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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2 自动扶梯、 电梯及轮椅
升降机

(1)了解自动扶梯的分类,掌握自动扶梯的构造与工作原理,掌握自动扶梯的操作。
(2)了解电梯的功能和分类,掌握曳引电梯的基本构造和工作原理,掌握曳引电梯的操作

及故障处理。
(3)熟悉轮椅升降机的构造及其操作。

2.1　自 动 扶 梯　

2.1.1 自动扶梯的分类

自动扶梯可以看成由1台特殊结构形式的链式输送机和2台特殊结构形式的胶带式输送机

结合而成的升降传送系统。在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自动扶梯的用途主要是解决乘客的快速疏

散,即列车到站后,使大量乘客从候车站台向地面站厅疏散。自动扶梯具有连续输送功能,能

在短时间内输送大量乘客,同时满足乘客对乘降舒适度的要求。车站配有多部自动扶梯时,其

布置排列方式有平行排列、连续交叉排列、连贯排列及小交叉排列。另外,自动人行步道 (见
图2-1)也属于自动扶梯的一种,应用也十分广泛,如北京地铁1号线与5号线东单站换乘通

道中就配有自动人行步道。
自动扶梯可按以下几种方法进行分类。

1.按驱动装置位置分类

按驱动装置位置分类,自动扶梯可分为端部驱动自动扶梯和中间驱动自动扶梯。

2.按自动扶梯扶手外观分类

按自动扶梯扶手外观分类,自动扶梯可分为全透明扶手自动扶梯 (扶手带用全透明钢化玻

璃支撑)、半透明扶手自动扶梯 (扶手带用半透明钢化玻璃及少量撑杆支撑)、不透明扶手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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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梯 (扶手带采用支架支撑并覆以不透明板材)。

图2-1 自动人行步道

3.按自动扶梯梯路线形分类

按自动扶梯梯路线形分类,自动扶梯可分为直线形自动扶梯和螺旋形自动扶梯。

4.按负载类型分类

按负载类型分类,自动扶梯可分为普通型自动扶梯和公共交通型 (重载型)自动扶梯。城

市轨道交通领域均采用公共交通型自动扶梯。

5.按提升高度分类

按提升高度分类,自动扶梯可分为小提升高度 (最高至8m)扶梯、中提升高度 (最高至

25m)扶梯及大提升高度 (最高至65m)扶梯。

6.按运行速度分类

按运行速度分类,自动扶梯可分为恒速扶梯与可调速扶梯。

皇 冠 大 扶 梯

重庆为有名的山城,地势陡峭,电梯、扶梯就成了重庆人上下出行的交通工具。皇冠大扶

梯连接了两路口和重庆站,是重庆特色交通之一。皇冠大扶梯于1993年2月动工,1996年

2月建成运营,由上、下梯和备用梯共3台扶梯组成,全长112m,宽1.3m,提升高度为

52.7m,倾斜度为30°,每秒运行0.75m,全程运行2.5min。皇冠大扶梯运力为13000人次/小

时,是亚洲第二长的一级提升坡地大扶梯。
(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 有改动)

2.1.2 自动扶梯的构造与工作原理

1.自动扶梯的构造

自动扶梯可分成四大部分:一是框架结构,用于自动扶梯各零件的组合和定位及现场的定

位安置;二是供乘客站立并能连续提升的梯路,梯路由梯级、牵引构件以及梯路导轨系统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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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成;三是动力驱动装置,可完成梯路的提升和连续循环运转;四是控制与安全装置。
(1)自动扶梯的具体构造。

① 桁架。桁架是架设在建筑结构上,支承梯级、踏板以及运动机构等部件的金属结构件,
一般由角钢和方钢制作而成,如图2-2所示。按照扶梯的设计,桁架至少分为上桁架、直段桁

架标准段和下桁架三段。根据提升高度的不同,桁架需要再分段,即增加直段桁架可变段。此

外,由于每个地铁车站结构的埋深不一样,因此自动扶梯的提升高度也不一样,特别是一些换

乘站,提升高度更大,要求有额外的土建支撑结构,即中间支撑。

图2-2 桁  架

② 梯级。梯级是自动扶梯的载人部件,多个梯级在驱动装置的驱动下通过牵引构件 (牵
引链条和牵引齿条)形成运动的梯路。梯路在自动扶梯内沿着一定的轨迹周而复始地运行,完

