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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我国“黄金水道”战略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逐

步推进,桥梁日益成为承载巨大交通流量的关键枢纽。为兼

顾通航质量和通航安全, 桥梁建设前期必须进行通航论证,

其中就包括桥梁的净高和净宽, 建设时也会按照设计净空

标准进行施工。在桥梁竣工后的一段时间内,桥梁会因自身

沉降而造成净空的变化,因此,桥梁建成后须进行净空测量

以确定有效通航净空。

桥梁的通航净空包括净高和净宽, 净高是指桥区河道

最高通航水位以上至桥梁结构物上部结构底缘的距离,净

宽是指桥梁通航孔两测桥墩内侧边缘之间的距离。桥梁净

空的常规测量方法基本原理一般为：先在通航孔对应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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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如果电梯内有手把,请一只手紧握手把。整个背部和头部

紧贴电梯内墙,呈一直线,膝盖呈弯曲姿势。当紧急电源启动

时,电梯可以马上停止继续下坠。固定身体所在的位置,以致

于不会因为重心不稳而摔伤。运用电梯墙壁作为脊椎的防

护。因为事先不知道电梯何时着地,坠地时很可能会骨折。

借用膝盖弯曲来承受重击压力,可增大缓冲时间。

2.3在电梯内部设置无线对讲系统

在实际的设计研发中心, 我们需要电梯无线对讲系统

能够有效满足一键式呼叫、方便快捷,决监控中心、机房、轿

厢、轿顶、底坑五方对讲通话等环境下的特殊需求。无须布

线不但可以大量节约了昂贵的线路成本, 同时还节约了由

于线路故障、老化等因素而带来的维护成本；完全杜绝了由

于铺设线路而带来的对楼宇及道路的破坏；监控中心位置

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调整,无需任何线路调整；整个系统施工

极为简单、施工周期短；无线距离覆盖范围广,在 3公里半

径内抗干扰能力强、音质清晰。

2.4设立 GPS定位救援系统

针对全市的电梯我们可以设立专业的救援管理部门进

行统一管理, 对于每一步电梯进行 GPS定位救援体系的覆

盖,在电梯内安装智能设备,以便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对电

梯进行实时监控；同时在城区覆盖的所有电梯上都要贴上

一块带有“应急救援电话：96333”和“设备编号：xxxxxx”的

标牌。乘客如被困,可拨打 96333并报出 6位数字的设备编

号,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可根据设备编号锁定电梯位置,以便

第一时间组织救援。

2.5加强救援人员的能力培训

救援人员的专业能力直接关系到救援活动的顺利开

展,如果救援人员的能力高,那么不但可以很快的就出受害

者,还可以对其进行急救和心理安抚；反之,如果救援人员的

能力较差,极有可能导致电梯的二次坠落,对于被困者再一

次造成伤害。因此,我们说开展救援人员的专业能力培训教

育活动是十分有必要的。

在实际的培训过程中, 我们可以通过深入剖析电梯故

障原因、救援程序等理论知识以及电梯救援模拟操作,提升

救援人员对电梯安全知识的认识, 让他们能够充分的学习

和掌握科学的电梯应急救援方法。同时针对正确救援手段

和应急救援方法进行仔细强调,例如发生电梯事故,救援人

员的正确做法是首先关停总电源,然后安抚乘客,可通过三

角钥匙来打开电梯门, 救援过程中确保好乘客和救援人员

自身安全,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3结束语

电梯是特种设备,按法规要求非常重视安全性,所以有

多个安全检测开关,稍有异常如磕碰、潮湿、灰尘异物、断电

就会停梯保护,目的是务必保障乘客的生命安全。因此在乘

坐电梯的过程中,一旦发生了安全事故,千万不要试图强行

打开轿厢,而是要积极主动的寻求外部救援。作为电梯救援

人员也要不断增强自身的专业能力,减少救援时间,保证人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建立一个安全

高效的电梯应急模式固然是好, 但更加重要的是应该去关

注电梯本身的产品质量和使用年限,及时更换老旧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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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建立一系列参考点并准确观测出每点的高程, 再利用测

