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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轿厢意外移动检验方法的探讨

吕 敏
陕西省商洛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陕西 商洛 726000

摘� 要：电梯是指服务于建筑物内若干特定的楼层，其轿厢运行在至少两列垂直于水平面或与铅垂线倾斜角小于

15°的刚性轨道运动的永久运输设备。轿厢意外移动是指电梯轿厢处在开锁的区域内，在开门状况之下，在没有指令
指导的情况下离开层站所出现的意外移动。电梯轿厢意外移动是在电梯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极其危险的现象，在乘

客进出电梯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甚至给乘客带来身体损伤或者生命威胁。因而，电梯务必要加装轿

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这个保护装置在检验时就显得极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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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梯轿厢意外移动的原因

轿厢意外移动的产生有很多种原因和情况，下面，

笔者就常见的造成轿厢意外移动的原因分析如下；

1.1  电气系统缺陷
电梯从指令的采集、信号的输送、电梯运行及停止

都是通过电梯的电气系统来完成的。无论是电气安全装

置还是电器元件，只要电气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缺

陷，电梯将会误动作，可能导致轿厢意外移动。

1.1.1  因电气安全装置失效导致轿和意外移动。电梯
电气系统中设置有多套电气安全装置来保证电梯的安全运

行。例如电梯层、轿门的电气联锁是电梯中一个非常重要

的电气安全装置。如果层、轿门的电气联锁失效(如人为短
接)，甚至同时失效的情况下，电梯有其它楼层的内选或外
呼信号，电梯将直接启动运行前往相应楼层，恰好此时有

人进出轿厢或者层，轿门之间区域，将会发生人员被轿厢

剪切、挤压或者坠落电梯井道等严重事故。

1.1.2  因电气元件故障导致轿和意外移动。电气元件
在电气系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些电气元件的故障

会直接导致电梯控制电路的失效。例如切断电梯制动器

电源的电气安全装置（接触器）只有一组粘连时，电梯

平层开门后将无法切断制动器的控制电路，制动器仍处

于打开状态，轿厢将自动往对重较重的一侧运动，引起

轿厢意外移动，若此时有人进出轿厢，同样也会发生电

梯事故。

1.2  制动器缺陷
制动器既是电梯重要的安全部件，也是保证电梯安

全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制动器的作用是将电梯有效制

停，因此制动器必须提供足够的制动力，该制动力是通

过制动闸瓦与制动轮之间的摩擦力产生的。若制动器存

在缺陷，将不能提供足够的制动力矩来制停电梯，会导

致厢意外移动，甚至失控。制动器缺陷一般主要有以下

三个方面：

1.2.1  制动器两组制动杆组件调整不当，造成两组制
动臂产生的制动力不足

1.2.2  制动闸瓦磨损严重、磨损不均匀，使制动闸瓦
与制动轮不贴合或者是制动器线圈老化，也会导致制动

力不足。

1.2.3  制动闸瓦与制动轮之间有油污。油污的产生的
原因：一是，电梯运行时，蜗杆轴旋转将蜗杆轴通孔端

油封的漏油甩到制动阐瓦与制动轮之间，二是制动器制

动臂销轴上的润滑油滴落到制动闸瓦与制动轮上。当油

污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制动闸瓦与制动轮之间的摩擦力

将大大降低，也就是制动器产生的制动力会下降到不足

以有效制停轿厢，导致轿厢意外下滑或者上升。

1.3  曳引机或钢丝绳缺陷
曳引机是电梯运行的曳引装置。电梯轿厢与对重装

置经过曳引机的曳引轮用钢丝绳相连接。钢丝绳被轿厢

与对重装置的重力压紧在曳引轮槽内，再通过曳引机转

动时钢丝绳与曳引轮的静摩擦产生摩擦力，即曳引力.轿
厢与对重装置的上下运行就是靠曳引力来实现的，因

此，曳引机或者钢丝绳缺陷会影响电梯的安全、可靠运

行，甚至导致轿厢意外移动。

1.3.1  曳引机缺陷。包括曳引轮轮槽因钢丝绳张紧力
不均匀而严重磨损，甚至轮槽变形，导致曳引轮与钢丝

绳之间的曳引力不足，钢丝绳在曳引轮上打滑，涡轮严

重断齿，导致传动失效。

1.3.2  钢丝绳缺陷。更换不同规格型号的钢丝绳、钢
丝绳磨损严重至直径过小、钢丝绳油污，同样会导致曳

引轮与钢丝绳之间的曳引力不足。

1.4  其他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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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轿厢意外移动的原因还有很多，如一些违规操

