距离。

注2：推拉自动门、折叠自动门主危险区域存在传感器可为对射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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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当发生夹持撞击时，活动扇冲击力一时间变化曲线示意见图4。

冲击力

，td

150 N

^

说明：

Fd——最大动态冲击力

F，——静态冲击力；

F，——剩余冲击力。

0。——v-——1————————”—————————。———、一时间
0．75 5 4．25 s

图4 冲击力-时间变化曲线示意图

JG 305—2011

4．6传感器功能及设置

4．6．1存在传感器

4．6．1．1 主危险区域中一般存在传感器

当人或物体进入主危险区域时，该区域安装的存在传感器应被触发，活动扇应停止运行。

4．6．1．2主危险区域中具备故障输出功能的存在传感器

当人或物体进入主危险区域时，主危险区域安装的存在传感器应被触发，活动扇应停止运行；同时

此传感器应具备故障输出功能，当括动扇从开启后至主危险区域前，门的控制装置应对此传感器进行至

少一次故障信号检测，当检测出此传感器有故障时，活动扇应停止运行。

4．6．1．3盲区高度

主危险区域的存在传感器盲区高度距地面应小于250 mm。

4．6．1．4次危险区域传感器

当旋转自动门最大动态冲击力大于l 400 N时，次危险区域应安装存在传感器。当人或物体进入

次危险区域时，此传感器应被触发，活动扇应减速或停止运行。

4．6．1．5对射传感器

存在传感器为对射传感器时，人和物体遮挡对射光线，活动扇应减速或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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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压敏传感器

4．6．2．1触发压力

在40 mmX 40 mm接触面上，压敏传感器触发压力不应大于45 N。

4．6．2．2门右框和活动扇前竖梃压敏传感器

旋转自动门的门右框和活动扇前竖梃安装的压敏传感器防护高度不应小于2 000mm，压敏传感器

被触发时，活动扇应停止运行。

4．6．2．3次危险区域压敏传感器

旋转自动门活动扇下梃前方安装的压敏传感器应覆盖自旋转中心300 mm至活动扇边缘全长，人

或物体与压敏传感器发生撞击时，活动扇应停止运行。

4．7制动距离

两翼旋转自动门的制动距离不应大于活动扇前竖梃和门右框安装的压敏传感器防护外套(或吸震

材料)的压缩之和。

4．8安全检查和维护

4．8．1安全检查和维护应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规定，定期安全检查时间间隔不应超过12个月，定期维护

时间间隔不应超过6个月。

4．8．2安全检查和维护应由自动门生产商或其授权的公司的人员经培训合格后方可进行作业。

4．8．3安全检查和维护内容应包括：确认门体及紧固件是否有松动或位移，全部传感器是否灵敏可靠，

驱动、制动、控制系统功能是否正常，安全标识是否齐全。

5试验方法

5．1安全间隙

用精度为1 mm的钢直尺或钢卷尺检测。

5．2安全间距

用精度为1 mm的钢直尺或钢卷尺检测。

5．3运行速度

检测方法应符合JG／T 177 2005中有关规定。折叠自动门的检测方法同推拉自动门；旋转自动

门在连续运行360。后选择起始点进行检测。

5．4冲击力

a)冲击力检测仪：

1)接触面直径为80 mm，弹性比率应为500 N／mm--+-50 N／mm；

2)时间检测的精确度5 ms；

3)垫块材质为松木或硬质树脂，断面尺寸为80 mm×80 mm，长度尺寸符合检测要求。

b)检测步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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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活动扇前竖梃与门右框(或前方框、梃)冲击力测量位置见附录D；

