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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无机房电梯使用量越来越大，电梯困人事故成了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困人故障发生在无机房电梯时，
不能通过传统的手动调松闸盘车来移动轿厢，给无机房电梯的施救带来很大的困难。本文主要阐述现有无机房电梯困人救
援方法，及其存在的问题和相应的对策。便于无机房电梯发生困人故障时的施救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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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城市的发展趋于立体化，电梯应用日趋广泛，其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垂直运输人、物的作用不可替代。顾名思义，
与传统电梯相比，无机房电梯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机房，不仅可以降低建筑成本，并且节能、环保。这些优势帮助无机房
电梯越来越受建筑市场青睐。

1 无机房电梯的概念 

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电梯在高层建筑中的应用率越来越高。建筑商为了减少电梯占用的空间，同时降低成本，
越来越多的选用无机房电梯。通常，传统电梯的机房用来存放主机、控制屏等机器，而无机房电梯将控制屏、曳引机、限
速器等设备移至井道或采用其它技术替代，省去了机房。这一技术成为该类电梯的特点，为建筑商降低了生产成本。此外，
无机房电梯通常采用变频控制技术和永磁同步电机技术，对比有机房电梯来说，更加节能、环保和节省空间。

2 无机房电梯困人救援的问题 

1、救援人员实施救援操作时，身处区域有安全隐患并且操作复杂，导致救援时间长 ; 

2、采用松抱闸溜车救援方式救援方法在受到负载和轿厢位置变化影响时，容易操作失效 ; 

3、采用无减速箱的无齿轮曳引机盘车所需要的操作力大于 400N，导致松抱闸溜车救援方式只能向一个方向 ; 

4、应急电动运行救援方法存在如蓄电池无电、蓄电池电解液泄露、没有平层观察窗，轿厢到达平层区指示灯不亮等问题，
容易造成救援盲区，更加需要加强日常的维保和管理，才能保障无机房电梯采用紧急电动运行救援装置有效 ; 

5、制动器松开后仍无法移动轿厢的情况经常出现在手动应急救援的实际操作中，需要借助辅助工具才能继续进行救援。
各厂家配备的装置各有特色，型号、标准等不统一，容易导致因人员疏忽等问题造成安全隐患 ; 

3 无机房电梯困人的常规救援方法 

无机房电梯因其没有机房这一特点不能使用传统方式实施救援，维修单位、使用单位需要在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制定
符合实际情况的应急预案和救援方法，及时解救被困电梯内的乘客，避免恐慌，防止因非理性操作、不合理救援而引发伤
亡事故，最大限度的保障乘客乘梯安全。无机房电梯发生困人事故时，应急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第一步应搞清电梯现状，
检查电梯主电源系统是否通电，了解轿厢内乘客情况，安抚被困乘客情绪，引导乘客保持冷静，教授乘客正确的自我保护姿势。
随后通过观察孔观察标有轿厢平层位置的限速器绳，或通过由应急电源供电的指示灯、轿厢位置监视器来观察轿厢所处位置，
再结合电梯现状确定应急救援措施。

3.1 紧急电动运行 

紧急电动运行操作可在安全回路局部发生故障情况下进行，在电梯限速器、安全钳、上行超速保护装置的电气开关动
作或者电梯冲顶、蹲低导致缓冲器电气开关，极限开关等动作时，利用紧急电动运行装置，短接上述电气，使电梯快速安
全到达平层，解救人员。 

3.2 释放抱闸施救

目前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应急电动运行；二是手动应急救援。 

3.3 曳引机及制动器故障 

当曳引机及制动器故障时，救援人员应采取以下三步展开救援，一是断开主电源开关，二是锁闭电源并加警示，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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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轿厢的不同位置采用相应的救援方法。 

3.4	轿厢安全钳动作

当轿厢安全钳动作，曳引钢丝绳断裂或脱离曳引轮槽时，救援人员用吊链吊升轿厢或对重仍不能使轿厢移动时，应寻
求消防部门的帮助，或拆开轿厢吊顶或轿壁板及井道墙救出乘客。 

4	 无机房电梯特殊情况的应急救援方法	

1、常规救援方法无效时

常规救援方法无效时，救援人员一是需要稳定自身情绪，二是要利用轿厢通话装置联系被困乘客，疏导乘客紧张焦虑
的情绪，告知乘客在救援过程中，电梯将会将会多次启动和停用，在没有得到准确的口令之前不要随意打开梯门。三是断
开控制柜处的电源开关，并确保电源断开后不会意外接通。此外，救援人员还需对现场展开工作危险分析，以便选出最合
适的救援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安全救出被困乘客。平衡负载时，救援人员可以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改变平衡状态。可在轿
厢顶、轿厢内或者在底坑的对重下端加重砝码，之后再按照常规救援方法救援。在实地检验过程中发现，部分小区物业工
作人员将救援配重铁当做废铁卖掉，导致故障发生时没有配重重物可用，耽误救援。 

2、曳引机及制动器故障

曳引机及制动器故障时，救援方法重点靠判断轿厢位置来选择。如果轿厢在底层，救援人员一是需要进入轿顶，二是
在两边轿厢导轨上安装导轨夹，通过起吊装置把轿厢吊升到略高于释放乘客的位置，三是触动安全钳动作，将轿厢下放，
并用安全钳夹紧轿厢，保持起吊装置的张力，四是在轿顶上打开厅轿门，救出乘客。如过发现曳引钢丝绳脱离曳引轮绳槽，
救援人应先确保悬挂系统恢复正常，再进行援救。如果轿厢在顶层，救援人员第一步需要进入底坑在对重导轨安装导轨夹，
第二步利用起吊装置拉动对重使轿厢移动就近平层，第三步通过紧急开锁装置开门救援被困乘客。 

3、轿厢安全钳动作

轿厢安全钳动作，紧急电动向上运行无法释放安全钳的情况时，救援方法重点同样是靠判断轿厢位置来选择。如果轿
厢在底层，需进入轿顶在两根轿厢导轨上安装导轨夹，利用起吊装置把轿厢吊升到能够释放乘客的位置，在轿顶上打开厅
轿门，救出乘客。如果轿厢在顶层，则需进入底坑在对重导轨安装导轨夹，利用起吊装置下拉对重，使轿厢上行而复位安全钳，
再移动轿厢就近平层，通过紧急开锁装置开门救援被困乘客。 

无机房电梯困人救援的特殊性正是源于其结构特点，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无机房的特点决定了无机房电梯相
对有机房电梯来说，存在不少救援盲区，这种电梯的施救原则是：尽可能的不破坏、损坏电梯，在施救过程中确保营救人
员的安全，安全、迅速地将被困人员转移出电梯。无机房电梯的困人救援工作复杂多样，系统性强，救援人员应根据电梯
的不同现状采取相应的救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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