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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介绍了无机房电梯机械锁定装置的作用和结构形

式, 分析了当前电梯机械锁定装置检验过程中所遇到的问

题,然后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对策。

1无机房电梯机械锁定装置的简要概述

1.1结构形式

目前在无机房电梯中使用的机械锁定装置通常由以下

两部分的机械结构组成：(1)安装在轿架上面的插销轴。该插

销轴的主要作用是根据电梯的运行状态对电梯的档位进行

控制,在电梯正常运行的过程中,插销轴会位于正常档位,并

且不会插到导轨上的插销定位孔内, 因而在电梯的运行过

程中插销轴并不会起作用,而当进行维修作业时,插销轴将

插入导轨上的插销定位孔内, 因此在维修的过程中轿厢不

会下落；(2)固定导轨压板。固定导轨压板的作用是为了让厚

板能够牢靠的固定在导轨上, 在使用的过程中应该保证厚

與板安装在导轨上的位置能够满足轿顶平面 井道顶部相差

2m的设计要求。

1.2使用流程

在使用无机房电梯机械锁定装置时, 首先需要由工作

人员对电梯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明确, 并结合具体的电梯

维修需要要求,将电梯轿厢停靠在指定位置处。之后需要由

工作人员将 UKS开关开启,此时插销孔内将会由插销轴自

动插入,直至插入成功即代表着锁定装置正式生效,此时在

轿顶平台处维修人员可以开始正常作业。但其需要在维修

过程中对轿厢的实际情况进行密切注意, 始终保障锁定装

置能够在最大允许载荷范畴之内, 当完成全部作业且轿顶

平台正常无误之后,需要将插销轴调回正常档位,此时电梯

可以再次进行安全运行。

1.3无机房电梯机械锁定装置的作用

由于无机房电梯没有独立的控制机房,控制柜、驱动电

机等电气设备通常都安装在轿厢顶部或者是井道的顶部,

这使得轿厢顶部成为了电梯维护工作人员的主要作业场

所。无机房电梯机械锁定装置的主要作用便是通过采用机

械手段防止轿厢在检修的过程中发生滑动甚至是坠落,保

证在施工过程中维修人员的人身安全。无机房电梯的机械

锁定装置通常都安装在轿顶上紧挨曳引机的一侧, 在维修

的过程中维护人员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利用机械锁定装置

将轿厢固定在理想的位置。例如当需要对控制屏进行维护

作业时, 应将轿厢固定在轿顶平面与顶层平面平齐的位置,

而对曳引机进行维护作业时, 通常都需要将轿厢固定在轿

顶平面与井道顶部相差 2m左右的位置。

2无机房电梯机械锁定装置检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

2.1未安装验证插销轴锁紧状态的电气安全装置

无机房电梯的生产厂家众多, 而由于缺乏统一的行业

标准和技术准则, 不同厂家所采用的机械锁定装置的结构

形式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检验

维修工作的工作难度。在无机房电梯机械锁定装置的检验

过程中,检验人员往往会发现,有的生产厂家设置了电气开

关了控制插销轴的进出, 但是并未单独设置电气安全装置

来保证在维修作业的过程中插销轴能够始终处于锁紧状

态。因而在检修的过程中,维修人员的操作很可能会导致插

销轴的误动,使得整个机械锁定装置失效。

2.2机械锁定装置的质量和安装问题

设计机械锁定装置的初衷是保障电梯的安全稳定运行

和维修检测人员的安全,但是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由于机

械锁定装置的质量问题、安装不规范等问题,导致机械锁定

装置一直以来都存在较高的故障率, 对电梯的正常运转造

成了巨大的影响。此外在检验的过程中,检修人员经常能发

现很多无机房电梯并没有按照规定的要求加装两套机械锁

定装置,而仅仅是安装一套锁定装置,虽然一般情况下一套

锁定装置也能够起到固定轿厢位置的作用, 但是其仍然存

在检修的过程中轿厢发生扭转的可能性, 因此也使得整个

检验工作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2.3操作不规范,重视程度不足

长久以来, 无论是电梯维修人员还是电梯运行管理单

位都存在着对机械锁定装置检验工作重视程度不足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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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本控制和节能环保成为各行各业日益关心的重要话题,电梯作为建筑物内的重要组成部

分和功能单元,其行业技术需求也逐步提高,无机房电梯技术从而应运而生,无机房电梯不仅仅是把机房空间省略,而是对常

规电梯理念的改革和创新,无机房电梯技术的出现,省略了电梯机房的占用空间,节约了建筑本身的空间成本,使建筑物的空

间设计更加简单灵活,并且随着一些智能设备的研发和投入,使电梯的整体性能大大改善,从材料消耗和能源损耗上都大大

降低,如今无机房电梯已成为电梯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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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在检修作业的过程中维修人员未确认机械锁定装置是