2)屏蔽主危险区域的存在传感器，确认旋转自动门的压敏传感器功能正常；

3) 以5．3的测试方法测试、调整达到相应的运行速度；

4) 在距地面1 200 mm土50 miTl的高度放置冲击力测试仪，选取垫块长度分别进行200 miD．、

300 mm、500 InlTl距离的冲击力检测，见图5a)、b)、c)、d)；

5)使冲击力测试仪器正面对准迎面而来的活动扇前竖梃(或吸震材料)中心，当前竖梃与冲

击力测试仪发生碰撞，保持6 S后取下仪器，观测并记录检测值。每个检测距离测试三

次，取平均值作为冲击力数据。

a)推拉、折叠自动门

c)两冀旋转自动门 d)三、四翼旋转自动门

说明：

1——活动扇；

2——竖梃、门框；

3——垫块；

4——测力计；

L——调整垫块长度分别测量200 mm、300 mm、500 mm距离。

图5冲击力检测示意图

5．5传感器功能及设置

5．5．1存在传感器

5．5．1．1 主危险区中一般存在传感器

a)检测仪器：冲击力检测仪同5．4a)，精度1mm的钢直尺或卷尺，按JG／T177—2005附录A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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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样；

b)检测步骤：

1)确认自动门运行情况正常，按5．4的方法检测出最大动态冲击力，对照表2，目测主危险

区存在传感器的设置情况和种类；

2)用钢直尺测量并标出主危险区域边沿线位置；

3)将检测试样置于主危险区域(见附录B)，观察并记录当活动扇前竖梃以设定运行速度到

达主危险区域边沿线时停止运行的状况；

4)重复三次，每次都应符合要求。

5．5．1．2主危险区域中具备故障输出功能的存在传感器

a)检测仪器；冲击力检测仪同5．4a)，精度1mm的钢直尺或卷尺，检测试样；

b)检测步骤：

1)当冲击力大于表2的数值且安装具备故障信号输出的存在传感器时，按5．5．1．Ib)和以

下的步骤检测其功能；

2)在主危险区域外，将该传感器常闭信号输出端以并联方式引出两根导线，使两根导线保持

短路状态。当活动扇前竖梃到达主危险区边沿时，活动扇应停止运行。如采用其他具备

故障功能输出信号的传感器时，可采用相应措施模拟故障输出，实现上述同样的功能

要求。

5．5．1．3盲区高度

a)检测仪器：精度1 mm的钢直尺或卷尺，检测试样；

b)检测步骤：

1)用钢直尺测量并标出主危险区域边沿线位置；

2)把检测试样以250 mm高度方向置于主危险区域内设置的存在传感器下方的地面上，当

活动扇前竖梃以设定运行速度到达与边沿线位置重合时，观察活动扇停止运行的情况；

3)重复三次，每次都应符合要求。

5．5．1．4次危险区域传感器

a)检测仪器：精度1 mm的钢直尺或卷尺，检测试样；

b)检测步骤： 一
1)按5．4的检测方法检测旋转自动门的冲击力，当最大冲击力≥1 400N时，观察次危险区

域的存在传感器的安装情况；

2) 从距旋转中心1 000 mm至旋转活动扇前竖梃每隔500 mm设置一个检测点，把检测试样

按照附录B置于旋转活动扇检测点位置；

3) 当活动扇以设定运行速度接近检测试样时，观察并记录活动扇减速或停止运行状况。

5．5．1．5对射传感器

a)检测仪器：精度1 mm的钢直尺或卷尺，检测试样；

b)检测步骤：目测并确认对射传感器安装位置，牵引检测试样遮挡对射传感器光线，观察活动扇

减速或停止运行的状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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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压敏传感器