距工具如测陀、卷尺、测距仪等量取参考点至桥梁桥梁结构

物上部结构底缘的距离。该方法要求测量人员直接进行桥

面作业且视线会受到桥梁边缘护栏等结构物的影响, 作业

步骤繁琐,危险系数也较大,测量精度受观测条件影响较大。

针对传统净空测量的弊端, 笔者在瓯江流域某桥净空

测量中采用 RTK配合无棱镜全站仪进行了施测,结果表明,

采用此方法可避免观测者直接接触桥体, 节省了大量外业

观测时间,保证了测量精度,取得了较好的测量效果。

2测量原理

本方法的测量原理为利用一台 RTK流动站作后视,无

棱镜全站仪架设在合适位置对桥梁通航孔底缘进行特征点

水平角和垂直角观测, 通过前方交会法计算出特征点的三

维坐标。架站示意图如图 1所示。

图 1 架站及观测示意图

具体施测步骤为：在与桥梁可通视的岸边利用 RTK确

定测站和后视点的坐标, 将全站仪架设在测站上对准后视

（RTK测杆）进行水平角置零,记录下全站仪仪器高,再将全

站仪逐一对准桥梁通航孔特征点读取水平角和垂直角并记

录下来待内业处理。施测流程如图 2所示。

图 2 施测流程图

3坐标计算原理

如图 1所示,已知桥梁两端任意两点坐标分别为 A(xa,

ya,ha)、B(ya,yb,hb),RTK采集到的架站和后视坐标分别为 P1

(x1,y1,h1)、P2(x2,y2,h2),全站仪测得水平角和垂直角分别为

α、β,设桥底缘特征点的坐标为 P(x,y,h),该点坐标的计算

方法可分为数值法和几何法。

3.1数值解法

数值解法的基本原理为利用空间直角坐标交会法求

出。第一步,求出 P点在全站仪镜头所在平面的投影坐标即

Ｐ′(x,y)与 P1所在直线的斜率 k为：

k=tan[α+tan-1(y2-y1)/(x2-x1)] (1)

过点Ｐ′与 P点的直线方程为：

y=kx+y1-kx1 (2)

过 A点与 B点的直线方程为：

y=(ya-yb)/(xa-xb)x+yb-(ya-yb)/(xa-xb)xb (3)

记 AB直线的斜率(ya-yb)/(xa-xb)=k′,则(3)式简化为：

y=k′x+yb-k′xb (4)

则两直线的交点Ｐ′的坐标为：

x=(kx1-k′xb+yb-y1)/(k-k′) (5)

y=(kk′(x1-xb)+kyb-k′y1)/(k-k′) (6)

P点高程 h的值为：

h=h1+ (x1-x)
2
+(y1-y)

2姨 tanβ (7)

3.2几何解法

几何解法即利用 AutoCAD 对基线进行精确的角度旋

转和交会, 无需经过计算就可直观地在图上获取桥梁通航

孔底缘坐标。

图 3 几何解法示意图

几何解法的优势在于直观方便无需计算, 可快速求取

单座桥梁的净空尺寸；而数值解法可用于编写程序对多桥

进行批量处理,加快数据后处理速度。

4实际算例

表 1为瓯江流域某桥使用本方法测得的通航孔观测数

据。

表 1 瓯江流域某桥通航孔尺寸观测数据

将上述采集的数据按照几何解法快速求解出桥梁通航

孔底缘的三维坐标, 利用这一系列坐标即可绘制出桥梁净

空断面图,如图 4所示。

序 号  水 平 角  

（ d d .m m ss）  

垂 直 角  

（ d d .m m ss）  1 32 3. 2 64 9  8 9 .2 5 00  

2 32 3. 5 82 3  8 9 .2 1 08  

3 32 4. 3 55 2  8 9 .1 8 20  

4 32 4. 5 50 7  8 9 .1 8 08  

5 32 5. 2 23 5  8 9 19 19  

6 32 4. 5 91 2  8 9 .1 8 02  

7 32 6. 0 03 9  8 9 .2 3 04  

8 32 6. 1 35 8  8 9 .2 4 39  

9 32 6. 2 02 3  8 9 .2 5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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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瓯江某桥通航孔净空断面图

