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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制动器是保证电梯安全的重要装置, 制动器性能

的安全可靠,是保证电梯安全平稳运行的基础。电梯制动器

的主要功能在于电梯停止运行的状态下保持轿厢的位置静

止不动, 并且使运行中的电梯在断电的情况下能够自动制

停轿厢。其重要地位如同汽车的刹车装置,毋庸置疑要保证

其性能的安全达标。而对电梯制动器的性能检测在我国通

常采用在电梯整机上进行型式试验方法进行检测, 此种方

法因为设备结构的外在影响, 使检测的参数具有片面性,无

法全面准确的检测电梯制动器的性能。本文通过对电梯制

动器工作状况的参数关系进行动力学的分析, 研究讨论电

梯制动器性能检测的新方法。

1制动器试验工况的建立

为了更好的对电梯制动器开展相关的研究, 确定出相

应的安全技术标准,需要开展三个方面的试验操作。第一个

方面的试验是静载荷试验,也就是在电梯的整机当中,确保

它的平衡系数处在 0.4到 0.5之间, 在轿厢上面加上 150%

的额定载荷,然后再开展制动器的可靠性能试验工作。第二

个方面的试验是 125%动载荷试验,也就是当轿厢载荷达到

125%并且以额定的速度向下运动的时候,开展制动器的制

动性能试验。第三个方面要开展的试验是上行超速保护试

验,也就是当空载的轿厢一定的速度向上运动的时候,开展

制动器上行超速保护型式试验。对于这三种试验来说,在每

一种试验的情况之下,都要开展制动距离、制动减速度、制

动力距和主轴转速等多个方面的参数测量工作, 同时也要

对摩擦片的温升情况进行探讨。

2电梯制动器的基本特点

电梯是建筑物中的主要垂直升降运载设备, 电梯的安

全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命安全, 要保证电梯的安全运行,需

要定期对电梯进行检测,在电梯检测工作当中,电梯制动器

是必须检测的重点内容。电梯制动器是电梯装置中最重要

的安全装置, 制动器的安全与可靠是决定电梯能够安全运

行的重要保证。对于电梯制动器的要求,是电梯制动器的结

构紧凑、噪音低、振动小、安装方便、动作灵敏、电磁推力大

和制动可靠等,既是电梯制动器的优势特点,更是电梯制动

器的基本要求。

在我国的《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中规定,电梯必

须要配备制动系统, 制动系统在电梯中相当于是控制系统,

电路电源的水电和动力电源的失电都由制动系统所决定。

在电梯运行的过程当中, 电梯制动器的主要目的是让电梯

安全、平稳的制停,从而保证电梯乘客的安全。从制动器的

结构上来看,电梯制动器主要包括了电磁铁、闸瓦、制动臂

以及弹簧等,其中弹簧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由于在电梯运

行的过程当中,电梯制动器需要反复操作,因此长时间的进

行制动器的操作会使得制动器出现磨损的现象, 一旦电梯

制动器磨损后未能及时进行检测和更换零件, 就容易引发

电梯安全事故。

3电梯制动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电梯制动器的运行操作主要是在电磁铁线圈断电的时

候,制动闸瓦就会对弹簧产生一种压紧力,通过压紧弹簧使

得制动器能够产生较大的摩擦力, 从而实现制动器的制动

力矩,当电磁铁线圈通电的时候,制动器会自动松闸,从而实

现电梯制动器的运行操作过程。会引发电梯运行的安全事

故, 主要是因为电梯制动器在运行的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

方面的问题:

第一, 机械出现卡阻与零部件的磨损是电梯制动器运

行过程中最常见的问题, 而机械卡阻与零部件的磨损问题

与电梯制动器的检修人员没有及时进行检修和更换磨损零

部件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机械发生卡阻的主要原因在于

制动器中的制动铁芯在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着异物或制动轴

在运行的过程中,制动鞘锈死问题十分严重。对于零部件的

磨损问题, 这是电梯制动器在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当零部件的磨损程度达到直径 3%以上时就会出现故障,从

而引发电梯事故。

第二, 除了上述电梯制动器运行过程中最常见的问题

之外, 电梯制动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制动弹簧的压缩形成偏大或者偏小、影响了闸瓦的紧

