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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快,与之相伴的是城市的发展和扩大,在建筑行业蓬勃发展过程中,电梯的安装使用

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安全性、稳定性以及舒适性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要点。电梯导轨的安装质量关系到电梯整体的安装质量。

文中将以电梯导轨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其安装中常见的问题,并以此为依据提出导轨安装中应当注意的要点,然后对在用电

梯的导轨校正方法进行分析,为电梯的质量以及运行安全性的提高提出科学合理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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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梯导轨选型及支架固定方式 

电梯导轨通常包括“T”(也叫实心导轨)和空心导轨这

两种形状,其中空心导轨用途有限,仅限不使用安全钳场合,

基于其造价低廉被经常用于对重侧。相比之下,“T”型导轨

使用范围更为广泛,适用于各种场合。 

井道壁结构材料决定着导轨支架选择哪一种方式进行

固定,例如混凝土结构的井道壁可以选择预埋钢板方法、直

埋法以及膨胀螺栓固定法和对穿螺栓固定方法,其中使用对

穿螺栓固定法的井道壁必须满足厚度小于 100 毫米这一条

件；再如砖砌井道壁,通常采用在井道内加设槽钢的方法来

固定支架或者在导轨支架固定位置添加混凝土圈梁。此外,

电梯导轨安装工作还涉及到垂直度问题、平行度问题、两列

导轨间距问题、工作面接头台阶问题等等。 

2 安装要点 

2.1 安装前检验 

为了避免因材料质量问题而造成的安全隐患,在导轨安

装之前,应当对材料进行检查,观察导轨是否符合电梯安装

的标准。材料在搬运与堆放时要注意轻拿轻放,避免重压,

防止导轨出现破损等情况。 

检测标准。每根导轨的弯曲度都应当保证在 0.6mm 以下,

任意1000mm长的导轨其弯曲都应当在0.3mm以下,导轨直线

度应当低于 1/6000。 

检测方法。首先将一根细线放置于金属垫片与两块磁铁

之间,将与磁铁连接的细线吸附到导轨需测量的一面,将细

线拉直对导轨的直线度与弯曲度进行测量。观察时要注意,

导轨自身的重量会使导轨受到重力的作用而发生弯曲,因此

在测量时尽量保证将导轨平放于地面。如果想要对测量结果

进行校检,则可以将导轨划分为几段分别进行测量,然后将

测量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扭曲测量时,可使用水平仪予以测

量,将导轨侧放,保证导轨两面呈现相对水平的状态。如果导

轨的弯曲度与直线度不符合电梯安装的标准但相差不大,则

应当先对导轨进行校正然后再安装；如果导轨的弯曲度与直

线度超出标准范围较大,弯曲严重则需将其进行更换,如果

来不及更换,也可以将弯曲度较大的导轨安装在电梯井井道

的 低处或者 高处。除此之外,为了避免支架等问题对导

轨以及电梯运行安全性的影响,还应当对电梯井墙面进行检

查,保证墙面的洁净与平整；如果井道过大,则需安装支架拉

杆保证电梯运行的平稳；螺栓与焊接技术要符合标准,对相

关技术人员的能力要进行考核与培训,焊接的方法与材料应

用应当依据现场的情况来分析与选择,与制造商进行有效的

沟通与交流,制定导轨安装的 优方案；混凝土类的构件也

应当进行细致的检查,保证其不会对支架造成影响,表面的

异物与粉刷层应当予以清除。 

2.2 导轨安装要点 

简单来说,导轨的安装包括四个步骤,分别是确定支架

位置、安装支架、安装导轨、调整导轨。导轨的安装与各个

阶段的工艺应用都应当按照相应的说明来完成,不能盲目的

展开,追求速度的同时应当对工程质量进行保证。严格按照

《电梯安装验收规范》以及《电梯监督检验与定期检验规则

一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等制度规范中的要求来完成电梯的

施工建设。电梯的安装要满足日常生活与生产活动的需要,

保证其运行的效率与安全。当前电梯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之

一就是相关人员不能掌握电梯导轨安装的要点。 

当支架安装完成后,每安装一根导轨,都要先使用铅垂

线对支架位置的导轨进行校正,保证误差值在合理的范围内,

然后将接导口位置的导轨进行校正,按照这一次序对所有导

轨进行安装与调整。这样的安装与校正次序可以避免导轨全

部安装后,因导轨自身的重力因素以及与预定位置之间的摩

擦,导致无法校正或者仅能在接导口位置校正。 

另外,在第一根导轨在安装时,可以在其底部放置 30mm

到 50mm 的垫片,当导轨安装后将导板按压紧,这样能够保证

即使受到自身的重力因素以及与预定位置之间的摩擦的影

响,也可以在导轨全部安装完成后再进行统一的校正与调

整。在校正时,可以将垫片拿下。 

当导轨安装完成后需对其进行检查与调整,左右的校正都

按照从下至上的顺序进行,在保证前一项合格的基础上开展下

一项校验,每一项应保证至少校验两次,进行校正与调整后需

进行再次确认。检测标准为：①导轨工作面垂直误差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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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000mm；②导轨与轿厢的平行度以及每一对导轨的平行度

