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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高层建筑越来越多,电梯作为高层建筑中的重要交通工具,已经与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关系

密不可分。因此,对电梯的安全运行必须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因此,不仅要对电梯的机械结构进行深入分析,还要加强对限速器、

安全钳、缓冲器以及终端超越保护装置等安全装置进行深入分析,以确保所设计的电梯能够安全运行。本文主要针对电梯机

械构造及机械安全装置展开深入的分析,其目的在于为电梯应用期间,能够安全稳定的运行创建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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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作为高层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人们的生

命财产安全。因此,对电梯的安全运行必须要给予高度的重

视。因此,不仅要对电梯的机械结构进行深入分析,还要加强

对限速器、安全钳、缓冲器以及终端超越保护装置等安全装

置进行深入分析,以确保所设计的电梯能够安全运行。近年

来,电梯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已引起社会各界极大的关注。因

此,必须对电梯的机械安全构造进行深入的分析,以在电梯

系统中合理增设一些安全装置,以杜绝电梯的安全隐患,从

而保证电梯安全、可靠的运行。 

1 电梯的结构组成 

电梯的结构主要包括四大空间及八大系统。四大空间,

分别是机房部分、井道及底坑部分、轿厢部分、层站部分；

八大系统包括曳引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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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梯的各大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配合,在电气控制系

统的统一协调控制下,实现其运载功能,并保证其运行过程

中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2 电梯的机械构造 

2.1 曳引系统 

曳引系统的主要作用在于将传递的动力输出,从而使得

电梯能够完成传递动力输出操作,确保电梯能够顺利地完成

向上或者向下的运动。曳引系统的主要组成部件包括：曳引

机、曳引绳以及导向轮等。对于电梯而言,曳引机是其主要

的能源装置与重要的拖动机械,它的应用主要对电梯的轿厢

与对重装置进行驱动,使其能够上、下的运动。一般而言,

曳引机的组成包括曳引电动机、制动器、减速箱以及曳引轮

等部分。依据电动机和曳引轮之间是否存在着减速箱,能够

将其分为有、无两种齿轮曳引机。两种齿轮曳引机之间的区

别在于,无齿轮曳引机中没有减速箱,需要直接通过电动机

产生相应的动力,该种曳引轮在传动的过程中效率一般较高,

并且所产生的噪声要小于有齿轮曳引机。可是在传动的过程

中,常常需要较大的能耗,因此在应用期间需要给予该点高

度重视。 

2.2 轿厢系统部分 

轿厢是运载乘客或其他载荷的主体部件,是电梯承载和

运送人员或物资的箱形空间,由轿厢架、轿厢体、称重装置

等组成。轿厢在空间上要与电梯的承载重量相互吻合,《电

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7588-2003)对额定载重量和轿

厢 大有效面积做了相应的规定,此外对于乘客电梯,为了

保证不会过分拥挤,标准还规定了轿厢的 小有效面积。轿

厢体由轿顶、轿底、轿壁、轿门组成,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封

闭的空间,为运载的乘客或货物提供一个与外界井道等相对

隔离的安全空间。轿架是轿厢的承载结构,负荷通过轿架传

递到曳引钢丝绳,当有意外状况发生时,轿架还要承受额外

的作用力,因此轿厢架必须有足够的强度。 

2.3 导向系统 

导向系统的 主要就是引导,是由其中的导轨负责导向,

主要作用是保持轿厢与对重在井道中的正确运行路线,朝着

正确的目的地。想要电梯在升降到半空时不会出现摇晃,除

了要对其方向、轨道进行固定以外,减震显得尤为重要,如果

出现剧烈摇晃现象,就是减震措施不到位。导向系统的存在,

也是为了保持平衡、避免倾斜,发生事故。 

2.4 门系统 

电梯门分为层门和轿门,层门设在层站入口处,轿门与

轿厢随动。轿门的开启与闭合由常安装于轿顶上的自动门机

提供动力,是主动门,而层门是被动门。为了防止乘客在等候

电梯时发生坠入电梯井道的事故发生,层门必须要有足够的

强度、必要的锁紧及连接安全可靠性保证。在乘客进出轿厢

时,为防止夹伤事故发生,轿门的入口也要设置安全保护装

置,如安全触板或光幕装置。 

2.5 重量平衡系统 

主要是由电缆、轿厢、对重、补偿装置组成的。只有当

轿厢和对重装置处于曳引机的两侧,才会达到相对平衡,以

及曳引力的出现。当曳引力和驱动力一起作业,电梯才有运

行平稳的可能。补偿装置指的是在电梯运行中,电缆和钢丝

绳也会由于高度不同产生不同重量,会使得曳引力和驱动力

承受能力发生变化,那么需要补偿装置弥补运行过程中重量

的不平衡,防止电梯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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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梯机械安全装置 

