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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梯是高层建筑中的重要机械设备,随着电梯使用需求的增加,人们对于电梯的安全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电梯

内部所有部件性能优良,电梯才能够稳定运行,本文以电梯机械失效为核心,首先分析了机械失效故障的原因,然后介绍了常见

的故障类型和处理方法,最后总结了相关维护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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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电梯机械运用的基本原理问题 

相对于正常的电梯机械来说,其实它在生活中起着重要

的运行作用,同时在实际生活中也可以利用相关的机械进行

分析,这就包括对机械高度的利用,这样一来,就会使得正常

的电梯机械有了比较复杂的功能。而生活中应用到的电梯内

部功能就包括到曳引、导向、轿厢以及门等多个内部系统。

但是就目前的电梯功能来说,这个主要就是由电梯曳引机以

及导轨组成的多个系统。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整个电梯的运

行所处的零部件就包括曳引机和曳引钢丝绳等电梯装置。现

阶段对于我国电梯整体运行情况来说,曳引设备必须带动减

速机器进行控制,如果仅仅是靠着曳引轮进行控制时,这样

不单不会实现相应的负载力度,还会降低的运输的效果。 

2 电梯机械失效原因分析 

2.1 电梯设计、制造原因 

由于国家工业化起步较晚,对电梯的发展也是相对落后

一些的,直到上世纪末,落后电梯还是常见于各种高层建筑。

由于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再加上生产力水平有限,电梯的发

展一直比较迟缓。在当前市场上,那些老式电梯,甚至是现在

的一些电梯,都还是有不小缺陷的。 

2.2 安装原因 

对电梯的监管一般由当地的质量技术监督局展开的,电

梯的安装必须要有专业的安装部门实行。如果是没有相关从

业经历的队伍,是不能参与电梯的安装的。不过考虑到各种

实际因素,电梯的安装往往不能按计划进行,部分工程被很

多没有经验的队伍承担着,有一些甚至被层层转包,毫无责

任意识,参与施工的队伍不是技术力量欠缺,就是硬件装备

不过关。有些队伍甚至招收一些既不懂工艺,又缺乏技能水

平的外行人员,这样的队伍做出的工程质量自然不会太好。 

2.3 使用与维护原因 

在当前中国社会,很多单位的领导都对电梯的使用没有

足够的重视,这一般都是体现在管理制度的不够完善,或者

是尽管有制度,但是也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具体体现就是

电梯没有专人看管,或者是负责人玩忽职守。经过了解,有很

多电工专业素养不够,为了操作的简单,直接将回路短接,这

样电梯就会长时间处在开门走车的工况下。有些乘客恶意毁

坏内部设备,毁坏操作盘。在人员的聘用上也存在很大的漏洞,

很多职员都是无证上岗,这使得电梯安全根本得不到保障。 

除此之外,建筑设计者对电梯了解不多,对电梯的设计

没有留有足够的余量,如果要根据环境变化进行改型时,遇

到的困难也是空前之大的。一般会遇到的问题有,顶层高度

达不到相应的要求,通风设施不够完善,井道壁面的强度不

达标等。有鉴于此,相关专业人士建议,在进行电梯维修保养

的同时,要有决心报废掉一些超龄电梯,这样一来事故发生

率会得到很大的控制。就目前来看,现在生产的电梯保质期

在十五年左右。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安装的电梯,就显得更

差一些,需要及时的保养和维护。 

3 电梯机械失效常见故障和处理方法 

3.1 夹绳钳制动不足 

限速器在运动时,钢丝绳在轮槽内打滑,由于无法提动

安全钳造成机械失效。规范中明确指出,限速器运动时,夹绳

张力不能小于以下数值的较大者：一是 200N,二是安全钳作

用时所需力的 2 倍。限速器在轮槽内的摩擦力过小,或者卡

绳对限速器绳的制动力过小,就难以提拉动安全钳；该力过

大又可能超过钢丝绳的抗拉强度而断裂。对此,应该合理调

整限速器绳的涨紧力。 

3.2 门锁触点不可靠 

电梯开关在断开或闭合期间,开关抖动的特点如下：第

一,断开或闭合时,均会出现不规律性抖动,即使同一开关,

其抖动波形也是不同的；第二,抖动延迟时间一般为毫秒级,

处于10-15ms之间。分析可知,机械触点在闭合或断开后,受到

外力作用会发生抖动,导致输出信号波形振荡。在电梯运行期

间,人为故意碰触层门,或者在外力作用下导致门锁触点抖动,

此时主控制器误判层门打开或未关闭,就会停止运行,将乘客

困在电梯内。对此,应该消除触点抖动引起的振荡信号,可以

采用硬件电路或软件控制,以提高电梯运行的可靠性。 

3.3 门刀门锁间隙小 

结合实际案例,某电梯在运行期间,电梯会突然停住。检

查发现门锁回路、安全回路均正常,但是电梯停止运行；向

关闭按钮发送信号后,电梯才能继续运行。对此,最终确定故

障原因在于门刀和门锁滚轮的间隙小,两者相距仅有1mm,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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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运行中轿门的门刀碰到厅门滚轮,就会导致继电器动作。