成对人员的连续运送。
梯级的外形如图2-3(a)所示,其结构如图2-3(b)所示,包括梯级踏面、踢板、支架,

以及主轮、辅轮、主轮轴等几个部分。梯级在梯路上半周时,踏面一直处于水平状态;而在下

半周时,恰好翻转180°。梯级踏面一般为防滑设计,表面有凹槽,其作用是使梯级在上、下出

入口处能嵌入梳齿板中,同时使梯级上的垃圾不至于滚动到梯级与裙板之间划伤裙板。梯级可

以看作一种具有特殊结构的四轮小车,包括2个主轮和2个辅轮,通过牵引构件,在驱动系统

的牵引下沿导轨运行。梯级的主轮轴与牵引链条或牵引齿条连接在一起,全部梯级按一定规律

布置在导轨上,导轨的形状决定了梯级的运行轨迹。

图2-3 梯  级

(a)梯级的外形 (b)梯级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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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驱动装置。自动扶梯驱动装置一般由电动机、减速箱、制动器、传动链和驱动主轴等

组成,其功能是将动力传递给梯路系统及扶手系统。如前所述,按驱动装置位置可将自动扶梯

分为端部驱动自动扶梯与中间驱动自动扶梯。
·端部驱动自动扶梯。端部驱动自动扶梯的驱动装置多位于自动扶梯的上部,并以链条为

牵引构件。它由一系列的梯级与2根牵引链条连接在一起,运行在按一定线路布置的导轨上。
牵引链条绕过上牵引链轮、张紧装置,并通过上下分支的若干直线、曲线区段构成闭合环路。
上牵引链轮通过减速器等与电动机相连以获得动力。扶梯两边装有与梯级同步运行的扶手装

置,以供乘客手扶使用。
·中间驱动自动扶梯。中间驱动自动扶梯的驱动装置位于扶梯中部,并以牵引齿条为牵引

构件。一台中间驱动自动扶梯可以装多组驱动装置,因此也称为多级驱动组合式自动扶梯。在

运行时,电动机通过减速器将动力传递给两侧的构成闭合环路的传动链条,每侧的传动链条之

间铰接一系列的滚子,滚子与牵引齿条啮合,驱使自动扶梯运行。

④ 梯路导轨。梯路导轨的作用是在梯路上下分支上支撑梯级主轮、辅轮载荷,并引导梯

级以一定的轨迹运行,以及防止梯级跑偏。

⑤ 扶手装置。扶手装置由扶手驱动系统、扶手带、扶手栏杆等组成,是在扶梯两侧对乘

客起安全防护作用且便于乘客扶握的部件。扶手带是在扶手装置顶面,与梯级同步运行,供乘

客扶握的带状部件。当扶手带被拉长或安装过紧时,扶手带张紧装置可调节其长度。

⑥ 裙板。裙板包括内裙板和外裙板。内裙板是与梯级两侧相邻的金属围板,是梯级两边

的界限。外裙板用于覆盖桁架的外部,以防止有人触摸自动扶梯桁架中自动扶梯的运动部件,
同时也是外部装饰板。

⑦ 盖板。盖板包括内盖板和外盖板。内盖板是用于遮住扶栏处的自动扶梯内部部件的盖

板,它的一端装在裙板上;外盖板是用于遮住扶栏外缘的盖板。

⑧ 梳齿板。梳齿板位于运行的梯级出入口,是方便乘客上下过渡,与梯级踏板相啮合的

部件。

⑨ 控制柜。控制柜主要由主机板、变频器、主开关、各种继电器、接线端子、通信接口、
接地保护装置等构成。

⑩ 安全装置。自动扶梯中必备的安全装置包括工作制动器、牵引链过分伸长或断裂保护

装置、扶手带入口保护装置、电机保护装置、梳齿板保护装置、梯级塌陷保护装置、急停开

关等。

 自动润滑系统。自动扶梯的自动润滑系统是保障自动扶梯安全、正常运行的关键系统

之一。自动扶梯牵引链条在润滑不足的情况下连续运行,链轮和链条之间会产生干摩擦,加快

磨损,导致链条伸长、寿命缩短,甚至可能发生断链的严重安全事故;如果润滑油太多,则会

造成润滑油的浪费,而且滴落的润滑油还会造成环境污染。
(2)自动扶梯的主要技术参数。自动扶梯的主要技术参数包括梯级宽度、倾角、额定速

度、提升高度及输送能力等。

① 梯级宽度。梯级宽度 (B)有600mm、800mm、1000mm三种。城市轨道交通采用的

梯级宽度一般为1000mm,其原则是每个梯级能同时站立2名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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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倾角。倾角 (α)是指自动扶梯倾斜段梯级运行方向与水平面所成的角度。自动扶梯的

