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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液压电梯运行平稳、舒适、低噪音、井道利用率高等优点,近几年在商场、办公楼、停车场、车站与机场等公共

场合广泛使用。基于此,本文首先对液压电梯的特点及其优缺点以及液压电梯的发展进行了论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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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液压电梯的特点及其优缺点 

1.1 液压电梯的特点 

1.1.1 液压传动的特点 

液压电梯主要依靠液压传动,是利用密封工作容积内液

体的压力能来完成由原动机向工作机构进行能量或动力的

传递或转换,工作介质是液压油,一般有密度、可压缩性、粘

度等参数来描述。温度对粘度影响很大,当油液温度上升时,

粘度显著下降。通常用在温度高,使用频繁的场合使用粘度

高的液压油；运动速度高,采用粘度低的液压油。 

1.1.2 液压电梯的驱动调速特点 

液压电梯的速度控制实际上是液压系统的流量控制 

液压系统的流量控制理论上有两种基本方式,容积调速

控制和节流调速控制。容积调速利用变量泵对进入液压缸的

流量进行控制,从而达到对电梯运行速度进行无级调速的系

统。容积调速具有功率损耗小,效率高,系统发热少等优点,

也存在早期调速精度低,系统响应慢,调速系统相对复杂的

缺点。节流调速是利用节流的方法来调节主油路和旁油路两

条并联油路的相对液阻,把节流阀串联在液压泵与执行元件

之间,此时必须在液压泵与节流阀之间并联一溢流阀。调节

节流阀,可使进入液压缸的流量改变,由于定量泵供油,多余

的油液必须从溢流阀溢出。这样,节流阀才能达到调节液压

缸速度的目的。节流调速是液压电梯中广泛应用、技术 成

熟的流量控制系统。 

1.2 液压电梯的优缺点 

1.2.1 优点 

安装方便：机房在井道底部附近,少了曳引机、控制柜、

对重的吊装和安装。应急操作方便：在停电和其他异常情况

下,使用紧急下操作降阀和手动泵。提高建筑物有效利用空

间：多数无平衡重,井道截面积较小。改善建筑物受力状况：

大多数对建筑结构不施加垂直压力,主要的垂直载荷通过油

缸作用在建筑物地基上,对井道承重强度要求降低。结构紧

凑：在主参数相同情况下,比曳引电梯体积重量小。机房位

置灵活：泵站与油缸管路连接。适用于大载重：对于多层大

载重货梯,液压电梯具有明显优越性,成本低。适用于危险场

合：直顶液压电梯无钢丝绳滑轮和安全钳,不会产生火花,

可用于易爆危险场合。 

1.2.2 缺点 

提升高度小：由于输入功率控制及结构条件限制,一般

速度在 1.0m/s 以下,提升高度在 40m 以内。输入功率大：如

无平衡重系统,液压电梯电机功率为曳引电梯功率的 2.5-3

倍,配电容量相应增大,虽然电机只在上行工作,但能量消耗

至少为同等曳引电梯的 2倍左右。温度及载荷的变化对其制

动有影响,动态速度随环境变化,增加控制难度。由于油温变

化和泄露等因素,轿厢较长时间停站会产生下沉,因此需要

采取措施防止轿厢沉降。 

2 液压电梯的设计与安装 

2.1 设备进场验收 

液压电梯设备进场验收的目的、验收程序与电力驱动的

曳引式或强制式电梯相同,只是随机文件内容及验收时应体

现液压电梯的特点。 

2.2 安装步骤 

2.2.1 首先,把导向架底架和外壳底架运输到预先准备

好的基础上,用地脚螺栓拧紧,安装第一、二、三标准节。标

准节与底架连接后,用经纬仪或者铅垂线在两个方向上检查

导向架与水平面的垂直度,误差为 1/1000 米。 

2.2.2在底架周围安装立柱和门框,用螺栓与底架连接,

调整门框的垂直度和柔韧性。 

2.2.3 安装吊笼,将旋转机构上的压力轮调整到 大偏

心位置,拆下吊笼上的安全钩和影响安全的滚轮,并松开吊

笼内电机的制动器。用塔式起重机吊起吊笼,将吊笼从导向

架对准导向架,稳定地放在合适高度的滑轨上,重新安装拆

卸下来的安全钩和滚轮,立柱管间距为 0.5 毫米,压轮与齿

条背面的间隙为 0.55 毫米,传动齿轮与齿条的啮合间隙保

证为 0.2～0.3 毫米。同时, 确保安全装置齿轮和传动轮在

宽度方向上的中心平面处于齿条厚度的中间位置。除了用楔

子复位制动器外,用撬棍插入耦合孔,每次移动都必须同时

手动打开制动器,往复运动。提起笼约 1米,取下笼下的木垫,

安装缓冲弹簧,然后慢慢将笼降低到缓冲弹簧上。 

2.2.4电气设备和控制系统的安装应由专职专业电工进

行,各安全控制开关的接线应正确。电源的相序应与吊笼的

上下运行方向和操作手柄的标记方向一致。检查是否所有安

全控制开关,包括围栏阈值开关、吊笼单、双阈值开关、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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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顶部阈值开关,包括吊笼上限、下限、三相限位开关、断

