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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装潢这个行业是在上个世纪 80年代后期伴随着

全国电梯业的发展而产生的。起初主要做自动扶梯的装潢,

尽管那时候在商场、地铁、火车站以及机场做的自动扶梯装

潢极其普通,但是却催生了“电梯装潢”这个行业。大家看到

的电梯装潢多数是“标准配置”,即最普通的发纹不锈钢表

面, 后来很多克服为了使电梯看起来更有档次需要一些图

案, 那时候就是在不锈钢表面蚀刻一些图案然后再拼装起

来,但相对于现在来讲,那也算是“标配”。但是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美的认识也越来越高,越来越有品味,很

多客户就想把电梯装潢的很漂亮, 电梯装潢不是由电梯公

司做的,而是由电梯装潢公司来做的。虽然只要眼睛能够看

到的电梯部位都可以做装潢, 但是如果一个电梯需要装潢,

就必须预留电梯的装潢重量,大约预留 200-350公斤左右。

电梯装潢的材料很多,主要分为石材、金属、木质、玻璃以及

人造材料等。为了搭配不同的轿厢装潢,吊顶分为多种档次,

并且轿厢扶手除了采用金属和木质材料外, 也较多的采用

人造材料。另外,还需要注意经过装潢的电梯会改变原来电

梯的平衡系数, 装潢前要把装饰物的重量估算一下并且告

诉电梯的制造单位, 这样可以使电梯制造单位在配置电梯

部件时能够充分考虑装潢重量以采用足够的动力和安全的

电梯配置。

1过度装修的出现

随着高端写字楼和住宅的出现, 为了满足人们对美好

生活追求的愿望, 通常对其经常使用的交通工具———曳引

式电梯进行装饰, 以提高乘坐过程中的舒适性和感官的享

受。然而,为了追求美的感受而对电梯轿厢进行装饰,忽略了

装饰物对电梯运行带来的影响 (增加轿厢自身重量及改变

轿厢的空间尺寸),一旦装修不当而出现装修过度,电梯的安

全运行难以得到保障, 最终使电梯的使用者增加出行的安

全风险。目前,电梯轿厢的过度装修主要表现为轿厢地面装

饰(加装大理石地板、瓷砖等)、轿厢壁装潢、轿顶增加天花、

轿厢顶部加装空调等。

2轿厢装修后对电梯的影响

2.1对平衡系数的影响

电梯是通过提升绳并依靠主机的驱动轮绳槽的摩擦力

来驱动, 在用的电梯大部分是以某一额定速度 v在井道中

运行。电梯在运行过程中,利用对重平衡部分轿厢的质量,实

现节能的目的。因此,电梯在大部分的使用过程中是偏载运

行的,由此引入平衡系数这一概念：平衡系数用于平衡轿厢

负载与对重侧的重量,其计算公式为：Φ=(W-G)/Q(式中：W

为对重侧总重量；G为轿厢自重；Φ为平衡系数；Q为轿厢

额定载重量)。根据 TSG7001-2009标准规定曳引式电梯平

衡系数应当在 40%～50%之间或者符合制造(改造)单位的

设计值。通常,电梯在设计生产安装后,由于W和 G为定值,

则平衡系数Φ亦为定值。但由于电梯装修的出现,轿厢自

重必然会有所增加,由此平衡系数Φ将会减少。平衡系数

的减少,将会对电梯的运行带来各种不利的影响：首先,轿厢

自重增加,则其额定载重量必然降低,从而降低其输送能力；

其次,对电梯的能耗也会产生影响,电梯在日常使用过程中,

大部分是处于非满载或非空载状态下运行的, 由于过度装

修的出现,电梯将可能长期出现满载状态运行的情况,从而

加剧了电梯的使用能耗；最长期的大偏载运行,将加剧电梯

机械部件的损耗,影响电梯的使用寿命。

2.2对曳引力的影响

曳引力是依赖于曳引轮和钢丝绳之间的摩擦力来实

现、保障电梯功能的一种能力。曳引力需满足以下三个条

件：

第一,轿厢装载 125%的额定载荷应保持平层状态不打

滑。

第二,在紧急制动的状态下,不论轿厢内是空载还是满

载,其减速度的值不能超过缓冲器(包括减行程的缓冲器)作

用时的减速度的值。

第三, 当对重压在缓冲器上而曳引机继续向上运行,空

载轿厢不能被提升。根据欧拉公式得 T1/T2≤efa(式中：f为

当量摩擦系数；α为钢丝绳在绳轮上的包角,rad；T1、T2为

曳引轮两侧曳引绳的拉力；e为自然对数的底,e≈2.718)。轿

厢装修后 T1的值将发生改变, 曳引条件也就随之发生变

化。一旦电梯超载保护装置失效,由于电梯的过度装修所诱

发的风险将会大大增加。当过度装修后的轿厢装满载运行

时,由于曳引条件的改变,当曳引轮提供的摩擦力不足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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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电梯轿厢侧的重力时,电梯轿厢将会自由下坠；由于轿厢