倾角一般采用30°,在要求节省空间的地方,也可考虑采用35°。另外,为了与建筑物内普通扶

梯的梯级尺寸相配合,也有采用27.3°的,以便在普通固定扶梯旁并列安装自动扶梯,这一点

在城市轨道交通地下车站中尤为普遍。

③ 额定速度。自动扶梯的额定速度 (v)与倾角有关。当倾角小于30°时,额定速度小于

0.75m/s;当倾角为30°~35°时,额定速度小于0.50m/s。在公共交通运输场合,自动扶梯的

额定速度一般为0.5~0.65m/s。

④ 提升高度。提升高度 (H)是指使用自动扶梯的建筑物上下楼层间或地铁地面出入口

与地下站厅间的高度。对于倾角为35°的自动扶梯,其提升高度不应超过6m。

⑤ 输送能力。自动扶梯的输送能力 (Q)是指每小时运载乘客的人数。输送能力与梯级宽

度和运行速度有关,一般公共交通型自动扶梯的输送能力都超过9000人/小时。
(3)自动人行步道与自动扶梯的区别。自动人行步道是一种带有循环运行的板式或胶带式

走道,用于水平 (或倾斜角不大于12°)输送乘客的固定电力驱动设备,具有连续工作、运输

量大、水平运输距离长的特点。自动人行步道主要用于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如机场、车站和

大型购物中心或超市。自动人行步道没有自动扶梯阶梯式梯级的构造,结构上相当于将梯级拉

成水平 (或倾斜角不大于12°)的自动扶梯,且较自动扶梯简单。自动人行步道与自动扶梯梯

级相似的部件是踏板或胶带。

2.自动扶梯的工作原理

自动扶梯的核心部件是2根牵引链条,它们绕着2对齿轮进行循环转动。一系列的梯级与

2根牵引链条连接在一起,在沿一定方向布置的导轨上运行即形成自动扶梯的梯路。牵引链条

绕过上牵引链轮、下张紧装置并通过上、下分支的若干直线、曲线区段构成闭合环路。这一环

路的上分支中的各个梯级 (梯路)应严格保持水平,以供乘客站立。上牵引链轮 (主轴)通过

减速器等与电动机相连以获得动力。典型的自动扶梯使用100马力 (1马力=0.736kW)的动

力来驱动齿轮。扶梯两旁的与梯路同步运行的扶手装置同样由上述电动机驱动。

2.1.3 自动扶梯的操作

自动扶梯处于开始运转之前、开始运转、停止运转或换运转方向、紧急停止等各个阶段

时,相关人员应按具体的规定严格执行相关的操作步骤,在操作时要用自动扶梯专用的钥匙。
钥匙要装在钥匙箱内严格保管,除有关人员之外不得借给他人。

1.开始运转之前

自动扶梯在开始运转之前,工作人员需进行下列操作:
(1)检查扶梯踏板、扶手带、梳齿板、裙板保护胶条 (或毛刷),除去夹在里面的碎纸、

小石子、口香糖等杂物。
(2)用手感触确认裙板及竖板的润滑剂是否充分。
(3)确认自动扶梯周围的安全设施 (三角警示牌、防止进入栅栏等)有无破损等异状。

2.开始运转

自动扶梯开始运转时,工作人员需进行下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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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钥匙插入报警开关鸣响警笛,告诉附近的人自动扶梯将运转。
(2)确认自动扶梯周围或扶梯踏板上没人时,把钥匙插入启动开关,向想要使用的运行方

向 (上或下)旋转,自动扶梯便开始工作。放开手则钥匙回到中立位置,把钥匙拔出来。
(3)自动扶梯启动后确认扶梯踏板和扶手带是否正常工作。如有异常声响或振动,要立即

