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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梯使用方便了人们生活与工作,但是其机械故障问题存在了安全隐患,因此为了保障电梯安全运行,本文简述了电

梯的基本结构,对电梯机械故障的解决措施与防护策略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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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层建筑日益增多,电梯也在社会不断的发展中成

为了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工具,同时电梯机械故障日益增

多。基于此,以下就电梯机械故障的解决措施与防护策略进

行了探讨分析。 

1 电梯的基本结构 

电梯作为一种机械与电气高度结合的电气设备,具有多

而复杂的系统。电梯系统主要包括曳引系统、导向系统、轿

厢系统、门系统、重量平衡系统、电力拖动系统、电气控制

系统、安全保护系统等。电梯分为机房、机箱、层站、井道

等。电梯主要的机械构件为曳引电动机、曳引钢丝绳、开门

机、电梯限速器、门锁、导向轮、缓冲器、电梯超载限制装

置等。 

2 电梯机械故障的解决措施 

2.1 电梯机械故障的原因分析。主要表现为：(1)电梯

机械疲劳导致安全问题发生。电梯运行过程中的金属活动组

间处于不断运动状态,这种情况下组间往往会形成机械疲劳,

甚至还会引发部件损毁,电梯发生故障。从另外一个角度分

析,在电梯机械的运行过程中,不仅要实现润滑的有效性,减

少因为摩擦所引发的机械疲劳,并且也要从制造材料等角度

出发进行分析,积极提高电梯活动部件的强度。值得注意的

一点是,尤其在人员流动较大的区域,需要设置多组电梯,用

来分担人员流量,这样或多或少可以对电梯运行负荷起到作

用。(2)电梯机械润滑导致安全事故发生。通常电梯的使用

率非常高,并且负重移动工作量较大,在电梯的运行中离不

开润滑系统,如果润滑系统发生故障,那么则会导致电梯的

活动组间受到影响,进而引发故障。除此之外,因为机械润滑

导致的故障不具备隐匿性,在工作中容易发现,所以需要加

以重视,积极做好润滑工作,实现对润滑系统的维护,这样才

能真正保证电梯系统的安全性。(3)机械损耗导致的安全问

题。一般所投入运营的电梯使用频次与时间比较久,并且在

日常运行中需要做好维护,如果不加以维修,即便质量再好

的电梯机械也会出现故障,进而引发安全事故。所以为从根

本上保障电梯运行的安全,需要对维护的周期加以缩短,尤

其是对频次比较高、符负荷比较重的电梯对其维护时间加以

控制,并定期或不定期对故障进行排查。 

2.2 电梯机械故障的解决措施。上述说明电梯机械故障

主要是由于电梯机械使用频繁,造成机械疲劳引起；并且还

有可能是电梯机械润滑问题导致,这种问题经过检测和诊断

是很容易发觉并解决的问题；此外因为电梯运行会造成不可

避免的损耗,从而可能导致电梯安全事故的发生。这些电梯

机械故障都有相对应的表现现象,一般通过经验和简单方式

就能判定出问题所在。其解决措施具体体现在：(1)机械疲

劳的解决措施。因为机械疲劳是电梯发生故障的主要因素,

在电梯的长时间使用下,機械疲劳现象十分普遍,如不加以

改善则会因为某一个金属组间损坏而引发故障,所以在日后

的诊断与设计过程中,电梯故障的排查人员需要从本质出发,

明确电梯机械发生故障的原因是否是因为机械疲劳所产生

的,并且要正确找准故障发生的位置,及时更换与维修损坏

的部件。(2)针对润滑系统原因的解决措施。润滑系统同样

是对电梯故障的主要因素,在与机械疲劳的对比中了解到两

者之间存在差异,如果电梯润滑系统发生故障,那么则是因

为摩擦而产生噪音,能够及时判定,如果摩擦力比较大,那么

则会加快某一个部件的磨损情况,甚至摩擦严重还会产生大

量热,在极短的时间内边导致部件发生损毁。因此电梯机械

维修与管理人员需要加强分析,要定期进行检查,如果在日

常检查过程中发现问题,则需要及时解决与处理,这样才能

从本质上减少意外的发生。(3)磨损老化的解决措施。电梯

运行一段时间后期内部组间会磨损老化,进而引发故障,从

某个角度分析,磨损老化是不容忽视的现象,也是不可避免

的现象,即便是质量再好的电梯在长时间运行之后也会产生

老化,甚至严重的时候还需要报废处理。所以在新时期,为从

根本上提高电梯使用的安全性,笔者认为在电梯选择方面要

尽量选择高质量且易维修的电梯,并定期或不定期加以检查,

如发生问题需及时处理与解决。 

3 电梯机械故障的防护策略 

3.1 优化生产组织形式和维护方法。首先,依据国家相

关准则和法律,制定合理、有效的管理准则和手段,制定符合

标准的费用分配机制,充分发挥分配费用的作用。其次,预算

经济支出,保证电梯正常运行,提高经济效益。电梯维护方法

主要包括维护形式、维护类别这样两种,其中,维护形式通过

对管理方式的选择,提前预示故障发生点,并选用有效措施

进行预防,提高运行效率；维护类别使用的是预防为主,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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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旨在根据电梯的运行状况制定相应措

