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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电梯载重量超过额定载荷量, 当下使用的电

梯都安装了超载保护装置。在 GB7588-203 标准中规定：

“当轿厢超载时,超载保护装置发出电梯不关门并报警的动

作指示,同时切断电梯控制回路,致使电梯不能启动运行。”

标准中的规定只是针对超载做出了解释说明, 但是对于不

超载时这一装置的作用并未加以说明。其实,电梯的超载保

护装置都是遵循微动开关的原理设计安装的。在轿厢底部

的中央位置安装了超载微动的开关, 它会和轿厢内的载荷

情况以及载荷的分布情况紧密相连。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同

样的人在电梯启动时没有出现超载报警, 而在运行之后,电

梯内的人群也会发生位置的挪动,这时,电梯会发出超载警

报,然后出现事故。加之我国在电梯超载保护装置的设计安

装上没有统一的标准,也为风险的出现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1电梯超载保护装置的设计标准

我国对电梯超载保护装置的设计至今没有独立的标

准,奉行的 GB7588-2003《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主要

是效仿国外的标准制定的。为了最终满足无人操作的目标,

我国还需要在独立性上多采集实践数据。在 GB7588-2003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第 14.2.5条中规定：“在轿厢超

载时,电梯上的一个装置应防止电梯正常启动及再平层。所

谓超载是指超过额定载荷的 10%,并至少为 75kg。如果出现

了超载, 电梯轿厢内应该发出声音或是亮光来通知轿内人

员,动力驱动自动门保持打开不动的状态,手动门保持不上

锁状态。所有属于启用装置的设备都要停止。”这一设计标

准将使用风险降到了最低,但是因为过于笼统,不能形成更

为有效的指导性。

2电梯超载保护装置的设计形式

《规范》将判断电梯超载保护装置的标准定为重量,称

重装置就成为重量的绝对表现载体。目前国内常见的电梯

称重装置有弹簧式、杠杆式、橡胶块式和电阻应变传感式四

种。其中前三种都是机械式的,在操作原理上具有相似性和

一致性。它们利用轿厢负重底部变形,让弹簧、杠杆和橡胶

块发生传导作用,完成底部传导载体的变形,进而实现对开

关的控制。机械式的承重装置准确性较低。在出厂前的调校

实验中,两次测量的最终数据能够达到将近 50%的差距,这

是因为机械式所用的材质经过挤压之后, 很难在短时间内

恢复到原来的形状。再加上这些材质使用的时间越长,越加

的老化和不灵活,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失灵的现象。

电阻应变传感利用了电阻应变传感器, 它在受到重力

作用后, 会通过电压信号的线性变化表现出当下荷载的情

况,进而判断出电梯的荷载情况。它最大的优点是灵敏度很

高,稳定性能也好,在准确性和可靠性上是机械式所不能比

拟的。而且在控制系统中,传感器通过输出载荷可以有效地

调节电梯运行过程中的起动力矩, 使电梯的稳定性和舒适

性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其唯一的缺陷是价格过于昂贵,后

期的调试和保养程序也更加复杂, 所以在适用性上并不普

遍。

3电梯超载保护装置的安装位置

我国目前使用的电梯超载保护称重装置大多是单个

的,在电梯轿厢的底部,或是轿厢的顶部,所以称重装置的测

试点也是在这两个位置,以称重装置在轿厢底部为例,假设

核定的载重量是 1000kg, 在里面均匀的放入放入 30 块

25kg的标准砝码, 再在电梯的四个角站进去四位平均体重

60kg的人,让电梯开始运行。这个时候电梯的运行情况是正

常的。而当四个人从角落全部移到中心时,电梯的超载保护

装置启动,电梯不再运行。从这个实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到,相同的载荷下,分布的不同也决定了电梯的载荷能力。位

于轿厢顶部的载荷装置也会受到分布不同的影响, 尤其是

载荷只偏向一边时,超载保护器会变得非常灵敏。随着人们

对于精确性的要求越来越高, 现在的实验已经从之前的四

个点变成了五个点,也就是在电梯的正中心再增加一个点。

这五个点会分别得到一个数据, 对这五个数据的处理与分

析大大提高了测试数据的准确性。通过对比各个数据点的

电压差,可以判断轿厢的载荷能力是否均匀,然后对轿厢的

超载装置进行调整。但是仅仅增加一个点,建设的成本会成

倍提高, 所以还是应该在人流更为密集的场所使用这项设

备,才能更好的分摊成本。

4电梯超载保护装置故障原因与对策

超载保护装置对轿厢内的荷载判断是在电梯关门运行

前就已经做出来的,对于超过了荷载重量的载荷,超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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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会致使电梯门不能关闭,报警装置不断发出声响,使电

梯不能运行。但是如果电梯内的荷载量总是控制在一个合

理的程度内,超载装置就不会发生保护作用,这时电梯的超

载装置就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装置。

关键的问题在于判断电梯超载与否, 并不只是看其中

的重量,还要看的是这些重量是如何分布的,当电梯的荷载

量达到临界值时,即使小小的移动,也会造成内部荷载量的

变化。超载保护装置这种时而发生作用、时而不发生作用的

属性,使得保护装置并不能总是万无一失。

如果超载保护装置设计在运行过程中, 因为内部分布

发生变化,而使电梯发生故障,让电梯停靠在了就近楼层,梯

内人员就会出现情绪和行为上的过激行为, 更增加了事故

救援的难度,也让电梯运行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因此, 为了最大程度的避免电梯在运行的过程中出现

超载的现象,或是因为错误分布造成电梯的突发故障,因此,

超载保护装置的作用最好在电梯正常启动后被消除。这样

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因为电梯运行过程造成的超载, 消除超

载装置对于电梯内过多的限制, 让电梯超载装置在达到平

层后,再重新恢复工作,既可以发挥性能,还不会造成额外的

事故。但是电梯究竟应该怎么科学合理的进行超载保护装

置的设计,其关键还是在于电梯制造过程中的主芯片,只有

芯片的程序编排合理,电梯正常运行的概率才能大大增高。

针对目前所有芯片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还是

要对电梯超载保护装置的改进提出以下一些对策。首先,要

设立独立的部门,配备专业的人员,对电梯进行日常的维护

与保养,加大电梯巡查的频率和程度,特别是对那些不经常

使用的楼层,不要随意取消楼层的内外呼救信号,而是要保

持各个楼层的信息畅通。如果必须要取消呼救信号,必须做

好全楼层的考察工作,即使在取消后,也要经常进行测试,对

于其中蕴含的安全隐患细心排查。绝对不能将未使用楼层

的层门门锁机构拆除。每一次的巡查都要做好认真的记录。

其次,对 GB7588-2003标准中关于电梯超载保护装置的规

定进行详细的补充, 就如标准对轿门光幕保护装置的规定

一样,标准中应该充分考虑电梯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超载

保护装置的位置和作用, 也就是说超载保护装置的作用应

在电梯正常启动后被消除。

5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 GB7588-2003《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

范》中关于电梯超载保护装置中的准确性和灵敏度的要求

并不明确, 许多电梯制造商仍然使用的是机械式的超载保

护装置,在短期内节省了成本,但是从长期来看,是对生命安

全和财产安全的不负责任。随着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大型

的电梯越来越多见, 对于电梯安全的重视程度也与日俱增,

所以电梯的超载保护装置就显得更加重要, 当下我们需要

尽快解决的是电梯超载装置在安全性和成本性上的结合,

用更加经济、合理的方式改进电梯的超载保护装置,为人们

的生活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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