按动紧急停止按钮,停住自动扶梯。
(4)确认自动扶梯正常运转之后,再试运转5~10min。
(5)在试运转中按动紧急停止按钮,确认工作情况。
如在扶梯踏板上有乘客时启动自动扶梯,则乘客有跌倒、受伤的危险,故在扶梯踏板上有

乘客时绝对不能启动自动扶梯。

3.停止运转

自动扶梯在停止运转时,工作人员需进行下列操作:
(1)在停止自动扶梯之前,需确认自动扶梯有无异常声响或振动。如有问题,则使自动扶

梯停止。
(2)利用通知自动扶梯停止的报警开关鸣响警笛。
(3)在停止之前,不要让人进入自动扶梯的乘梯口。
(4)在确认自动扶梯附近或扶梯踏板上无人后,再把钥匙插入停止开关进行操作,关闭自

动扶梯。
(5)一天的运转结束后,要认真检查扶梯踏板、扶手带、梳齿板和裙板并进行清洁。
(6)为防止乘客将停用中的自动扶梯当楼梯使用,应采取措施,用栅栏等挡住乘梯口,设

置停用牌。

4.换运转方向

自动扶梯在换运转方向时,工作人员需进行下列操作:
(1)利用通知停止的报警开关鸣响警笛。
(2)在确认扶梯踏板上无人后再用停止开关停止运行。
(3)待自动扶梯完全停止后,再重新用启动开关使自动扶梯向需要的方向运行。

5.紧急停止

自动扶梯需紧急停止运转时,工作人员需进行下列操作:
(1)如有乘客在自动扶梯上发生跌倒的紧急情况,则用力按动乘梯口的紧急停止按钮。
(2)在重新开动扶梯之前,要确认造成紧急情况的原因,并予以排除。检查机器,如有异

常及不明原因,不要开梯,要及时通知维护人员进行维护。
在自动扶梯运行中如要使用紧急停止按钮,工作人员需事先通知乘客。在紧急状态下不得

不立即停住自动扶梯时,工作人员应大声通知乘客抓住扶手带后,再进行操作。如莽撞从事,
则有可能造成乘客跌倒的危险。

6.自动扶梯的应急处理

(1)紧急停止按钮被启动。如果自动扶梯的紧急停止按钮被启动,工作人员须马上赶赴现

场查明原因。若是误操作,则重新启动自动扶梯;若是未知原因,则向设备维护人员报修,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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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后重新启动。重新启动自动扶梯时要确保自动扶梯上没有乘客。
(2)出现异响或振动。若自动扶梯出现异响或振动等,应关闭自动扶梯并及时报维护人员

