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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梯水平震动分析

通常情况下, 对电梯水平震动造成影响的因素是比较

复杂的,较为常见的有：导轨的安装和制造误差、井道外形

结构及井道气流、乘客负载的变动和轿厢的静平衡状态、轿

厢速度运行的高低等。

导向系统是诱发电梯震动的一个主导性因素, 导轨接

头的台阶和间隙与导轨的垂直度对电梯的水平震动的主要

因素。当电梯运行速度在每秒 5秒以内的情况下,电梯导轨

的不平度是造成电梯水平震动的主要根源所在,为此,当前

对于水平震动的探究主要是对导轨的一种激励。其中,脉冲

激励模式、二角和阶跃激励模式和正弦和阶跃激励模式是

较为常见的电梯导轨扰动模式。针对滚动导靴电梯而言,在

导论外侧受到干扰的情况下便会引起电梯的震动, 由此可

以了解到, 电梯震动是判断电梯最终质量的关键衡量标准,

为此,则需对电梯震动做出定量性的对比与分析。

2电梯水平震动和噪音的控制措施

2.1电梯水平控制的措施

从震动的方面来看, 主动控制技术中震动的主动控制

目前得到了广泛化的运用, 其中涵盖了闭环和开环两大控

制类别。其中,震动控制的主闭环系统包含以下几大方面：

第一,作动器。也称作作动机构,是一种能够供应一定作用力

的装置,可将作用力直接施加于受控对象上面；第二,受控对

象；第三,测量系统。一般整个测量系统中涵盖了传感器、滤

波器、放大器及调试器等,其能够将受控对象的震动等有关

信息进行成功转换,同时传输到控制器的输入端；第四,控制

器。控制器是主动控制系统的主要方面,其实现所需的控制

律；第五,能源。作动器在实际运行过程当中需要的外界能

量通常是由能源来进行供应的, 其与作动器在外在形式上

成互相对应的一种联系。

在整个震动体系当中, 震动的主动控制技术具体包括

了：系统的实现、控制器的设计和系统模型的分析与建立等

内容。

2.1.1主动控制模型的建立

主动控制系统当中, 对于系统的设计通常是由创建受

控对象模型为起点的,在此基本前提下,明确系统在设计方

面的基本准求,从而对其进行形式化的描述。挑选具体的控

制系统来进行相关设计。同时进一步的依附在模型或仿真

实验来对控制系统的性能做出相应的辨别。此设计模型主

要指的是数学模型。从当下的具体情况来看,固有的电梯水

平震动迷行在精准度上是存在一定不足之处的,为此,震动

主动控制实施前期需要创建完善的系统模型。

2.1.2配置传感器和作动器

传感器与作动器在控制器与受控对象间创建了相应的

联系,在配置、制造及设计方面对整个控制系统来讲有着十

分重要的现实性价值。其中,较为常见的作动器包含以下几

种形式：压电式、伺服液压式、电动式、伺服气动式、电流变

流体和电磁式等等。然而,传感器的作用是由系统当中提取

受控对象的相关信息。在进行相关配置的过程当中,可按照

不同的现实需求来挑选最为恰当的传感器。除此之外,实现

作动器与传感器的科学合理性配置, 在确保作动器与传感

器最佳位置及最低损耗量的基本前提下, 达到最佳的掌控

成效。

2.1.3设计控制策略

对控制策略的设计在整个震动主控控制系统中是非常

关键的一方面问题, 而其需按照现实中控制对象的具体状

况来选择最为适合的控制方法。目前,我国创建的电梯水平

震动模型,是把电梯系统作为线性系统的,在这一基本前提

下,对控制策略进行设计过程当中,不可过多的依赖于以往

传统的基础控制理论,这主要是由于,按照电梯实际震动的

状况来做出系统性的浅析, 电梯轿厢所产生的水平震动通

常是由各方面因素一同作用的结果。电梯系统是存在于非

线性属性的,为此,传统控制理论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会存

在极大的局限性。最优化的预测控制和控制等较为先进的

控制理论以及神经网络控制、模糊控制等智能化的控制理

论。在对电梯水平震动的主动控制的同时,可为有效控制的

顺利实现提供极大的便利。

2.2噪音的控制措施

2.2.1电梯运行系统噪音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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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人们对自己所居住的环境质量的要求不断的升高。在高层建筑日益增加的今天,电

梯早已演变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要的交通工具。在电梯运行过程当中,电梯的水平震动与噪音一直以来给电梯乘坐环境带

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接下来,本文将电梯的水平震动与噪音作为基本前提,具体分析了电梯水平震动与噪音产生的基本