绳保护开关等。是正常的,他们的行动是敏感和可靠的。正

确安装和调整导向架底部的限位挡板和挡板,使动作正确。

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的接地电阻不大于 4ω,500 伏兆欧表

测量的电机和电气元件对地绝缘电阻不小于 0.5ω。各方面

都符合要求。接通电源后,持证司机应小心操作手柄。行驶

高度不得大于 5米。吊笼运行平稳,无异常噪音,制动器运行

正常,滚轮和齿轮啮合符合上述规定,负荷试验在空载试验

正常后进行。由于此时还没有安装上限挡板和限位器,试验

时应小心,必须有人监视和指挥吊笼顶部,防止吊笼掉落。 

2.2.5 导向架加高安装和试运行正常后,进行导向架加

高安装。加高和安装的高度应根据工程施工需要确定。同时,

走廊立杆和桥梁连杆的附墙架和索导架也相应安装。 后,

安装头架和滑轮,并安装钢丝绳。钢丝绳的两端和轿厢顶部

的偏心绳工具及配重分别用三个紧固度为 1/3 的绳夹紧固。

安装限位挡板,使其位置正确,动作灵敏可靠。 

2.2.6 建筑升降机的自由高度是 9M,附墙框架安装在主

体的每两层,附墙框架的预埋件嵌入在每层。墙架安装在操

作层附近的两层,一层吊装后拆除。 

2.2.7 坠落试验：整个框架体安装完成后,需要进行防

坠落试验。在防坠落试验中,禁止任何人进入吊笼,以确保制

动器正常工作。防坠落试验满足要求后,安全装置应复位。 

3 液压电梯控制方法的发展现状分析 

3.1 开关控制 

目前,开关控制系统主要用于液压货梯和液压客货梯。

与此同时,与早期系统相比,它的性能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

负载刚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一般使用 3 个以上的输入信号来

控制变化相对平缓的流量曲线。然而,由于开关控制的限制,

系统对负载变化只能有小范围的补偿能力,并且存在各种非

线性因素影响运行稳定性并限制 大运行速度。 

3.2 容积调速控制 

液压电梯大多数容积速度控制系统是闭环流量控制。主

油路中的流量传感器检测实际流量,并在与油路中设置的

佳流量曲线进行比较后控制变量泵或速度控制电机。由于闭

环流动,容积调速液压电梯具有良好的性能和高负载刚度。

采用容积速度控制方案的液压系统与节流速度控制方案相

比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少的由能量损失引起的发热,因为泵

的输出功率近似等于电梯上升所需的功率。然而,采用电梯

容积速度控制系统只能降低电梯上升过程中的能耗。当电梯

下降时,油缸中的油在压力的作用下通过下降的节流阀,这

将导致液压系统的温度升高。 

3.3 比例控制 

液压电梯比例控制系统是目前应用 广泛的液压电梯

系统,它是随着 80 年代初电液比例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这

种系统利用流-位移-力反馈和流-电反馈形成反馈回路,抑

制了负载和非线性因素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同时,电路中存

储了理想的流量曲线来控制实际流量变化,并增加了高频响

应的反馈回路,系统具有良好的动态性能和运行稳定性。目前,

还开发了直接反馈速度的液压电梯电液比例控制系统,它可

以消除油温变化引起的非线性干扰,还可以采用各种现代控

制策略来提高控制精度,从而实现液压电梯的 佳工作性能。 

3.4 复合控制 

液压电梯复合控制系统主要指集成多种控制模式的系

统。目前,能量回收系统很普遍。本发明能彻底解决液压系

统的温升问题。这种系统控制电梯上升部分采用容积调速

控制或电液比例控制,而控制电梯下降部分具有独特的结

构,可以在下降过程中通过液压回路将轿厢的势能转化为

电能。然而,这种控制系统目前价格昂贵,尚未形成大市场。

然而,作为一种节能控制系统,它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从液压电梯的技术特点和性能来看,与曳引

式电梯相比,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舒适性,所以其适合中

低层建筑。需要注意的是,液压电梯的检验和维修要求技术

含量高,其系统相对其他类型电梯要复杂些,因此,本文希望

通过探究液压电梯的设计和控制方法的分析,为液压电梯的

安全使用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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