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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梯制动器是在电梯出现故障后对其实施制动处理,以保障梯内人员的生命安全的装置。不过目前电梯制动器的电气控制系统在设计

和运转中,经常会存在一些问题,降低电梯制动器的性能及使用安全,增加安全隐患。为此,有必要对电梯制动器的电气控制进行研究和探讨,对其

存在的问题予以科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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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已经成为目前建筑内部的主要设施,电梯运行安全也就是维护人

们的生命安全,所以做好电梯制动处理,保证其及时性、有效性,能够降低

安全事故发生,减少伤亡及损失的产生。电梯制动器电气控制系统是电梯

制动的重要设备,明确其运行原理,做好设计和管理工作,对于提高电梯运

行安全有着显著意义。 

1 电梯制动器电气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 

电梯制动器作为保障电梯运行安全,降低事故发生的重要装置,应明确

其运行原理,合理规划设计内容,促进制动性能的充分发挥。电梯制动器是由

制动弹簧、电磁铁、制动瓦块、制动臂这几部分组成的。在不同的运转状态

下,各结构间相互作用,系统配合,以达到良好的制动效果。当电梯从运行转

到停止状态下时,制动器的制动弹簧被压缩,产生的压缩力与摩擦片接触,增

加摩擦阻力,立即制动。当再次启动后,电磁铁自动通电,产生的电磁力促进

衔铁运作,进而使制动盘与摩擦片分离,恢复正常升降状态。而当电梯处理静

止状态下时,制动器线圈与曳引机中电流为零,这时制动弹簧会对制动瓦块

发力,将其与制动轮紧密连接起来,以此维持其他结构的静止状态。 

2 电梯制动器的电气控制系统存在的问题 

2.1接触器问题 

在长时间使用中,电梯制动器的接触器会出现解除不良或粘结等问题,

影响接触器的正常使用,瓦块与制动轮间的摩擦阻力增加,缩短零部件的

使用寿命,再加上日常维修工作的不到位,磨损严重零件更换不及时,很容

易使接触器失效引发安全事故。 

2.2控制回路与实际要求不符 

在电梯制动器自动控制装置生产中,我国制定较为严格的规范标准,

不过一些生产厂家并未按照标准要求执行,使得电梯制动器线圈控制回路

经常存在不符合要求的情况,如线圈控制装饰少于两个、控制装置间独立

性较强、控制装置经常处于常闭状态下,这些情况都会对电梯制动器电气

控制系统的运行带来威胁,进而影响制动效果。 

2.3监控系统故障 

监控系统故障会使电梯制动器运转中存在的问题得不到及时掌握和

上报,尤其是在发生接触点黏连情况时,因上报不及时,很容易导致摩擦阻

力增大,降低制动器运行安全,带来较大的风险隐患。 

2.4不完全失效 

在控制回路中控制装置出现一个故障且保持吸合状态,另一个处于正

常运转时,会使得制动器控制系统发生接触点粘结,抱闸中存有电流,机械

装置无法正常运转,一旦启动会引发冲顶或坠落的危险。 

3 电梯制动器的电气控制措施 

3.1加大检测力度 

电梯生产完成后,厂家会对电梯质量实行检测,并出具相关的检测报

告及合格证书。电梯制动器作为电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开展完善的

检测工作,确保制动器原理及各结构零部件的合理性,降低制动过程中危

险的发生,维护电梯运行安全。在对电梯制动器进行检测时,要结合电气控

制图实行严格对比和分析,确保电梯元件与原理图设计的一致性,做好控

制回路中控制装置的连接,以加强各项连接线路的合理性,待所有内容全

部审核完成且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3.2提升电气装饰的独立特性 

在确定电气装置数量后,要对其独立性实行科学规划,使用独立的信

号控制来确保电气装置的正常运转,如果信号相同,可能会造成电气装置

的同时运行,且在电源切断后,电气装置也将全部停工。所以需要展开独立

性的控制,使其中一个电气装置关闭后,另一个电气装置仍能够正常运转,

以此提高电梯制动器的运行安全,避免危险的发生。 

3.3开展模拟实验,确定电梯制动器性能及运转安全 

模拟实验一般是在电梯生产完成后开展的一项工作,模拟实验的目的

是检验电梯质量,确定电梯制动器的性能,维护运转安全。实验过程中,按

住电梯控制器的主控点,观察电气是否存在反方向运转,如果不存在,说明

电梯制动器电气控制符合规范要求,如果出现反方向运转或滑移现象,说

明生产质量不合格,需要重新调整和优化,以免影响制动效果。 

4 结语 

随着电梯安全事故发生频率的增加,保障电梯安全运行成为人们关注的

重点内容。电梯制动器作为提高安全防护的重要环节,增强其制动效果,能够

有效减少安全事故的产生。为此需要对其电气控制系统实行科学规划,优化电

梯制动器性能,降低危险系数,以此改进电梯质量,确保人们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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