压力；其二,制动闸瓦工作表面存在油污,这些油污降低了制

动轮与制动闸瓦之间的摩擦系数；其三,制动器的铜套与铁

芯之间有锈蚀、灰尘、油污等,降低了铁芯的灵活度；其四,制

动器中的制动臂与销轴的连接处不适合润滑使得铁芯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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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梯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应用非常广泛；在电梯的运行过程中,制动器对于曳引机的作用十分突

出,因此制动器的性能状况直接影响着电梯的运行状况。本文立足传统制动器性能检测中操作复杂、参数少、范围小的特点,

提出了新的检测方法,以此来为电梯制动器性能的检测提供有效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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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位。

第三, 对电梯制动器性能的检测缺乏一个健全有效的

管理机制,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管控结构和层级,对电梯制

动器制动性能的相关项目进行管理的过程中还缺乏有效、

完善的处理问题的相关机制, 对电梯制动器运行的管控效

果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另外,在电梯制动器性能的整体检

测工作当中, 需要从整体上提高电梯制动性能检测工作的

安全与稳定, 从真正意义上对电梯制动器的运行效果进行

有效优化, 最终保证电梯制动器的安全有效运行和电梯的

安全运行。

4制动器的性能检测方法

对于在电梯整机上开展电梯制动器的型式试验来说,

这种试验本身所要检测的参数是比较少的, 因此它的结构

比较庞大, 在操作上出现不便和检测范围少等各种各样的

缺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需要对电梯制动器试验工况

下的一个动力学特征进行合理的模拟, 从而开发出一个能

够在制动器检测方面发挥着作用的模拟试验机。对于这个

试验接了说它能够有效的对加载制动器的制动操作时的能

量状况进行真实的模拟。对于试验机的加载系统来说,它本

身就是一种水平放置的旋转加载装置, 因此它能够比较有

效地对加载制动器的试验工况下的能量状况进行真实的模

拟, 从而使得制动器能够尽量使得试验工况下所需要的一

个动力学特征得到有效的满足, 然后在制动器的系统作用

之下,利用制动的操作对加载系统所加载的能量进行消耗。

在这个过程当中, 试验机上的各种传感器会开展信号的全

面收集工作,在信号调理完成之后,所采集到的信号会经过

数据线传送到计算机当中,从而建立起一个测控的系统。在

这样的背景之下, 人们可以使用水平模拟试验机对整体的

制动器开展型式试验, 这样的一种操作方式在操作上的简

便性非常突出。对于这种检测方式来说,所形成的试验机构

中的机械设备系统尺寸小,不占用过多的地方,便于运输和

管理,但是可以检测的范围却比较大,对于传统检测方式的

不足也可以进行有效地弥补。

对制动器开展性能方面的检测, 需要通过试验样机来

完成,它的组成部分较为多样化,各个部分发挥各自的功能

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进行加载的时候,加载功能的实现

需要通过电机和惯性飞轮组来结合开展模拟的加载辅助工

作,从而实现整体的加载。放置到电梯系统当中进行分析,偏

载会在加载的电机的帮助下进行加载, 惯性的载荷则需要

通过飞轮组结合电惯量来实现, 并且是一种混合型的加载

方式。在具体的系统运行当中,加载电机需要开展两个方面

的操作,一个方面要完成系统偏载的模拟加载工作,另一个

方面要完成等效转动惯量加载工作, 从而使得整体的加载

得到实现。试验样机在开发方面的成败和质量和加载电机

的加载效果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因此需要在加载环

节中给予高度的重视, 使得电梯制动器性能的检测成为现

实。

5结语

总而言之, 电梯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特殊

运输设备,电梯的运行安全关系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因此,电

梯运行的安全性至关重要。而在电梯运行的过程中,与电梯

的安全运行具有密切关系的是电梯制动器, 只有保证电梯

制动器的安全、有效运行和操作, 才能为电梯安全提供保

障。对电梯制动器性能进行准确全面的检测是保证电梯安

全运行,减少电梯事故发生率的最有效的措施。本文改变传

统电梯整机进行制动器检测的方法, 采用设计和建立电梯

制动器模拟试验样机的方式进行电梯制动器在三种工作状

况下加载力矩计算和分析,检测电梯制动器的性能,保证了

试验样机的制动力矩和规律同实际电梯整机系统在制动上

的力矩和规律相符合,从而保证了电梯的安全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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