维修。
(3)有异味或冒烟。发现自动扶梯有异味或冒烟时,应立即关闭自动扶梯,并立即疏散乘

梯乘客,做好适当防护,马上通知维护人员。
(4)自然停止。若自动扶梯自然停止,综合后备盘 (integratedbackuppanel,IBP)上无

报警,现场也无故障代码,应马上报修,停用自动扶梯并设置防护。
(5)发生火警。若发生火警,要保持镇定,及时采取适当措施。应马上用广播通知车站内

所有人员,停止所有自动扶梯并关闭防火门,疏散乘客,带领乘客经楼梯逃生。切勿利用自动

扶梯逃生。在关闭自动扶梯前,需鸣警钟以提醒乘客及确定自动扶梯上有无乘客。
(6)浸水。当自动扶梯浸于水中时,应立即关闭自动扶梯。若自动扶梯四周都有水流,要

阻挡水流,保护自动扶梯并通知保养人员检查机件。在保养人员检查机件前,不得使用自动

扶梯。
(7)取出陷入自动扶梯的物件的步骤。

① 按自动扶梯的紧急停止按钮。

② 关闭机房内的主电源隔离开关。

③ 在自动扶梯处设置路障,提示乘客发生意外情况。

④ 采取手拉方式,看能否将卷入物件拉出,能否松动卷入物件。如果被卷入的物件可松

动,则先取出被卷入的物件,再检查梯级和挡板是否因物件的卷入而发生故障。如果被卷入的

物件不可以松动,已被卷入梳状装置中,则用六角扳手拧松螺丝,取下梳状装置组件,取出被

卷入的物件。如果被卷入的物件陷入挡板和梯级之间,则用螺丝刀或其他工具轻轻将挡板向内

扳动,以便拉出物件。

⑤ 故障处理完毕后,应将故障和偶发事件详细情况说明报告车站电梯维护人员,并将详

细的情况记录在维护日志中。

⑥ 如果陷入的是人,则应尽快通过行调向消防部门寻求协助。
(8)反转。反转指的是自动扶梯突然向与原运转方向相反的方向运转。反转现象很少发

生,但是一旦发生,会对乘客造成极大的危害。

① 发现自动扶梯反转,工作人员应立即启动紧急停止按钮,自动扶梯停止后协助受困者

和受伤者尽快脱离危险区域,立即通知车站运营管理人员,停用自动扶梯,设置防护。

② 车站运营管理人员在接到相关事故的报告后,应立即安排人员在自动扶梯两端设立

“暂停服务”警示牌,检查自动扶梯机房内的故障显示盘,记录所显示的故障,并打开主隔离

开关,在主隔离开关上挂牌,提示禁止操作。将反转的详细情况通知车站维护人员,将详细情

况记录在维护日志中。

③ 只有经过授权工程人员认证后,才能将自动扶梯恢复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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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电　　梯　

2.2.1 电梯的功能与分类

1.电梯的功能

电梯是一种服务于规定楼层的固定式升降设备,运行在至少两列垂直的或倾斜角小于15°
的刚性导轨之间。电梯轿厢的尺寸与结构形式方便了乘客出入或装卸货物。

电梯作为现代建筑内必备的垂直交通工具,已广泛应用于住宅、公共建筑以及其他需要固

定式运输设备的场所,包括各种客梯、货梯、观光梯等。

2.电梯的分类

不同建筑依其功能及层高等因素设置不同类型的电梯。目前电梯的主要分类方法如下:
(1)按用途分类。电梯按用途可分为乘客电梯、载货电梯、客货 (两用)电梯、病床电

梯、住宅电梯、杂物电梯、船用电梯、观光电梯、车辆电梯等。这里主要介绍乘客电梯、载货

电梯和客货 (两用)电梯。
乘客电梯是为运送乘客而设计的电梯,轿厢内有装饰,要求运行过程中的舒适感较好;载

货电梯是主要为运送货物而设计的电梯,通常有人伴随,一般不注重轿厢装饰,而更注重轿厢

的载重能力;客货 (两用)电梯是以运送乘客为主,但也可运送货物的电梯,一般有简单的轿

厢装饰。
(2)按运行速度分类。电梯按运行速度可分为低速梯 (运行速度在1m/s及以下)、中速

梯 (运行速度为1~2m/s)、高速梯 (运行速度为2~3m/s)及超高速梯 (运行速度为3~
10m/s或更高)等。

(3)按拖动方式分类。电梯按拖动方式可分为交流电梯 (包括交流单速、交流双速、交流

调压调速、交流变压变频调速等形式)、直流电梯、液压电梯、齿轮齿条电梯、螺杆式电梯及

直线电机驱动的电梯等。
(4)按有无司机分类。电梯按有无司机可分为有司机电梯、无司机电梯、有/无司机电梯

三类。
(5)按操纵控制方式分类。电梯按操纵控制方式可分为手柄开关操纵电梯、按钮控制电

梯、信号控制电梯、集选控制电梯、并联控制电梯、群控电梯等。
(6)按有无机房分类。电梯按有无机房可分为有机房电梯与无机房电梯。
此外,电梯也可按驱动方式进行分类,按此方式分类,目前常用的有曳引驱动电梯 (靠曳

引机的驱动轮绳槽的摩擦驱动电梯)、强制驱动电梯 (用链或钢丝绳悬吊的非摩擦方式驱动电

梯)和液压电梯 (通过液压驱动电梯)。目前,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大多采用曳引驱动电梯。



模块2 自动扶梯、 电梯及轮椅升降机

19   

2.2.2 电梯的基本构造和工作原理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很难在电梯井道的顶部设置机房,以前多选用液压电梯,但液压电梯主

