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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房电梯设计探讨

郭敏伟�吴建江�苏元春
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浙江�杭州�311100

摘�要：无机房电梯与传统有机电梯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取消了机房的设计因此无机房电梯技术的出现不仅能

够节省机房空间，还能改变和创新传统的电梯技术和观念。无机房电梯技术由于不需要占用电梯机房的空间，从而使

其设计空间能够变得更加灵活简便。再加上智能设施的投入和使用，极大改善了电梯的使用效果和整体性，因而节约

了大量的材料和资源，所以已经成为了未来电梯发展重要技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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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机房电梯的概述

1.1  无机房电梯的定义和特点
无机房电梯是一种创新的电梯设计概念，与传统的

有机房电梯相比，无机房电梯省去了传统电梯需设置机

房的要求。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无机房电梯具有空间利用率高的特点。传统电梯需要设

置机房，占用了较大的空间。而无机房电梯采用了先进

的技术和设计，将电梯设备直接安装在井道内部的顶部

或底部，大大减小了对空间的占用，有效利用了建筑的

空间资源。第二，无机房电梯设计简洁、结构紧凑。无

机房电梯摒弃了传统电梯复杂的机房结构，整个电梯设

备直接安装在井道内部，减少了冗余的部件和连接件，

使得电梯的结构更加紧凑，设计更为简洁，具有更好的

可靠性。第三，无机房电梯安装维护方便。传统电梯的

机房需要额外的检修通道和设备维护空间，而无机房电

梯的设计将电梯设备直接安装在井道内部，将维护通道

和设备维护空间纳入井道内部，方便了设备的维护和保

养，减少了维修的时间和成本。第四，无机房电梯的安

全性能高。无机房电梯的设计更加注重安全性，采用了

先进的防坠落措施、紧急救援装置和自动检测系统，提

高了电梯的安全性能。同时，无机房电梯还采用了独特

的防火设计，能够有效预防和控制火灾蔓延，提升了建

筑物的整体安全性。

1.2  无机房电梯的发展历程
无机房电梯是电梯行业的一项创新技术，其发展历

程可以追溯到20世纪末。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高楼大
厦越来越普遍，对电梯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

的有机房电梯由于需要额外的机房空间，往往会占用较

多的建筑面积，且机房结构相对复杂，不利于维护和安

装。基于这些需求和问题，无机房电梯的概念应运而

生。以德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德国电梯制造

商开始研发无机房电梯。最初的无机房电梯在技术上还

存在一些问题，如噪音、空气流通和设备安装等方面的

挑战。然而，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无机房电梯

逐渐成为电梯行业的热门发展方向。2000年以后，随着
电梯技术的快速发展，无机房电梯逐渐成为电梯行业的

主流产品。各大电梯制造商开始加大对无机房电梯的研

发和推广力度，逐渐解决了之前的技术问题，并取得了

显著的进展和突破[1]。

1.3  无机房电梯的应用领域
无机房电梯作为一种创新的电梯设计概念，已在各

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商业办公楼：在现代商业办
公楼中，无机房电梯被广泛应用。由于商业办公楼往往

有较高的人流量和频繁的垂直交通需求，无机房电梯的

高效、安全、节能的特点使其成为首选。无机房电梯在

商业办公楼中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建筑的空间使用率，

还能提供更加便捷和舒适的垂直交通体验。（2）酒店和
宾馆：无机房电梯在酒店和宾馆中的应用也十分普遍。

对于酒店和宾馆来说，无机房电梯的设计不占用额外的

空间，使得酒店客房得到更大的布局自由度，提升了客

房数量和利润。同时，无机房电梯能够提供快速、安全

和舒适的垂直交通服务，满足了客人在酒店内部的出行

需求。（3）住宅小区：无机房电梯在住宅小区中也有广
泛应用。传统的有机房电梯需要占用较多的建筑面积，

而无机房电梯能够将电梯设备安装在井道内部，减少了

井道的空间占用，提升了住宅面积利用率。同时，无机

房电梯的便捷性和安全性，也为住宅小区的居民提供了

更好的生活质量。（4）医院和养老院：医院和养老院
作为特殊的领域，对电梯的要求也比较高。无机房电梯

在医院和养老院中的应用，不仅提供了高效、安全、舒

适的垂直交通，也能够满足轮椅和担架等特殊需求的乘

客，提升了医院和养老院的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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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机房电梯设计原则和要求