a)压力检测仪：

1) 以数字方式显示测试压力数据，量程2 000 N，误差4-5％；

2)钢制触角平面尺寸为：40mm×40mm，80mm×80mm；一端与显示屏连接，备电源插口。

b)检测点设置：

I)在旋转自动门的门右框或活动扇前竖梃安装的压敏传感器，距地面600 mm、1 200 mm、

1 800 mm的高度分别设置检测点；

2)在次危险区域安装的压敏传感器，从距旋转中心300 mm处向活动扇前竖梃方向每隔

500 mm间隔设置一个检测点；

3) 用精度1 mm的钢卷尺测量并标出检测点的位置。

c)检测步骤：

1)将压力检测仪接通电源，把检测仪显示屏的压力刻度调整为零；

2)使压力检测仪的触角以40 mmX 40 mm平面中心敷贴在压敏传感器保护外套检测点的

任何方位，用人力均衡按压触角，观察活动扇停止运行的情况及压力显示数据；

3)每个检测点重复检测三次，每次都应符合要求。

5．6制动距离

a)检测仪器：

1)压力检测仪：同5．5．2 a)；

2)红外光线触发器：响应时间误差1 ms，备有电气信号线输出接口和电源接口；

3)精度为1mm的钢直尺。

b)检测步骤：

1)用钢直尺检测压敏传感器的正常宽度，接通压力检测仪电源，用80 mmX80 mm的平面

触角贴敷在压敏传感器的正面位置，用力按压触角，当显示屏上的压力值达到200 N时，

用钢直尺检测压缩后的宽度，求出压缩前后的宽度差作为最大压缩量；

2)用同样的方法检测另一条压敏传感器的压缩量，求其和；

3) 在主危险区域的地面边沿上标出制动起始线，安装制动距离检测仪，调整仪器使红外光线

与制动起始线位于同一垂直面内(见图6)，将电气信号线与急停按钮连接，接通仪器

电源；

4) 当活动扇前竖梃以运行速度到达制动起始线时，活动扇即减速并停止运行，用钢直尺测量

从制动起始线到前竖梃边缘停止点的距离；

5) 重复测试三次，以平均值作为检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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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制动起始线；

2一——制动开始点；

3——停止点；

4——测试制动距离；

5——非接触测试仪器。

图6制动距离检测示意图

5．7安全检查和维护

逐项查验安全检查和维护项目记录表。

6检验规则

6．1现场综合检验

6．1．1 现场综合检验项目应符合表3的要求。

6．1．2应对每樘门进行检验。某一项不合格时，进行调整、返修或部件更新，复检合格后方可交付验

收。现场综合检验应提供同类型、不同规格尺寸而相同配置的自动门型式检验报告。

6．2型式检验

6．2．1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正常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e)正常生产时每两年检查一次；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6．2．2型式检验项目应符合表3的要求。

6．2．3型式检验应包括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尺寸与产品的配置情况，当产品配置相同、尺寸规格不同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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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型式检验报告的覆盖范围为：大尺寸规格产品覆盖小规格尺寸产品。若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则判

定为合格；如有一项不合格，允许更换同部件之后进行复检直至合格。

表3现场综合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

序 号 项 目 现场综合检验 型式检验

1 安全间隙 √ √

2 安全间距 √

3 运行速度 √ √

4 冲击力与主危险区域存在传感器 √

5 传感器设置与功能 √ √

6 两翼旋转自动门制动距离 √



A 1标识尺寸和颜色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安全标识

a)外框白地，K寸：100lnln×100mm；

b) 图案色彩比例同图示．外圆直径：90 mm

c)示意图见图A 1。

⑧⑩
a)儿童、老人、智障者监护标识

c)禁止玩耍标识

图A 1安全标识

b)禁止闯入标识



附录B

(规范性附录)

主危险区域、次危险区域范围示意

a)单扇推拉自动门主危险区域

c)折叠自动门主危险区域

e)双扇平开自动门主危险区域

JG 305—2011

单位为毫米

b)双扇推拉自动门主危险区域

d)单扇平开自动门主危险区域

f) 两曩旋转自动门主危险区域

图B．1 主危险区域、次危险区域范围示意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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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三翼旋转自动门主危险区域

)两翼旋转自动门次危险区域

单位为毫米

h) 四翼旋转自动门主危险区域

j) 三量旋转自动门次危险区域

k) 四嚣旋转自动门次危险区域

注1：图i)、图j)、图k)旋转自动门直径小于3 000mm时，不设次危险区域

注2：图中阴影区域为主危险区域、次危险区表示的空间范围。

14

图B．1(续)



附录C

(规范性附录)

不同类型自动门示意

a)双扇推拉自动门 b)单扇推拉自动门

c)折叠自动门

说明：

1——活动扇；

2——门右框、运行前竖梃

e)旋转自动门

图c．1 不同类型自动门示意图

d)平开自动门

JG 30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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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规范性附录)

冲击力测量位置示意

a)单扇推拉自动门

c)折叠自动门

16

e)双扇平开自动门

单位为毫米

b)双扇推拉自动门

d)单扇平开自动门

图D．1 冲击力测量位置示意图

f)两翼旋转自动门



g)三翼旋转自动门

说明：

M——冲击力测量点。

图D．1(续)

JG 305—2011

h) 四翼旋转自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