要靠油液进行驱动,故障率高、维修量大,而且必须在车站内设置机房,不利于减小车站土建

规模。随着技术的发展,客货两用无机房曳引驱动电梯逐步代替了液压电梯,在城市轨道交通

车站得到广泛应用。无机房电梯是将原有的顶部机房或下置、侧置机房压缩到井道内部,采用

小体积曳引机驱动和下置绳轮结构使结构更紧凑、空间布局更合理。在此主要介绍曳引驱动

电梯。

1.曳引驱动电梯的基本构造

曳引驱动电梯一般由8个不同功能的子系统及其附属的建筑物 (机房和井道等)构成。其

结构如图2-4所示。

图2-4 曳引驱动电梯的结构

1—轿厢系统;2—门系统;3—电力拖动系统;4—电气控制系统;5—曳引系统;

6—导向系统;7—安全保护系统;8—重量平衡系统

(1)轿厢系统。轿厢是运送乘客或货物的载体,是电梯的重要组件之一。在曳引钢丝绳的

作用下,轿厢沿敷设在电梯井道中的导轨做快速平稳的上下垂直运动。
轿厢系统由轿厢架和轿厢体组成。轿厢架是轿厢体的承重构架,由横梁、立柱、底梁和斜

拉杆等组成。轿厢体由轿厢门、轿厢顶、轿厢壁、轿厢底、轿内操控按钮板及其他附件 (照
明、报警、通风等装置)组成。轿厢系统的组成如图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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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轿厢系统的组成

1—轿厢门;2—轿厢架;3—轿厢顶;4—轿厢壁;5—轿厢底

  轿厢门供乘客或货物出入使用,门上装有联锁、联动机构和安全触板。正常情况下,只有

当轿厢门、层门完全紧闭时,轿厢才能上下运行;否则,轿厢立即停止,不能运行。安全触板

的作用是在人或物碰触后,通过联锁触头使门自动停止关闭并迅速打开。
(2)门系统。门系统主要包括以下装置:

① 轿厢门。轿厢门设在轿厢入口,由轿门扇、门导轨架、门靴和门刀等组成。轿厢门是

主动门。

② 层门。层门也称为厅门,设在层站入口,由厅门扇、门导轨架、门靴、门锁装置及应

急开锁装置组成。层门是被动门。

③ 自动开门机。自动开门机设在轿厢上,由小功率电机带动,具有快速、平稳开关门等

特点。根据开关门方式的不同,自动开门机分为两扇中分式和两扇旁开式。
(3)电力拖动系统。电力拖动系统又称为曳引拖动系统,由曳引电机、供电系统、速度反

馈装置及调速装置等组成。

① 曳引电机。曳引电机是电梯的动力源,根据电梯配置可采用交流电机或直流电机。

② 供电系统。供电系统是为曳引电机提供电源的装置。

③ 速度反馈装置。速度反馈装置为调速系统提供电梯运行速度信号,一般采用测速发电

机或速度脉冲发生器,与电机输出端相连。

④ 调速装置。调速装置对曳引电机实行调速控制。
(4)电气控制系统。电气控制系统主要由操纵装置、控制柜、位置显示装置、平层装置、

选层器等组成,其主要作用是对电梯运行实行监控操纵。

① 操纵装置。操纵装置是指乘用人员对电梯发出控制指令的电气装置,包括轿厢内的按

钮操作箱或手柄开关箱、层站召唤按钮、轿顶和机房中的检修或应急操纵箱等。

② 控制柜。控制柜安装在机房中,由各类电气控制元件组成,是电梯实行电气控制的集

中组件。

③ 位置显示装置。位置显示装置是指轿厢内和厅门的指层灯。厅门上一般能显示电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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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方向或轿厢所在的楼层。

④ 平层装置。平层装置是指能产生电梯平层信号的传感器。常用的平层装置有干簧管传

感器、双稳态磁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编码器等。

⑤ 选层器。选层器是供乘用人员选择楼层用的电气装置,其作用包括指示轿厢位置、选

择楼层、楼层信号登记与消除、确认电梯运行方向,以及发出电梯加速、减速信号等。
(5)曳引系统。曳引系统是电梯的驱动部分,由曳引机组、曳引轮、曳引钢丝绳、导向轮

等组成,它是电梯的主传动系统。

① 曳引机组。曳引机组位于电梯机房内,由曳引电机、减速机构、制动器等组成,主要

作用是产生动力并传送,如图2-6所示。
曳引电机通常采用适用于电梯拖动的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减速机构通常是蜗轮蜗杆减速机。