2.1  安全性设计要求
无机房电梯的设计原则和要求是保证其安全性，在

设计和制造过程中应严格遵循相关的标准和规范。无机

房电梯的结构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可以承受

额定载荷和突发荷载，并能够抵御自然灾害如地震和飓

风等的影响。无机房电梯应设有防坠保护装置，以防止

电梯坠落或过速运动。这包括坠落安全装置、电梯井道

保护装置和安全钳等。无机房电梯应配备完善的紧急救

援设备，包括紧急通讯装置、应急电源和紧急疏散措施

等。这些设备可以在电梯发生故障或停电时，为乘客提

供安全和求援的手段。无机房电梯井道入口和轿厢门应

配备安全门系统，以防止乘客意外坠入井道或进入非开

放的区域。这些安全门应符合相关的标准和规范，能够

有效防止乘客误操作和意外伤害。无机房电梯应具备良

好的防火性能，包括防火隔热材料、自动灭火系统和排

烟措施等[2]。这些措施能够有效隔离和控制火灾，保护乘

客的生命安全。同时，设计人员还应考虑电梯的使用人

群特点、紧急情况处理和维护保养等因素，以确保无机

房电梯在使用过程中能够保持良好的安全性能。

2.2  空间效率设计要求
无机房电梯的设计不仅要确保其安全性，还需具备

高效的空间利用率。（1）井道结构优化：无机房电梯的
井道结构应尽可能减小空间占用，提高空间利用率。可

以采用更紧凑的设计方式，如将电梯设备安装在井道顶

部或底部，减少机房的占用面积。此外，井道内部的空

间也要做到最大化利用，如合理布置电气设备和维修通

道。（2）轿厢设计精简：无机房电梯的轿厢设计要尽量
减小尺寸，并优化布局，以提高空间效率。可以采用更

小型化的电梯驱动和控制装置，减少轿厢空间的占用。

此外，轿厢内部的装饰和功能布局也要简化，减少不必

要的空间浪费。（3）门尺寸优化：无机房电梯的门尺寸
设计要合理，既能满足用户进出的需求，又能减小门的

尺寸占用空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门尺寸和

开启方式，如折叠门或滑动门等，以减少电梯井道门的

占用空间。（4）轿厢内外细节优化：在无机房电梯设计
中，还要优化轿厢内外的细节设计，充分利用空间。

2.3  维护方便性设计要求
无机房电梯的设计不仅注重安全性和空间效率，还

应考虑维护方便性。无机房电梯的驱动和控制设备应合

理布置，方便维修人员进行维护和检修工作。可采用模

块化设计，将设备集中安装在易于维护和维修的位置，

方便维修人员的操作，并且设备之间要留有足够的空

间，方便通风和维护人员的移动。设计人员应提供清晰

的操作和维护指南，为维护人员提供必要的指引。该指

南应包含电梯的运行逻辑、故障排除方法、保养周期等

相关信息，方便维护人员迅速定位和解决问题。在无机

房电梯的设计中，应考虑到设备的易拆卸性。关键部件

如电机、驱动器、控制器等应设计成可拆卸的模块化组

件，方便维护人员进行更换和维修，减少维修时间和成

本。利用现代的智能技术，可以在无机房电梯中加入远

程监控和故障诊断功能。维护人员可以通过远程监控系

统随时获取电梯运行状态和故障信息，实时进行故障分

析和预测，提高维护效率和响应速度。无机房电梯的设

计要与定期维护计划相匹配。设计人员应与维护团队密

切合作，确保设备的维护和保养工作可以方便进行。

3��无机房电梯设计的关键技术

3.1  无机房电梯的电气设计
无机房电梯的设计涉及多个关键技术方面，其中包

括电气设计。（1）驱动系统设计：无机房电梯的驱动
系统通常采用变频调速技术，以提高运行的平稳性和能

效。电气设计需要确定适当的电机功率和变频器参数，

以满足电梯的载荷要求和运行效率，同时保证安全可

靠。（2）控制系统设计：电气设计要确定电梯控制系
统的架构和工作原理。可以采用传统的电梯控制方式，

如选择器控制或调度控制，或者采用先进的智能控制算

法，如群控调度系统，以提高电梯运行的效率和乘客的

出行体验。（3）电气安全系统设计：无机房电梯的电
气设计要确保安全系统的正常运行。包括安全电缆的选

用和敷设，安全回路设计和防坠保护装置的接入等。此

外，还需要设计完善的故障检测和故障旁路机制，确保

电梯在发生故障时能够及时停用。（4）电气布线设计：
电气设计要考虑电气设备的布局和电路的布线，以优化

电梯的电气性能。这包括选用合适的电缆规格和布线方

式，保持电路的短、平、快的原则，避免干扰和电气故

障[3]。（5）安全和节能考虑：在无机房电梯的电气设计
中，还需考虑安全和节能因素。例如，应采用低能耗的

照明系统，配置紧急通讯装置和消防报警系统，以及配

备节能型的电梯运行和控制设备。

3.2  无机房电梯的机械设计
以下是无机房电梯机械设计的一些关键技术要点：