标准为2/1000；③运行中的塞缝间隙不能超过0.05mm。 

3 在用电梯导轨的校正 

3.1 导轨损坏的原因 

电梯损坏的主要表现是重架与导轨脱离,导致这一现象

发生的原因有三点。第一点是空心导轨的使用,空心导轨在

使用一段时间后很容易发生变形,导轨的轨道明显变宽,重

架难以与轨道贴合,进而导致脱轨现象的发生。第二点原因

是导轨以及导靴之间的啮合深度相对较浅,如果啮合深度在

18mm 到 26mm 之间那么很容易导致脱轨现象的发生,而深度

超过 30mm 的则不容易发生脱轨问题。第三点原因是支架拉

杆的取消,为了简化电梯结构,电梯在设计时简化了导轨支

架这一结构,没有支架拉杆的支撑,在受到外力影响时,就很

容易发生对重脱轨。 

另外,如果安装方法不正确或者没有进行准确的校正与

调整,很容易导致导轨中的内应力较大,当电梯投入运行后,

导轨逐渐出现形变,如果轿厢在水平方向上的振动加大,则

会使电梯在运行中出现异常声音。 

3.2 导轨校正的方法 

首先对轿厢在各个平层的位置进行确认并进行测量,包

括厅门入口与厅门门套和轿门立柱的平齐尺寸以及厅门与

轿厢两处位置地坎之间的间隙大小,做好记录。其次将底坑

位置的第一个支架轨道与电梯井井道顶部位置第二个支架

轨道之间的导轨距及平行度进行测量与校正,并在这两个位

置的支架上方分别安装基准支架。将基准支架安装到指定位

置,让卡板能够准确卡入到导轨之中。在支架上绷紧细钢丝,

保证钢丝绳在卡板的某一刻线上,并对这一刻线进行记录。要

注意,支架上的螺杆、钢丝的位置不会影响电梯的整体运行,

其间距应当超过压导板间的距离。接着,测量两根导轨之间的

支架在卡板上的对应刻线,将这一数值与钢丝绳的刻度位置

进行对比,计算二者的偏差,并进行记录。然后对以上测量的

数据进行分析与研究,对校正后的导轨情况运行预估,如果预

测结果不符合电梯安全运行的基本标准,则需再次重复测量

并进行数据分析；如果预测结果符合标准,那么就可以制定相

应的校正方案,使导轨能够满足电梯安全运行的要求。 

以电梯导轨的内应力问题为例,在内应力的作用下电梯

会出现扭曲或者弯曲的现象,为了消除内应力的影响,需从

整体上对导轨进行处理,简单来说是提吊处理。可以选择将

一块压导板切分为两部分,然后在压导板的背部位置焊接上

一个吊环,其强度应当符合提吊的要求。另外需在机房楼板

处钻一小孔,大小要能够满足钢索的穿行。将焊有吊环的压

导板与顶端位置的接导面连接到一起,吊环与穿过楼板的钢

索接导在一起,并通过 U 型夹将其固定。接着使用千斤顶将

整个轿厢导轨提升 20mm 到 30mm,然后在利用加垫的方法将

千斤顶撤回。或者也可以采用提升固定,再校正的方法,依照

从上至下的顺序,将导轨逐个提升,提升高度为 20mm 到 30mm,

固定后予以校正,校正结束后在依次降下。但是如果压导板

是非摩擦型的,则不可使用这种方法进行校正。 

当校正结束后,再次对导轨进行检测,观察其各项数据

是否在标准范围内。如果导轨的扭曲程度较为严重,则应当

使用长角铁从导轨背面进行校正,保证两边用力的同时性与

均衡性,不能够将力直接施加于工作面。如果弯曲程度较为

严重,则应当使用千斤顶和导轨支架对其进行校正。 

4 结束语 

电梯导轨在安装中很可能因为对细节问题的忽视而留

下严重的安全隐患,因此在安装之前应当做好细致的检查与

准备,在安装的过程中注意导轨安装与校正之间的协调关系,

安装后要进行多次的校验。在电梯运行的过程中,导轨很容

易发生变形与扭曲等问题,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应当先对相关

的数据进行测量与分析,制定有效的方案进行解决,保证电

梯运行的安全性,为生活与生产的正常进行提供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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