3.1 限速器安全钳和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牵引系统提供拉力,电梯向上运行,这一过程中是 速

的,在到站停止之前,控制系统会自动调节速度直到电梯可

靠平层。相比于上升过程,下降过程的速度控制难度更大,

下降过程也需要牵引,以免速度过快或者电梯失去控制。因

此保障电梯机械安全的装置中,首先要分析的便是限速装

置。 

限速器是采用物理原理来实现对电梯速度进行控制的

安全装置。当电梯的运行速度超过额定速度一定值时,限速

器动作能切断安全回路或进一步触发安全钳或者上行超速

保护装置起作用,使电梯减速制停。 

安全钳分为瞬时式安全钳和渐进式安全钳。轿厢上必须

配用安全钳,而对重则可以根据需求必要时配安全钳。安全

钳是受限速器的控制,当电梯运行超速,限速器动作并通过

限速器与安全钳之间的连接机构触发安全钳,使安全钳夹持

住导轨,通过安全钳与导轨之间的摩擦力制停轿厢。 

3.2 缓冲器 

缓冲器是电梯在极限位置上的重要安全装置,当电梯中

其他的保护装置、措施都失效时,轿厢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及

较大的能量向底层坠下。而缓冲器的应用就是吸收与消耗轿

厢坠落时产生的能量。在现代电梯的对重与轿厢两侧都安装

有缓冲器。常见的缓冲器有弹簧缓冲器与液压缓冲器。其中,

弹簧缓冲器因为在受到撞击后需要进行弹性变形能的释放

才能产生反弹,容易出现缓冲不稳现象,因此其通常应用在

低速梯中。而液压缓冲器则是通过消耗能量实现缓冲的,其

不会出现反弹情况,且缓冲过程比较平稳,通常应用在快速

及高速电梯中。 

3.3 终端超越保护装置 

终端超越保护装置是一种预防电梯电气控制系统失效

后轿厢继续运行的一种安全装置,该装置安装在轿厢导轨的

上、下终端支架上。终端超越保护装置主要包括强迫减速开

关、限位开关、极限开关、打板、碰轮等。当电梯一旦出现

失控,轿厢中的打板就能根据其运行情况与强迫减速开关中

的碰轮进行接触,通过开关中的接点输送出信号,强制性停

止电梯。若电梯还无法停止,限位开关就会产生动作,限制其

运行方向；再通过极限开关的动作将电源直接切开,强制性

停止电梯,从而起到保护轿厢中人群的安全的作用。 

4 通过电梯机械结构提升安全指数的策略 

近年来乘坐电梯是发生事故的频率增多,这也就需要相

关人员投入更多地时间和经历寻求防御措施,降低事故发生

频率。除了要工作人员做好检查工作和乘客提高电梯乘坐常

识以外,电梯自身的安全也应该加强。这里就是根据电梯的

机械结构系统对安全装置进行研究。 

4.1 导向终端管理措施 

导轨除了导向的作用,还有就是在电梯升降中起到稳定

效果的,就像火车,在一定的轨道上运行会保持稳定,一旦脱

轨,安全也就不复存在。导轨在将水平方向轿厢重力效用进

行控制的同时,还要把握结构布局样式的稳定性,扼杀倾斜

危机的概率。 

4.2 机械系统的全面布局规划 

从电梯的整体把关,机械系统布局是关键,科学合理的

布局,才会更好地提升电梯安全运作可靠性。所以,必要的时

候要对机械布局进行合理的规划。还有实现布局规划的前提

就是电梯安装工程质量的严格检测,要精确到电梯机械系统

的每一个环节。工作人员要熟悉机械系统的个个细节,不定

期的对电梯内的每一个构成做深入的检查,出现问题要及时

解决,把危险降到 低。 

5 总结 

近年来,电梯已经成为高层建筑以及商场等公共场所的

重要运输设备,它的应用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我

国每年由于电梯机械构造与安全装置安装存在漏洞等,引发

很多电梯事故的出现,这不仅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同时我

国社会和谐发展也会受到消极的影响。本文主要着手于两个

重要方面,第一方面分析了电梯机械构造,第二方面探究了

机械安全装置。为了能够有效提升电梯安全运行质量,确保

电梯平稳运行,相关部门必须重视电梯机械构造中各个系统

制造质量,确保机械安全安装的质量,为电梯安全稳定的运

行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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