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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高层建筑数量的不断增多,电梯设施的应用量也日益增多。人们也越来越关注电梯的稳定性与安全性问题。

为了在日后的工作中,对既有的不足更好的改善、弥补,应坚持在曳引式电梯轮槽磨损方面加强检验、分析,由此一来,不仅能够

提高曳引式电梯轮槽的安全性、稳定性,同时减少了安全隐患的发生,对于全局工作的综合进步,完全能够奠定坚实的基础。文

章针对曳引式电梯轮槽磨损及其检验检测展开讨论,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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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梯曳引轮构造 

曳引轮为电梯设备重要构成部分,也可以被看成曳引

式电梯曳引系统、电机与制动设备以及减速设备共同组建

的电梯动力元件,实质上就是曳引机。曳引轮是曳引机的绳

轮,被业内人士称之为曳引或驱动绳轮。曳引轮为电梯传导

曳引动力的装备,借用曳引钢丝绳与轮边界上端的绳槽摩

擦力传导动力,安置在减速设备上端涡轮轴的上部。基于曳

引轮需承载轿厢与载重,以及对上述重力均会生成静动载

荷这一实况,因此对曳引轮的强度与韧性,耐磨损性与抗冲

击性提出较高的标准,所以 QT60-2 球墨铸铁这一原料也有

较高的应用频率。曳引轮的半径必须要大于钢丝绳的 20 倍。

在现实运用过程中,一般会选用 25 倍左右,特殊情况下大于

30 倍。 

2 分析曳引式电梯轮槽磨损原因 

2.1 设计曳引轮槽时出现问题 

因为在目前技术的制约下,在设计曳引轮槽时经常出现

不达标的情况,因此导致问题的发生。如设计轮槽时,其直径

很难达到统一,节圆容易出现误差。这样,就会将轮槽使用时

的磨损程度增加。此外,制作轮槽所用材料质量,也会严重的

影响轮槽磨损质量。一般的时候,因为生产成本的制约,很好

会用高强度的材料生产、制作轮槽,这样,就容易将轮槽的耐

磨度降低。这样,轮槽的应用寿命就会在无形中被缩短。 

2.2 配套设施的构造与材料不合格 

曳引轮槽不但受到自身设计与材料的影响,而且,很多

外部因素也会对其带来影响。例如曳引绳,在应用电梯设施

时,曳引绳会频繁的与轮槽接触,因此,它会直接的影响轮

槽的性能。合理的设计曳引绳,能够有效的降低对轮槽的磨

损程度。通过数据调查显示,曳引钢丝绳所带来的额轮槽磨

损大概占据 30%。同时,生产与制作曳引绳的材料,也会磨

损到曳引绳。通常情况下,通过高质量材料制作的曳引钢丝

绳,能够将轮槽的磨损程度大大降低,进而将轮槽的应用寿

命延长。 

2.3 搭配不科学 

钢丝绳与轮槽的契合度也会影响到轮槽的性能。高质量

契合度,能够确保钢丝绳与轮槽处在 合理的运行状态下,

进而将轮槽的磨损程度降低。然而,一旦两者配合不合理,

就会磨损到轮槽,进而将轮槽的磨损程度降低。 

2.4 其他影响 

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轮槽的磨损程度,例如,承载负

荷,必须要严格的依据相关标准控制电梯的承载负荷,如果

电梯在运行时将预设承载超出,就会严重的损坏到轮槽。如

果一直这样下去,对轮槽的应用寿命必然会带来影响。此外,

轮槽的磨损也会受到运行高度的影响。数据表明,越长的电

梯运行距离,就会不断加重轮槽的磨损程度。同时,稳定的运

行环境,有助于降低电梯轮槽的磨损程度。一旦电梯在外部

比较恶劣的环境下运行,必然会影响到轮槽的性能。 

3 曳引式电梯轮槽磨损的检测技术 

3.1 钢丝绳的检测分析 

在电梯系统中,钢丝绳对曳引式电梯的运行起到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而且,曳引式电梯的磨损程度也与钢丝绳的性