原理,同时提出了具体的应对策略,望能够对接下来降低电梯震动与噪音起到一定的可参考作用。

关键词：电梯水平震动；噪音；控制

110- -



Copyright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c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水电水利
第 2卷◆第 3期◆版本 1.0◆2018年 3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引言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发展迅猛,未来几年间,这种发展趋

势还将继续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能源发展“十三五”规

划》要求,到 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5% [1]；《电

力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要求,到,2020 年,风

电、光伏发电分别要从 2015年的 1.31亿千瓦、0.42亿千瓦

增长到 2.1亿千瓦、1.1 亿千瓦, 年均增速分别达到 9.9%、

21.2%,5年增长率将分别达到 63%、156%[2]。

在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快速发展的同时,其消纳困

境日益凸显。我国新能源开发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三北”地

区的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77％和

41％[3],由于布局相对集中,弃风、弃光现象严重,已经严重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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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破解东北地区的风电弃风问题,需开展火电灵活性改造。结合火电灵活性改造的政策背景,介绍了采用直热式高

压电极锅炉及热水储热罐实施热电解耦改造的技术特点,对应用该技术路线实施的两个案例进行了介绍、分析。实践证明,

该技术路线能够同时满足热网供热和电网深度调峰的需求,实现热电机组的热电解耦,达到提升火电机组灵活性、深度调峰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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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日益发展及先进科学技术不断创新的今

天,新技术在电梯系统中得到了广泛化的投入及使用,譬如,

传统的斜齿轮传动、蜗轮蜗杆方式, 由于整体运行效率低

下、产生巨大的噪音等,为此,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开始被不

断地淘汰掉。其中,电梯轿厢中采取的噪音控制措施包括：

从具体的状况入手,按照门的风压、重量等对开关门的速度

及力度做出科学合理性的调整, 进而将噪音进行显著性的

降低；轿厢门机运用的是最为先进的永磁同步电机,最终也

能达到非常明显地降低噪音的成效；音调柔及播音器在轿

厢波音系统中的运用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降低噪音的

效果。机房当中产生的噪音可采取以下具体的应对措施：增

设减震橡胶于支撑钢梁和曳引机底座, 防止电梯在实际运

行过程当中与建筑物会有共振的形成；运用先进的永磁同

步曳引机,将机房的噪音减少到最小的状态,与此同时,可促

使电梯的整体运行效率大大提高；通过微电脑控制的形式,

将过去传统的继电器控制方式及使用的内涨式电磁报阀制

动器等相继淘汰。对于电梯井道中噪音的有效控制通常可

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加以实现：使用无手架的电梯安装工

艺, 从而促使电梯安装的精准度得到强有力的技术保障,最

大限度上地将因震动形成噪音降到最低的程度；利用高精

准度导轨,其中,电子滚轮导靴是轿厢与导轨间使用的非常

精密的一种仪器, 其能够有效地减少由于震动形成的噪音,

同时运用超薄的垫片将导轨连接位置的缝隙完全填充,成

功防止电梯在运行过程中会有不良噪音的出现。

2.2.2电梯的运行风噪的应对措施施

风噪的形成通常与电梯的具体设计方式存在密切的联

系,建筑设计的过程当中,一般开发商为能够节省空间会对

井道的尺寸进行一定的压缩；特别在单井道设计的过程当

中,如果井道尺寸余量太小,那么,电梯在实际运行的同时就

会产生剧烈的活塞效应, 气流对轿厢与井道壁进行了一定

的碰撞,在此状况下会诱发非常严重的震动出现。在电梯设

计方面,噪音的控制可通过以下方法来实现：通过双轿壁进

行电梯设计,对轿壁钢板的厚度进行合理性的设计,从而将

气流对轿厢的冲击力降到最低的程度。超高速电梯能够进

行上下防风罩的设置,在轿壁外面包裹一层隔音材料；在轿

厢的底部进行降震橡胶的设置, 厅门的门槛位置到下层厅

门的门头进行防风板的设置等等。在建筑设计方面噪音控

制措施较为常见的有：井道的设计与施工要最大限度上确

保整体的平整性,尽可能地将井道的存量放大一些,按照电

梯的实际状况在井道的顶部设置 1-2个 0.15 平方米范围

内的泄压口,在电梯的大堂进行防风风门的合理性设计。

3结束语

电梯的震动与噪音给电梯的正常使用会造成很大程度

的影响。电梯使用过程当中,诱使电梯震动与噪音产生的因

素是非常复杂的。为此,对电梯震动与噪音进行控制的过程

当中,要按照科学的方式,通过行之有效的措施来进行震动

与噪音的控制,在此过程当中,要对电梯水平震动与噪音控

制进行深入的探究,从而为广大电梯乘客供应更为舒适、更

加安全的电梯乘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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