作，一是人为短接超载保护装置并超载使用，导致钢丝

绳在曳引轮上打滑，轿厢平层开门后意外移动，二是，

轿厢过度装潢，如加装大理石地板，玻璃轿壁、吊顶，

轿顶空调等，导致电梯平衡系数过小，超载运行且超载

保护装置未调整好或失效时，极易发生轿厢平层开门后

下溜，或者电梯下行时产生坠落现象。

2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的开门检验与关门检验分析

GB7588-2003第1号修改单第3.18条对轿厢意外移
动时层轿门的状态定义为“在开锁区域内且开门状态

下”，第9.11.1条规定为“在层门未被锁住且轿门未关闭
的情况下”。调整后的TSGT7001-2009第8.3项关于轿厢
意外移动保护装置试验内容规定：“轿厢在井道上部空

载，以型式试验证书所给出的试验速度上行并触发制停

部件。”对试验时层轿门的具体状态并未明确规定。从

GB7588-2003第1号修改单来看，检测UCMP时保持轿厢
开门状态更符合条文表述。也有厂家认为开门检验时可

能会引起轿厢门区零部件的损伤，存在门区安全风险，

因此采用关门检验。从实际检验情况来看，开门检验和

关门检验的方式都存在。例如，在配置默纳克控制系统

的电梯中多采用关门检验UCMP的方法，此时要在控制柜
中拔出UCMP试验插件，模拟门锁断开的开门状态。有部
分厂家的电梯则采用开门检验，使用拉动松闸手柄使轿

厢离开门区的检验方式。

笔者认为，对于含有检测子系统的UCMP来说，要通
过开门或者模拟门锁断开的状态来试验轿厢离开门区时

系统是否检测到意外移动，并触发制停部件动作；对于

不含检测子系统的UCMP则无此要求。这也解释了有些电
梯UCMP试验方法中规定了轿厢离开门区要能观察到故障
代码，而有些电梯则无此要求的原因[2]。

3 电梯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检验分析

3.1  检验标准
检验标准针对电梯意外移动保护装置的检验主要从

制停距离、制停减速度和保护装置动作后复位要求来进

行。①制停距离；首先对电梯轿厢进行荷载，在电梯轿

厢荷载不超过额定荷载时，在平面位置从静止状态进行

上下移动，意外保护装置制停的距离要满足以下条件：

（1）在轿厢上下移动时，层门地坎和与厢地坎之间的移
动距离不得超过1.2m，轿厢的地坎和电梯层门门楣距离
不超过1.0m；(2)电梯轿厢意外移动时电梯层门地坎和电
梯轿厢底部最低位置的垂直距离不可以超过20cm；(3)当
电梯轿厢向下移动、轿厢地坎与面对轿厢进口的电梯井

道壁距离不超过20cm。2制停减速度：在电梯轿厢发生

意外移动时，意外保护装置动作制停轿厢减速度要符合

如下标准：（1）空载电梯轿厢向上移动减速度不得超过
1gn；(2)电梯轿厢意外移动减速度为自由下落保护装置设
定的范围之内。③保护装置动作后复位要求：在电梯轿

厢发生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启动后，维保人员在不接近电

梯轿厢和对重的位置就能够复位，在复位后保护装置仍

然处在工作状态中，如果保护装置的动作需要外部能量

进行触发，那么在能量不足的情况下，电梯要依然保持

在静止的状态。

3.2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检验方法
目前常见的意外移动保护装置一般由3个子系统构

成：检测子系统、自监测子系统和制停子系统。但3个
系统却有不同组合方式，如：由“检测子系统+制停子
系统”(异步电梯)，或者由“自监测子系统+制停子系
统”(同步电梯)，或者由“检测子系统+自监测子系统+制
停子系统”(同步电梯)构成。对于异步电梯中的制停部件
如果不符合相关规定中的制动器，所以异步电梯都需要

检测子系统；对于那些使用驱动主机制动器作为UCMP的
执行元件的，自监测子系统一般由机械装置正确提起(或
释放)的验证以及对制动力的验证两部组成。

3.2.1  检测子系统
(1)国标要求要有一个电气安全装置用来检测轿厢意

外移动，检测动作必须在轿门还没有关闭的前提下，并

且最晚不需在电梯离开开锁区前。因此检测子系统必须

是由一个或者几个电气安全装置组成，通常，检测子系

统主要功能就是监测电梯是否发生意外移动，并对制停

子系统发出制停指令。存在以下情况的可以不需要检测

轿厢的意外移动：无开门平层或者再平层及其他预备操

作的，且制停部件符合相关规定。(2)检测子系统实现形
式一般由传感器、控制电路或控制器、输出回路构成。

并由电气安全装置(安全触点、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
实现，在轿厢发生了意外移动时及时切断安全回路。(3)
目前电梯公司所用的方式如下。日立电梯：光电传感器