5结语

RTK 配合全站仪进行桥梁净空测量可减少外业劳动

强度和时间,增强了仪器和观测人员的安全性,根据情况合

理选用数值解法或几何解法可快速求解出桥梁通航孔底缘

弧线散点的三维坐标。该方法成功应用于瓯江某桥净空尺

度测量,提高了总体的测量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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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现代生活中,由于大型商城的增多、高层住宅的数量

也增多,电梯的使用越来越频繁。电梯已经成为人们不可或

缺的工具。而电梯事故的发生也越来越多,这引起了越来越

多的关注。电梯的安全问题涉及到很多人的生命安全,所以

不得不引起重视。电梯超载安全装置的设置是设计师在设

计电梯时考虑到电梯运行存在一定风险和安全隐患, 为了

照顾乘客及和货物的安全,设计了警报装置,在电梯出现问

题时发出警报,提示乘客电梯处于危险运行中,并需要采取

保护措施。电梯上设置的只要安全装置有：防止电梯关门撞

击和夹击保护装置、防止电梯开门运行装置、防止急速坠落

和超速运行装置、防止电梯超载装置等等。其中电梯超载保

护装置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装置, 一旦出现失效问

题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安全问题, 所以在电梯设计和维护时

是要着重重视的环节。

1电梯超载保护装置的重要作用

1.1电梯超载保护装置一般有两种收集信号的方式：第

一种是安装在机房或者井道内的采集装置, 这种装置是通

过感应绳头组受到的重力大小和弹簧组变形程度来收集电

梯超载的信号；第二种是安装在电梯底部的装置,通过感应

电梯底部厢底和厢架下横梁距离的大小来收集超载信号。

此外还有少部分的电梯将保护装置放置在电梯顶部。

1.2电梯超载保护装置的工作原理是在电梯运行过程

中, 根据承重装置收集到的超载信号之后引起保护装置的

启动。一般电梯在运行过程中超载超过 750N时,超载保护

装置启动, 阻止电梯正常启动并发出声音或闪光等提示信

号,动力驱动的自动门完全打开,手动门保持工作状态,用以

上措施来防止电梯在超载情形下运行造成事故的发生。因

此, 电梯超载保护装置的检测和维修是一个关乎人身安全

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环节应该受到重视。

2电梯超载保护装置失效的原因

2.1电梯超载保护装置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在电梯未达

到超载标准值时就触发保护装置的误动作。比如说电梯的

超载限额为 1100kg,超过 1100kg 时触发保护装置,但是由

于使用时间长、绳头组磨损、弹簧组弹性变差、橡胶块老化

硬化等现象的发生导致电梯未到 1100kg时就触发了保护

装置,导致电梯无法正常运行的情况。

2.2造成这种电梯超载保护装置失效的误动作的原因

一般有两种, 这两种原因区别在于保护装置的安装方式不

同。其一是因为绳头组钢丝张力变化导致的感应误差；其二

是因为电梯底部变形导致厢底和横梁之间距离发生变化导

致触发保护装置的距离缩小而在未达到超载时就触发了保

护装置。以上两个原因造成了电梯超载保护装置失效。

2.3电梯超载保护装置有时还出现的问题是电梯已经

电梯超载保护装置失效原因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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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梯超载保护装置的用处是为了安全起见防止电梯在超载的情况下运行的的保护装置,电梯超载保护装置关系到

电梯安全运行的重要装置。这关系到乘客和货物等人身安全问题和财产问题,所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检测环节。电梯超

载报警装置是较为常用的安全警报装置,但却也是经常发生误判的环节之一,这一环节的问题严重影响了电梯超载保护装

置的准确性。针对电梯超载是保护装置失效问题,我们希望通过改善保护装置的固定方式,提高报警装置的准确性。本文就

电梯超载保护装置失效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并提出处理办法。

关键词：电梯超载；保护装置失效；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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