制动器采用断电型。电机通电时,制动器松闸;电机断电时,制动器立即抱闸,产生制动,使轿

厢停留在指定位置。制动器的作用是制动曳引轮。制动器在电梯静止时闭合,克服轿厢与对重间

的不平衡力;电梯运行时释放,使电梯能够运行。目前,制动器主要有鼓刹和碟刹两类。

图2-6 曳 引 机 组

② 曳引轮。曳引轮是具有半圆形切口的绳槽轮。曳引钢丝绳整齐地排列在绳槽内,当电

机转动时,曳引轮随之转动,利用与钢丝绳之间产生的摩擦力带动井道内的轿厢、对重做垂直

上下的相对运动。

③ 曳引钢丝绳。曳引钢丝绳的两端分别连接轿厢和对重装置,依靠与曳引轮绳槽之间的

摩擦力来驱动轿厢升降。

④ 导向轮。导向轮安装在曳引机架上或承重梁上,作用是保证两股向下的曳引钢丝绳之

间的距离等于或接近轿厢、对重两悬挂中心之间的距离。
(6)导向系统。导向系统由导轨、导轨架和导靴等组成,其作用是限制轿厢和对重的活动

自由度,使轿厢和对重只能沿着导轨做升降运动。

① 导轨和导轨架。导轨是供轿厢和对重运行的导向部件,由钢轨和连接板组成。导轨固

定在导轨架上。导轨架一般由角钢制成,用预埋螺栓或膨胀螺栓固定在井道壁上,起支撑和固

定导轨的作用。导轨和导轨架如图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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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导轨和导轨架

  ② 导靴。导靴通常分为滑动导靴和滚动导靴,如图2-8所示。导靴安装在轿厢和对重架两

侧,其靴衬或滚轮与导轨工作面配合,强制轿厢和对重的运动服从导轨的直立方向。

图2-8 导  靴

(a)滑动导靴 (b)滚动导靴

(7)安全保护系统。安全保护系统的功能是防止电梯由于控制失灵、曳引力不足、制动器

失灵或制动力不足,以及超载、拖动绳断裂等原因造成轿厢超速和坠落。电梯的安全保护系统

有超速保护装置、缓冲器及极限保护装置等机械安全保护系统,以及过载保护装置、断相错相

保护装置等电气安全保护系统。

① 超速保护装置。超速保护装置的组成如图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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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超速保护装置的组成

1—拉杆;2—安全操作拉杆;3—限速器绳;4—限速器绳轮;5—限速器;

6—连杆;7—安全钳;8—张紧轮

  限速器由设在机房的限速器绳轮、底坑的张紧装置及环绕在两者之间的限速器绳组成,如

图2-10所示。安全钳由楔形铁、连杆、限位开关等组成,安装在轿厢架上,其位置与导靴相

似,如图2-11所示。

图2-10 限 速 器

  

图2-11 安 全 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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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轿厢速度超过规定值时,限速器绳轮带动的离心机构使夹绳装置动作,夹绳钳将钢丝绳

牢牢夹住,使钢丝绳不能运动。而轿厢的继续运动使得钢丝绳拉动安全钳的连杆机构,一方面

拉动安全钳运作,使安全钳对导轨产生摩擦力,把轿厢迅速制动在导轨上,停止运动;另一方

面,连杆的动作使得限位开关动作,切断电梯控制电路,防止轿厢坠落。

② 缓冲器。缓冲器安装在电梯底坑内,位于轿厢、对重的正下方。当电梯控制失灵、曳

引力不足或制动失灵等导致轿厢或对重蹲底的情况时,缓冲器将吸收轿厢或对重的动能,提供

最后的保护,以保证人员和电梯结构的安全。缓冲器分蓄能型 (弹簧型缓冲器,适用于速度为

1m/s以下的电梯)和耗能型 (液压型缓冲器,适用于速度为1m/s以上的电梯)两种,如

图2-12所示。

图2-12 缓 冲 器

(a)蓄能型缓冲器 (b)耗能型缓冲器

③ 极限保护装置。极限保护装置又称为端站保护装置,是为防止轿厢超越上下规定位置

而设置的保护装置,由多个限位行程开关组成,它实际上是轿厢或对重冲顶或蹲底前的安全防

护措施,如图2-13所示。

图2-13 极限保护装置

1,6—终端极限开关;2—下限位开关;3—下强迫减速开关;4—上强迫减速开关;

5—上限位开关;7—井道顶部;8—导轨;9—井道底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