质有着一定的关联,因此,在曳引式电梯槽磨损问题分析中,

需要构建以下几种检测方式：第一,观察法。对于观察法而

言,主要是针对经验丰富的检测人员而言,在检测工作中,凭

借自己以往的工作经验,就可以对钢丝绳表面磨损程度进行

判断；第二,拉力检测法。拉力检测主要是通过对钢丝绳拉

力值的检测,判断其状态是否良好,需要明确钢丝绳的拉力

状态,并在合理范围内进行磨损问题的分析。 

3.2 曳引式电梯磨损检测 

对于曳引式电梯的轮槽而言,钢丝绳的下沉量是判断曳

引式电梯磨损的重要因素,如果其磨损的状态相对 严重,会

出现较为明显的沉降价值,对于查过磨损范围内的曳引轮,

需要进行及时性的修复。与此同时,在曳引式电梯磨损检测

及分析中,需要通过目测方式,进行轮槽磨损状态的分析,而

且,也可以运用红外测量方式,进行轮槽磨损的判断。因此可

以发现,在电梯运行的背景下,完全磨损问题是不可能出现

的,所以,只有保证电梯的安全、稳定运行,才可以减少维修

成本的支出。 

3.3 空超载试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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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超载试验主要是通过对空载及超载两种方式的分析,

进行项目数据以及资源项目的确定,保证参数记录的及时性

及安全性,通过对两种承载状况的分析,可以提升电梯系统

的运行速度,保证检测结果的稳定性。在稳定性问题检测分

析中,需要及时切断电源,观察电梯在断电中的暂停状态,在

合理观察的同时,保证轿厢的稳定性。如果电梯系统的磨损

状态十分严重,通过空超载试验就可以进行判断。 

4 曳引式电梯轮槽的检验检测对策 

4.1 加强定期检验 

与一般构造不同,曳引式电梯轮槽的检验检测工作开展,

应坚持按照定期方法来完成。首先,无论是居住小区,还是商

业大厦,曳引式电梯的运作过程中,轮槽磨损几乎是必然情

况,通过定期检验工作的开展,能够在轮槽磨损程度上、磨损

原因上做出正确的分析,结合阶段性的测试结果,可以在后

续工作的开展上,制定完善的维护方案,降低曳引式电梯轮

槽磨损的概率,对于电梯的安全性、稳定性提升,提供了较多

的保障。其次,定期检验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努力从

长远的角度来出发,针对多方面工作的开展进行合理化的部

署。例如,每一次检验工作的进行,都必须拥有明确的工作目

标,在重点、次重点方面保持高度的透明。 

4.2 遵循相关规范 

就曳引式电梯轮槽本身而言,检验检测工作的开展,不

能表现出随意性的现象,要坚持在相关规范上做出有效的

遵循,这样才能在未来工作的践行层面上,不断的取得更好

的成绩。经过大量的讨论与分析,认为相关规范的遵循,一

定要从 新内容来完成。我国在电梯的使用数量、更换频

率上,均保持在世界前列的状态,想要在未来工作的开展上

取得理想的成绩,必须坚持加强 新规范的落实,这样不仅

能够在工作的综合效用上获得良好的巩固,对于今后的工

作发展,同样能够奠定坚实的基础,整体工作的部署也会更

加的完善。 

4.3 选用正确的测量方法 

曳引式电梯轮槽的检验工作开展,一定要在精度上不断

的提升,避免未来工作的进步出现严重的不足。建议在曳引

式电梯轮槽的检验过程中,选用正确的测量方法来实施。 

4.3.1测量法,测量法获得轮槽磨损情况的有效的途径,

可以通过目测的方式,判断轮槽的磨损程度,通常情况下,目

测的方式适用于磨损程度较高的轮槽。红外测量法,是一种

良好的无损检测形式,可以有效的对轮槽的磨损程度进行判

定,从而有效的得到轮槽的磨损程度。 

4.3.2 钢丝绳与曳引轮的轮槽配合情况检查,检测中需

要对钢丝绳在轮槽内部的深度是否一致。并对钢丝绳的直径

和轮槽的切口是否符合。 

5 结束语 

曳引式电梯为现代高层建筑吐絮中的重要成分,在曳

引轮和钢丝绳共同作用协助电梯实现升降运作的目标。综

合全文论述的内容,对曳引式电梯轮槽磨损成因以及检测

方法有一定的认识,相关人员应该重视曳引式电梯轮槽磨

损问题,科学的应用目测与红外测量法,并做好相关装备

间匹配性检测工作,从而 大限度的提升电梯设备的安全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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