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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梯机械结构安全事故原因的分析

在电梯运行过程中, 如果电梯的相关机械出现磨损或

锈蚀等情况,则制动力矩会受到影响,易造成电梯事故。电梯

事故从类型上可分为冲顶、蹲底、门系统事故、溜梯及其他

种类。蹲底和冲顶分别是指电梯下坠至底部和电梯冲至井

道顶部；溜梯是指在电梯门没有彻底关闭的情况下突然下

落,溜梯事故发生后极易导致蹲底发生。电梯的停止和停止

状态的保持均由制动器实现, 制动器的性能与电梯安全有

着紧密的联系。

2现代电梯的机械构造分析

2.1轿厢系统

现代电梯轿厢是现代电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起到运

送乘客的作用。现代电梯轿厢主要包括轿厢架、轿厢体等。

其中,轿厢架主要包括上、下梁与立梁,其作用是进行轿厢的

悬吊与固定,是轿厢中的重要的承载构件。在设计的过程中,

为了能提高轿厢的刚度与避免出现轿厢分倾斜现象, 可在

轿架上安装拉条。其中,拉条的两端分布固定在下梁与立梁

上。而轿厢体主要包括轿门轿底、轿顶及轿壁等。其中轿厢

的内部高度应高于 2m,并与轿底处设置称重装置,以有效预

防超重现象。而在轿顶处应安装照明设、安全窗,有利于在

现代电梯发生故障时的救援。

2.2曳引系统

曳引系统的主要功能是输出与传递动力, 使现代电梯

运行。曳引系统主要由曳引机、曳引钢丝绳,导向轮,反绳轮

组成。而曳引机的安放位置根据曳引机的安放位置(井道的

上部或下部), 现代电梯的曳引型式可以分为上置式传动和

下置式传动。上置式传动的特点是对建筑物施加的载荷量

较小,对井道的建筑面积要求较小,这也是现代电梯曳引机

最常见的一种放置方式。现代电梯应用永磁同步无齿轮曳

引机,采用最先进的 VVVF变频拖动系统,应用多项领先技

术,将减震部分由常规的内部转移到了外部,在解决电磁力

带来的噪音和震动的同时更方便减震系统调整和后期维

护。现代电梯的曳引能力是否满足使用要求是通过曳引试

验进行验证的。对于部分在用现代电梯,由于使用条件的变

化,如在曳引绳槽磨损、轿厢装修等情况下,现代电梯的曳引

能力都会发生变化,大多数情况导致曳引能力的不足。因此

在现代电梯的检验中,必须进行曳引试验,如果发现其曳引

能力不满足试验要求,则应当从现代电梯设计、安装等环节

上查找原因,通过检查和计算找出存在的问题,根据实际情

况,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使现代电梯的曳引能力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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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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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现代电梯的安全运行必须要给予

高度的重视。不仅要对现代电梯的机械结构进行一定的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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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装置进行分析,以确保现代电梯的安全运行。基于此,本文分析了电梯机械结构安全事故原因,对现代电梯的机械构造及

其安全装置进行了论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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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应保持清水混凝土表面清洁,清水混凝土表面不得

做测量标记,禁止乱涂乱画。

6结语

在饰面清水混凝土施工中, 通过工前做好深化设计,明

确明缝、蝉缝及螺栓孔位置。选择优质的模板及支撑材料、

选用与模板接触面较小且与混凝土同色的垫块, 合理选择

混凝土的配合比、骨料颜色。过程中严格执行样板引路、按

照既定工艺施工、做好各阶段的成品保护,并按照规范要求

进行各分项工程验收, 清水混凝土的外观质量能够得到一

定控制。本文通过对试验结果、同类别的规范进行对比,并

列出各分项工程的标准做法, 对清水混凝土外观质量的控

制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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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以保证现代电梯的安全运行。

2.3导向系统

导向系统的主要功能是限制轿厢和对重的活动自由

度,使轿厢和对重只能沿着导轨作升降运动。导向系统由导

轨、导轨架和导靴共同组成。其作用是使对重和轿厢在井道

中保持正确的运行路线,减少振动,在发生超速或坠落事件

时能使轿厢卡死在导轨上避免事故发生。导轨对现代电梯

的升降运行起导向作用, 它限制轿厢和对重在水平方面的

移动,保证轿厢与对重在井道中的相对位置,并防止由于轿

厢的偏载而产生的倾斜。

2.4门系统

门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封住层站入口和轿厢入口。现代

电梯的门系统一般由门扇、门滑轮、门靴、门地坎、门导轨架

等组成。轿门由门滑轮悬挂在轿门导轨上,下部通过门靴与

轿门地坎配合；层门由门滑轮悬挂在厅门导轨上,下部通过

门靴与厅门地坎配合；厅门上装有电气、机械连锁装置的门

锁。现代电梯层门电气系统的构成现代电梯层门电气系统

种类繁多,控制方式较复杂。但总的来说,一般由控制器、驱

动装置、门机械装置、开锁开关门限位和门入口保护装置等

组成。该系统在现代电梯运行过程中极易发生故障,该系统

中的任何一个部件发生故障, 都会导致现代电梯故障的发

生。

2.5重量平衡系统

重量平衡系统主要是由对重、补偿绳、补偿缆及补偿装

置等组成。通过曳引轮、导向轮将钢丝绳与轿厢进行相连,

以在现代电梯运行过程中起到平衡轿厢的作用。对重装置

主要包括对重架、对重块、压块、导靴及缓冲器碰块等。而对

重的重量值应根据额定载重量的标准进行计算, 一般取与

轿厢侧相同的重量。当对重的重量与轿厢侧重量保持一致

时,只需通过克服摩擦力就是实现现代电梯的运行。当现代

电梯曳引高度在 30m以上时, 曳引钢丝绳自身的差重就会

对现代电梯的运行造成影响,因此需要增设补偿链、补偿缆

等装置,以保证现代电梯的安全、稳定、可靠运行。

2.6现代电梯控制系统

即控制柜本身的结构,由轿厢操纵盘、厅门信号、PLC、

变频器、调速系统构成。变频器完成调速功能,逻辑控制部

分由 PLC完成的。PLC负责处理各种信号的逻辑关系,向变

频器发出起停信号, 同时变频器也将本身的工作状态输送

给 PLC,形成双向联络关系。

3现代电梯机械安全装置的分析

3.1现代电梯机械安全装置的缓冲器分析

缓冲器是现代电梯在极限位置上的重要安全装置,当

现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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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缓冲器应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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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电梯中。

3.2限速器与安全钳的分析

现代电梯中的限速器能有效、准确反映出轿厢与对重

的运行速度。若现代电梯的运行速度大于标准设定值时,限

速器就会自动停止运行, 且利用绳轮上的摩擦力将轿厢梁

中的连杆机构拉齐,在机械动作下发出信号,实现控制电路

的有效的切断,并促使安全钳动作,强制性将轿厢停留在导

轨。当全部的安全开关产生复位时,轿厢往上提起后采用释

放安全钳, 直到安全钳恢复到正常后才能再次使用现代电

梯。通过限速器与安全钳的使用,能有效保证故障现代电梯

中人们的安全。

3.3现代电梯机械安全装置的终端超越保护装置分析

终端超越保护装置是一种预防现代电梯电气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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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代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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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电梯机械设

备作为高层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能带给人们生活、

工作中的许多便利,但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为了保障其

安全运行, 对现代电梯的机械构造及其安全装置进行分析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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