无机房电梯的井道和轿厢的设计要满足规范和标准的要

求，并考虑空间利用效率。井道结构要足够稳固，能承

载电梯的重量并满足安全性要求；轿厢尺寸要适当，能

容纳乘客并方便维护人员操作。导轨系统在无机房电梯

中起到引导和支撑轿厢的作用。机械设计要确定导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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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尺寸以及安装方式，并保证其平直度和垂直度。

导轨的设计要满足相关标准，确保电梯的平稳运行和乘

客的安全。悬挂系统是无机房电梯的重要组成部分，直

接影响电梯的运行和载荷能力。机械设计要确定悬挂绳

材料、直径和数量等参数，并设计适当的悬挂绳装置。

此外，还要考虑悬挂绳的保养周期和更换条件，确保悬

挂系统的安全和可靠。无机房电梯的锚固系统用于固定

井道和轿厢的支架。机械设计需要考虑锚固系统的设计

强度和稳定性，以确保电梯运行和垂直运输的安全。防

坠保护装置是无机房电梯的重要安全装置，用于防止电

梯意外坠落或过速运动。机械设计要确定防坠保护装置

的类型、尺寸和安装方式，并确保其可靠性和敏感性。

3.3  无机房电梯的控制系统设计
无机房电梯的控制系统可以采用传统的选择器控制

方式，也可以采用先进的调度控制技术。选择器控制适

用于较小规模、低层次的电梯系统，而调度控制适用

于大规模、多梯组的高层建筑。控制系统的设计需要根

据实际情况选择最合适的控制方式。控制系统的架构设

计要考虑电梯的运行逻辑和各个部件的互联关系。可以

采用分布式控制系统或集中控制系统，确保电梯的操作

流程和控制指令的传递更加高效和可靠。控制系统的设

计要确定合适的电气设备，包括控制器、编码器、开关

等。电气设备的选择和配置要兼具可靠性、适应性和耐

久性，以保证电梯的正常运行和安全性能。在调度控制

系统中，运行调度策略是关键。根据电梯的载人量、运

行速度和目标楼层等信息，合理安排电梯的运行调度顺

序，既满足乘客出行需求，又提高电梯的效能和性能。

控制系统的设计要考虑电梯遇到紧急故障时的处理方

式。设计合适的故障处理流程、自动故障检测装置和手

动故障诊断系统，及时发现和解决故障，保证乘客安

全。通过合理的无机房电梯控制系统设计，可以提高电

梯的运行效率、安全性和用户体验。控制系统设计还要

符合相关的安全标准和规范，确保电梯在运行过程中的

安全可靠性。

4��无机房电梯设计的未来展望

4.1  智能化发展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等智能技术的发展，无机房电

梯将趋向智能化。未来，可以将无机房电梯与大数据分

析、人工智能等技术结合，实现智能化调度、故障预测

和远程监控等功能，提升电梯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4]。

4.2  节能环保
未来的无机房电梯将更加注重节能环保。通过采用

高效的电机、能量回收技术和节能材料等，减少电梯的能

耗，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同时，还可以利用太阳能、微风

等可再生能源为电梯供电，实现更加环保的运行方式。

4.3  乘客体验提升
无机房电梯设计还将致力于提升乘客的出行体验。

未来的设计将更加注重乘客的舒适性，例如提供更宽敞

明亮的轿厢空间、舒适的乘坐感受，以及智能化的信息

提示和交互界面，使乘客的出行更加便捷和愉快。

4.4  多媒体与娱乐功能加强
未来的无机房电梯设计可能还将加强多媒体和娱乐

功能的集成。乘客在电梯中可以享受电视、音乐、互联

网等娱乐内容，提供更加丰富的乘坐体验。

结束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建筑技术的不断发展，无

机房电梯设计成为解决现代建筑需求的重要技术之一。

在未来，无机房电梯设计将以智能化、节能环保、乘客

体验提升、多媒体与娱乐功能加强以及安全性和可靠性

提高为发展方向，为人们提供更加便捷、舒适和安全的

出行体验。无机房电梯设计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必将推动

电梯行业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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