规范标准中指出：门刀和厅门地坎的间隙应该控制在5-10mm,

门刀和门锁滚轮的偏差要在±2mm 以内。而在实际安装施工

中,部分门锁滚轮的位置出现偏差,导致门刀偏向门锁滚轮

一侧,因此间隙减小。门刀通过滚轮时,水平方向抖动促使门

刀碰到门锁触点,此时门锁回路失电。受到电梯运行惯性的

影响,门刀越过滚轮后自关闭,门锁回路重新得电。对于该故

障问题,应该调整门刀和厅门滚轮之间的间隙,促使两侧间

隙均匀,能满足规范标准中的要求。 

3.4 限速钢丝绳偏差 

限速器钢丝绳的位置偏差,不在夹绳钳的有效宽度以内,

此时夹绳钳无法夹住钢丝绳,就会引起机械失效。对此,如果

限速器本身轮槽和夹绳钳的位置偏差,应该调整两者的位

置；如果限速器的安装位置不当,应该调整限速器的位置；

同理钢丝绳位置不当,就调整钢丝绳的位置。此外,安全钳制

动失效的原因较多,应该仔细分析后明确原因,确保电梯安

全运行。 

4 预防措施研究 

4.1 加强电梯消防安全管理 

首先,电梯安装、维修、运营部门必须要完善相关规章

制度,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必须要过关,单位组织的培训环

节不可缺少,只有获得相关操作证书者才能允许上岗。其二,

进行电梯的维修,电气焊是不可或缺的,工作人员必须持证

上岗,操作者必须要有一定的从业经验,具有能够独立处理

一些突发事故的能力。其三,在进行电梯的清理时,必须要使

用相应的金属清洗剂。其四,电梯机房内不能放置危险物品,

尤其是易燃易爆物,此外,一些不相关的杂物也不能放置其

中。其五,电梯机房要保证闲人免入。其六,电梯机房需要有

专门的灭火器,并且还要安排相应的人员负责。其七,电梯安

全事故发生之后,首先做的就是将人员疏散到安全地带,然

后断电救火,事故过后,只有经过严格的检修,电梯才能重新

投入使用。 

4.2 安装、维修严格执行电梯安全技术标准,提高电梯

自身的可靠性 

所有电梯在安装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资质检查,参与安

装的单位都要有一定的安装经验,要严格按照相关方案进行,

当然在施工之前必须要认真审查所有方案的可行性。在整个

安装过程中,要分清主次顺序,严格按照工序进行,突出重点

环节,确保工程质量。监督管理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检查每

一个重点环节,对不达标的部分坚决予以处罚,不许进入市

场之中。 

4.3 加强对电梯设备的法制管理 

按照相关规定来看,只要发生了电梯事故,第一责任人

都是电梯的管理者,也就是相关的物业公司。不过,如果管理

部门与电梯生产厂家签有相关的合同,然后现场的证据又表

明维护保养没有问题,那么电梯公司就必须要负有相关法律

责任了。通常情况下,电梯管理者让电梯公司进行维修保养

好处更大。这将意味着电梯公司需要对故障的发生负起责任,

而且,乘客的安全和设备的维护都会得到更多的保证。毕竟

电梯公司对这些故障的处理更有经验,他们也有足够的能力

确保电梯的正常运行。同时,电梯的维修人员接受过系统的

培训,知道设备的相关性能,以及涉及的有关技术,对于电梯

的所有故障配件,电梯公司都是有足够的替代品的,技术的

储备也是那些电梯管理单位不能企及的。 

4.4 普及电梯安全常识 

要想有效的预防电梯安全事故的发生,加强电气安全常

识的宣传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电梯,相关

部门对此也是高度重视,将普及电梯安全知识纳入了年度工

作计划之中。这种常识的普及需要根据不同的年龄段进行,

政府部门也应该予以关键性的支持,主要就是提供相关的宣

传平台,同时还要将电梯公司拉到宣传阵营之中。 

5 结束语 

总之,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电梯机械行业的发展,而

作为安全运行的重要发展前提来说,就是在运行的部件中要

提高对电压机械的良好运作。在发生故障时,如果处理的及

时,这样就会减少对电梯的升降过程产生的伤害,可能也会

降低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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