(安装于轿顶)+含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安装于控制柜内电
路板）。通力电梯：含电子元件的电路板+传感器。三菱
电梯：再平层感应器（传感器）+含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
或基于可编程电子安全系统。

3.2.2  自监测子系统
制动元件使用驱动主机中自带的制动器时（同步电

梯），分述如下 （1）监测驱动主机制动器产生制动或释
放的检测装置，现在一般都是编码器或者微动开关（安

装在驱动主机或制动器上）+控制装置或控制主板(安装于
控制柜内)。(2)监测制动力(制动力矩)的系统或装置：对



6

2023� 第5卷�第18期·工程管理与技术探讨

于那些用机械装置是否提起(或释放）来验证和对制动力
验证的，一般要求自监测的时间周期不得大于15天；对
于只采用机械装置作为是否提起(或释放)来验证的，一般
要求维保时就应检测制动力；对于只采用对制动力验证

的一般要求自监测时间周期不大于24h。
3.2.3  制停子系统（执行元件）
目前用于电梯中的制停子系统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作用于轿厢和对重的制停部件（安全钳），即异步电

梯；作用于悬挂绳或者补偿绳的钢丝绳制动器（夹绳

器、夹轨器)，即异步电梯；作用于曳引轮或者曳引轮轴
的驱动主机制动器(指的是同步曳引机制动器)。
4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具体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电梯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的检验，在现场可操作

性上面临不少现实困难，无论电梯监督检验，还是定期

检验时，在试验方法上对UCMP进行检验，均必须以型式
试验证书给出的试验速度对UCMP进行制停试验，并核对
“对应试验速度的允许移动距离”，给现场检验可操作

性带来诸多困难。还是以型式试验证书适用范围为例，

证书上注明“用于最终检验的试验速度 ≤ 0.8m/s”，
现场检验可能面临着以下两个方面问题：(1)如果这是一
台额定速度为0.5m/s的电梯，现场如何进行试验速度为
0.8m/s的试验？(2)如果该电梯的检修运行速度是0.3m/s，
当配合的电梯维保人员没有该电梯的手持调试操作器或

不会使用该操作器时，该电梯的UCMP检验该如何进行？
监督检验时，UCMP型式试验证书由电梯厂家提供，当型
式试验证书给定的试验速度与检修运行速度不一致时，

厂家也会安排技术人员全力配合，通过手持调试操作器

对检修运行速度进行修改，使检验人员可以按检规要求

完成检验。但定期检验时，电梯技术资料已移交到使用

单位，检验时的配合人员也换成了电梯维保公司的维保

人员，要求使用单位或维保单位能在现场检验时提供每

台电梯相对应的UCMP型式试验证书的难度很大，当证书
给定的试验速度与检修速度不一致时，维保人员未配备

手持调试操作器，或者不具备使用手持调试操作器对检

修速度进行修改的能力是普遍现象，导致检验人员对该

项目的检验可能无法顺利进行。

5 电梯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功能检验分析

5.1  检验系统
检测子系统，该系统在检查电梯轿厢意外移动时，

主要包括依赖于检测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包括以下几

种，一是磁感应式电气开关、光电式平层开关等，这些

开关一般安装在轿厢上井道位置，用于检测电梯轿厢意

外移动。二是限速器检测，比如离心式限速器，能够检

测电梯是否存在意外移动情况。三是通过绝对值编码器

进行检测，比较常见的有曳引主机旋转编码器，用于检

测电梯是否意外移动。

5.2  检验过程
在实际进行检验时，需要将电梯轿厢内所有物品清

空，然后让电梯轿厢空载运行至顶层，并使其进入电梯

检修模式。在实际进行检修时，一般由检验工作人员进

入轿顶进行电梯检修试验，另一名检验工作人员需要在

厅外开展电梯其他功能试验。处于电梯轿厢顶部的检验

人员，会观察平层感应器指示灯变化，当指示灯显示在

电梯轿厢已离开平层区域时，检验工作人员需要按下急

停按钮，让电梯处于制停状态。然后由另一名检验人员

打开轿厢停留层站的层门，采用相应测量工具，测量层

门地坎与轿门地坎之间的距离。如果最终测试结果值符

合试验报告中要求的制停距离，则可判定轿厢的意外移

动符合要求。除此之外，在实际进行电梯检验时，还可

以采用专用检验模式，从而电梯在离开平层区后，能够

自动触发制停功能，提高检验效果与安全性。

结束语：总的来说，在检验工作上，检验工作人员

应了解电梯轿厢出现意外移动有关系统设置，根据不同

的配备选择适合自己的检验方式，保证不漏验、不错

检。严格把关检验质量，使 UCMP 在电梯使用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保护乘客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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