侧重量的增大超过制动器的制动能力, 电梯在停靠层站时

易出现在层门打开的情况下电梯发生滑梯等情况；由于过

度装修而改变电梯在设计时的受力情况,如主机轴、减速箱

等,从而降低其使用的稳定性,加剧电梯的使用运行风险。

2.3对电梯运行空间的影响

电梯轿厢进行装饰后, 对其运行空间亦将可能产影响,

如轿厢顶加装空调。电梯顶部的空间将会发生变化。电梯轿

厢顶部的空间主要是用于维修保养人员的日常维修检查和

检验人员对电梯安全性检验工作的平台。GB7588-2003

5.7.1.1中对此类空间有了明确要求。当对重完全压在缓冲

器上时,顶层空间应同时满足下面四个条件：

第一,轿厢导轨长度应能提供不小于 0.1+0.035V2(m)的

进一步制导行程(0.035V2表示对应 115%额定速度 V时的

重力制停距离的一半)。

第二, 轿顶可以站人的最高面积的水平面与位于轿厢

投影部分井道最低部件的水平面之间的自由垂直距离不小

于 1.0+0.035V2(m)。

第三, 井道顶的最低部件与轿顶设备的最高部件之间

的间距 (不包括导靴、钢丝绳附件等) 不小于 0.3+0.035V2

(m)；与导靴或滚轮、曳引绳附件、垂直滑动门的横梁或部件

的最高部分之间的间距不小于 0.1+0.035V(m)。

第四, 轿厢上方应当有一个不小于 0.50m×0.60m×

0.80m的空间。对大部分电梯来说,轿厢的顶部空间面积较

小,加装空调后,将大大减少电梯的维修空间,对电梯的维修

保养带来不便；由于轿顶空调的存在,可能减少电梯设计过

程中轿顶设备与井道顶部的垂直空间, 容易引起设备与井

道顶部发生碰撞的风险；由于该空间距离的减少,对电梯钢

丝绳的修剪也将带来影响。由于季节气候的变化,钢丝绳在

使用时伸长量变化较大,需要按时修剪。其裁剪量主要根据

轿厢的顶部空间进行限定,当裁剪量过多,容易造成对重架

脱轨的风险。因此,加装空调后,增加了对电梯维护保养的难

度。

2.4对电梯紧急救援的影响

安全窗作为电梯在紧急情况下对轿厢乘客从井道内进

行救援方式,是电梯紧急救援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过度

装修后的轿厢,如轿顶增加天花或加装空调,常常将安全窗

进行封堵或者无法完全打开, 这样就会增加紧急救援的难

度。

2.5对电梯安全部件的影响

电梯的过度装修改变了电梯设计的初衷。电梯的安全

部件(安全钳、缓冲器、曳引机和制动器)的选择对应着电梯

额定载荷、轿厢自重和额定速度。过度的改变轿厢重量,安

全部件的工作范围也相应的发生改变, 甚至有可能超出工

作范围,对其工作的稳定性构成危险。

2.6对轿厢其他的影响

轿厢壁的装潢,轿厢面积将变小：一是减少了轿厢的面

积,降低了实际使用率；二是易出现轿厢通风口被封堵的情

况,不利于轿厢的通风,一旦出现困人事故,易出现由于轿厢

通风不良而致被困者窒息的情况；三是部分装饰材料存在

易燃等安全隐患。

3对电梯装修的建议

综上所述,对电梯进行过度的装修,易出现各种不可控

的风险,对电梯的使用者构成危险。当然,随着生活质量的提

高,对经常使用的垂直交通进行适当的装潢,一方面可以提

高电梯的美感,另一方面也加强电梯的使用保护,增加其使

用寿命,但电梯的装修应适度和合理。对于使用单位,在电梯

装修前应向生产单位和维修保养单位咨询, 明确装修方案,

并通过专业的电梯装修公司进行装修。对于生产单位及维

护保养单位, 在电梯装修后应进行相应的安全性能检验,并

确保其使用安全。对于监检机构,应尽快对在用的电梯装修

情况进行摸底排查,并对其安全性能进行验证,保障电梯的

安全使用。

4结语

目前,电梯轿厢的装修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例,而是普遍

存在的现象。最近几年发生的电梯伤人案列中,电梯过度装

修也频繁出现在事故分析中。我们不能过度追求豪华、舒适

而牺牲掉安全。电梯的安全运行,需要生产厂家、安装方、维

修保养单位、使用单位及乘客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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