否安全可靠便进行轿顶作业的情况随处可见。为了节省检

修作业的时间,提高检修工作的工作进度,大部分检修人员

在开展作业之前都只是简单地通过观察的方式大概判断一

下是否安全, 很少有检修人员在操作之前通过打滑试验等

方式对机械锁定装置进行全方位的测试。而电梯管理单位

为了降低维修成本,通常也是抱着侥幸的心理,默认该种现

象的存在。此外由于缺乏明确的操作准则,在开展维修作业

时,维修人员的操作存在很大的随意性,这些工作细节都会

对检修工作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也不容忽视。

3无机房电梯机械锁定装置的检验措施

3.1科学设计装置

在设计无机房电梯机械锁定装置的过程当中, 设计人

员需要积极与运维人员进行沟通和联络, 主动掌握电梯运

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尽量减少牵引机的误动率,同时

确保在其出现误动时依旧不会对轿厢固定造成任何实质性

的影响。另外,为有效保障无机房电梯机械锁定装置具有较

高的质量, 设计人员需要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要求挑选质量

上乘的材料,并准确计算出其最大承受载荷,从而对机械结

构进行调整和优化, 使其能够更好地满足电梯维修与管理

的实际要求。

3.2做好监督检验

无机房电梯机械锁定装置的监督和检验工作同样需要

得到重视, 电梯机械锁定装置的监督工作需要划分至电梯

机械设备的日常检查工作范畴当中, 在由专业人员定期对

锁定装置进行监督和检查的同时,要求其能够认真、及时记

录监督与检查工作中得到的相关信息数据, 并将其统一进

行归档整理；针对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故障问题,则需要立

刻联系运维人员尽快对机械锁定装置进行维修或更换,使

得无机房电梯机械锁定装置始终能够拥有较高的质量并保

持较好的工作状态。运维人员在正式进行电梯的维修作业

之前, 也需要采用专业的仪器与设备对机械锁定装置的安

全性能进行全面、科学地检验,检查插销轴到位与否,并借助

放置重物等方式对轿厢进行试固定, 确保无机房电梯机械

锁定装置正常之后才能够正式进行电梯的维修操作。

3.3采用专人专管

对于无机房电梯机械锁定装置, 需要采用专人专管制

度,为装置的安装以及监督管理工作委派专业人员,并帮助

其明确自身的工作职责, 使其能够正确认识到自身工作的

重要性。不仅如此,安装和监督检验无机房电梯机械锁定装

置的相关工作人员, 也需要有意识地加强自身综合素质以

及职业能力的提升与培养力度, 通过积极参与相关知识技

能讲座等方式主动汲取更多该领域先进的技术方法等,从

而能够更好地完成无机房电梯机械锁定装置的安装和检修

工作。相关领导也需要定期对检修人员等进行技术考核和

职能评定, 采用科学合理的奖惩机制有效调动检修人员的

工作积极性和创造能力, 使其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本职工

作当中。

3.4使用先进科学技术

考虑到当前在安装和检验无机房电梯机械锁定装置的

过程当中, 工作人员通常习惯使用直接观察法和简单的测

试法,虽然其能够对锁定装置的性能等进行大致判断,但其

科学性和精确性明显不足, 容易影响检验工作的全面性甚

至埋下一定的安全隐患。针对这一情况,在安装和检验无机

房电梯机械锁定装置时, 工作人员需要有意识地使用当前

最为先进的技术手段和仪器设备, 譬如说使用超声波或电

磁等检测方法,实现全面、精准、深入检验无机房电梯机械

锁定装置的目标, 为电梯运维工作的顺利开展以及提升锁

定装置质量与使用寿命等提供有效保障。同时,还需要对无

机房电梯机械锁定装置的安装与检验流程进行明确规定,

除了需要保障插销轴处于正常紧锁的状态之外, 还需要额

外增加打滑试验,真正保障锁定装置能够发挥应有效用。

4结束语

无机房电梯的轿厢的顶部的机械锁定装置的安装和检

验方法还存在诸多不合理性以及不规范之处。随着当前电

梯的功能结构的设计以及生产安装不断的被安全检修人员

重视, 无机房轿顶检修平台机械锁定装置的检验方法的不

断改进以及机械锁定装置的可靠性分析的不断重视, 将很

大程度上促进无机房电梯产品生产安装的规范化及科学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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