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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高层建筑越来越

多，电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电梯数量不断增

加的同时，电梯安全事故频繁发生，特别是电梯轿厢意外移

动造成的后果尤为严重。比如在 2014年 9月 14日，某大学

以男学生在乘坐电梯时，电梯门大打开而电梯没有停下导

致该学生踩空掉落到电梯轿厢顶部，而电梯也没有停止运

行导致该学生窒息身亡。诸如此类的电梯事故就是电梯轿

厢意外移动引起，所以对电梯轿厢意外移动的安全保护装

置的设计进深入探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1电梯轿厢意外移动的原因

电梯轿厢意外移动事故的原因有很多，而且某些因素

很难被发现，而且维修工在排查故障过程中很难根除。比

如：电梯轿厢经过维修以后，就会导致平衡系数发生改变，

其改变范围是否允许范围中，需要通过相应的砝码试验确

定，普通的维修工在日常检查工作中并没有进行砝码试验，

使得该隐患很难被发现。再比如：不同的电梯制造企业生产

的电梯，其制动器、制造工艺、调整要求都不相同，即便是原

制造厂家的设计人员，对不同型号规格电梯的工艺参数也

未必全面了解，电梯维修公司的员工和检查人员就更加不

够了解。抱闸调整不当造成的隐患就能难发现，同时电梯运

行过程中也存在很多偶然性，比如：加错液压油等，而此类

故障是不可避免的，除此之外，电梯轿厢意外移动的成因还

有很多，在日常抽查和巡查过程中，在理论上是无法排除

的。

2防止电梯轿厢意外移动安全保护装置的设计

2.1设计理念和工作原理

防止电梯轿厢意外移动安全保护装置的设计理念，当

电梯停站桥门打开以后，通过借助开门控制信号的启动防

移装置，从而把电梯固定在相应的导轨上，从而防止电梯轿

厢意外移动的事故发，当电梯门关闭以后，利用关门控制信

号把电梯装置进行复位，从而保证电梯轿厢安全正常运行。

保证防移装置和轿门同步，确保乘客进入电梯以后，防移装

置立即起到保护作用，除此之外，为了避免防移装置在电梯

运行发生安全事故，需要在装置上增设检测防移装置的电

气保护装置，一旦防移装置处于非停放位置时，电气保护装

置就能防止电梯发生位移。

2.2机构设计

防移装置处于停放位置图如图 1：

图 1 防移装置处于停放位置图

图 1中位置 1表示轿顶横梁，位置 2表示电梯电机，位

置 3表示电梯驱动皮带轮，位置 4表示齿形皮带轮，位置 5

表示电气安全装置，位置 6表示固定在导轨上对的栓孔板，

位置 7表示防移装导轨，位置 8表示机械栓，位置 9表示齿

形皮带。

从图 1中可以清楚看出当防移装置处于停放位置时，

防移装置安装在电梯是轿厢顶部的横梁上，同时导轨也固

定在横梁上，机械栓在导轨上做水平方向的伸缩运动，把栓

孔板控固定在导轨上。但电梯中的防移装置启动时，电梯电

机带动驱动皮带轮，驱动皮带轮和同轴的齿形性皮带轮进

行逆时针运动。当电梯轿厢位于门区中以后，防移装置复位

时电机带动驱动皮带轮，皮带轮与同轴的齿形齿轮顺时针

运动，带动齿形皮带的机械栓水平向内收缩，机械栓回到停

放位置，此时电梯轿厢可作常规运行，电气安全装置为常闭

安全触点，当防移装置离开停放位置以后，电气安全装置就

立即断开安全触电，防止电梯轿厢的所有运动[1]。

2.3机械栓的特征参数设计和强度计算

机械栓是整个电梯系统中主要的受力构构件，也是影

响电梯轿厢意外移动的安全保护装置的设计关键，本文结

合理论实践，就机械栓和栓孔板的挤压应力和剪切应力的

强度进行详细计算，从而为电梯轿厢意外移动的安全保护

装置的设计提供数据上支持，计算包括机械栓的宽度 W和

厚度 t0，栓孔板的

厚度 d材料的厚度 h1、h2和孔的高度 h。电梯轿厢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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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重量计算公式为：Wlim=(P+1.25Q ).g公式中Wlim表示电

梯轿厢的极限重量，单位是 kg，P表示电梯空载是轿厢的重

量，单位也是 kg，Q为电梯额定载重重量，kg；g为重力加速

度，一般取 9.8。

2.3.1机械栓挤压力计算

机械栓的挤压强度计算公式为：

其中 Fmax表示最大曳引力单位是 N；σp表示机械栓

的挤压强度，N/m2；l0表示机械栓完全伸出时，和机械栓与

导轨接触面的区段长度，单位是 m；w表示机械栓的宽度，

单位也是 m；[σp]表示机械栓材料的许用挤压应力，单位是

N。

2.3.2机械栓的剪切应力计算

机械栓的剪切应力计算的公式为：

此公式中 τp 表示机械栓的剪切强度，其单位为

N/m2；t0表示机械栓的厚度，单位是 m；w表示机械栓的宽

度，单位也 m；σ1表示该机械栓材料的许用手剪切应力，

单位是 N[2]。

3该保护装置设计的可行性

3.1成本低，易操作

此类电梯轿厢意外移动的安全保护装置在设计过程

中，并没有改变是电梯原有的运行流程，仅仅是在原电梯的

运行系统的基础上增设了触点定位和防移装置。其设计成

本比较低，对原有电梯硬件和软件系统的变更比较小，操作

简单便捷，容易实现。

3.2安全系数比较高

电梯轿厢意外移动的安全保护装置在电梯停运状态下

并不会接触到触电，也就不会打开电梯门，能够很大程度上

避免乘客进入电梯时导致坠入电梯井中发生安全事故。

3.3设计改进周期比较短

此类电梯轿厢意外移动的安全保护装置在设计过程

中，仍然存在很多不不够成熟的地方，特别是在固定拖杆设

计中还需要不断完善，但是此安全装置整体设计并不复杂、

理论要求也不高，改进过程中的困难并不是太多，能在较短

的时间得以完善。

4结束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国电梯数量不断增加，导致电梯引发

的安全事故也在频繁发生，此时研究电梯轿厢意外移动的

安全保护装置的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结合理论实践，

对电梯轿厢意外移动的安全保护装置进行深入分析，希望

对提高电梯的安全运行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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