施。在电梯运行中选用行之有效的维护方法,减小各部件耗

损量,实现 终的维修目标。 

3.2 加大电梯机械的维护和管理力度。为预防电梯机

械安全事故的发生,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必须加强对电梯机

械的管理和维护,定期检测电梯零部件和性能,详细记录各

部件的更换时间、使用时间,提高故障诊断意识,将安全隐

患扼杀于萌芽中,及时做到预防和排查故障,保证电梯安全

运行。另外,还要落实维修、管理负责人,选拔专业、高素

质的管理人员、维修人员,按时开展维修工作,及时更换配

件、润滑油,以此保证电梯时刻处于正常状态,提高运行效

率。 

3.3 安装超保护装置。第一、活动轿厢。在整个电梯中,

轿厢的更换和修复工作也是 麻烦的一项工作内容。在这样

的情况下,电梯中能够称重量的一个零部件是橡胶制品,这

些零件一般情况下被固定在电梯中的某个零部件中,这样一

旦电梯的承载重量超出了应该使用的范围,电梯就会发出警

报,能够保证使用者的安全。这个橡胶垫的承载压力是向下

的一种方式,因此电梯的载重压力承受到一定的压力,橡胶

垫就会失去原有的形状,在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橡胶垫

就会接触到相关的开关,这样也会导致电梯不能够正常地运

转。第二、轿顶称量装置。在电梯的使用中,电梯的轿顶称

量装置在使用的过程中,其中所需要使用的称量原件,也是

由压缩弹簧所组成的。弹簧装置就是按照杠杆原理所创造出

来的,在电梯使用的过程中,其弹簧装置需要设置在轿厢的

顶端,但是这一装置还需要使用在电梯的绳头组合上,但是

每一个电梯的负载量并不相同,因此其中的弹簧装置还需要

安装在轿厢顶端,这样才能够保证电梯在超载的过程中,装

置能够及时地感受到电梯超载的情况,并且及时发出警报,

这样能够避免电梯由于超载等情况出现故障。第三,机房称

重。所谓的机房称重就是将电梯的超载装置引入机房系统中,

加大轿顶、轿底位置的安装难度,这时应选用 2:1 的绕法,

其原理和运行方式和轿顶称量相似,将超载装置安装至绳头

板,杠杆会被其带动,并且随着荷载量的变化而摆动,若电梯

出现超荷载现象,处于摇摆状态的杠杆就会接触微动开关,

终切断控制功能。 

3.4 加强备用件和运行部件的管理。电梯备用件管理

过程中,除要及时制定采购方案外,还要提升仓管水平,加

大相关技术的监管力度。加强电梯机械故障的监督管理,

根据电梯故障制定有效措施,提高故障诊断率和排查率,将

故障发生率降至 低。另外加强特种设备的安全检测。电

梯作为一种特种设备,做好安全检测能保护生命和财产安

全。这就要求相关人员选用合适、专业的手段,对隐蔽性高、

危险性高的部件及时进行检测,预防后期运行中的破损。为

保证上述措施的有效运行,还要制定行之有效的保养制度、

巡回检测制度,并将其贯彻落实到各环节,提高电梯维修工

作效率。 

3.5 加大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电梯是否能够安全、高

效的运行,除和电梯机械的安装质量、制造质量相关外,还和

工作人员的工作素质相关。作为电梯机械的维修、保养人员,

应具备强烈的责任心和工作态度,与此同时,还要进行全面、

系统的培训,如业务技能、理论知识等,以此提高业务水平。

除此之外,还要培养他们的心理素质,因为电梯维修具备风

险性,心理素质的培养能在故障发生后及时进行判断,保证

电梯正常使用,延长运行周期。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目前电梯应用越来越广泛,其给人们生活带

来便利,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也了引发了很多安全事故,因此

需要及时诊断电梯机械故障,并制定科学、合理的优化措施,

从而保障电梯运行安全,消除电梯机械故障存在的安全隐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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