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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房电梯技术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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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梯作为楼房主要的结构和作用单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产业得到了更大的扩展，同时人们也对

其产品有了更多的需求。从节能环保与成本管理的观点出发，应用无机房电梯技术不仅能够省略机房使用的空间，而

且同时也能够改变传统电梯使用的方式，从而改善了楼梯管理模式。下面针对此，就无机房电梯设计的主要特征、实

际使用的特点，以及技术问题解决方法等做了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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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社会的进步，城市建筑的迅速发展，人

类对电梯的需求也日益增加。于是为了更低廉的建造成

本和更漂亮的建筑设计，就出现了无机房电梯。与传统

电梯一样，无设备机房电梯也取消了机械室功能，把原

有机械室的主机、控制屏等移到并道等处。所以，这将

会包括并路设计、结构设计、土建条件、安全性设计、

规范符合度等许多方面。我们根据无机械室电梯的情

况，进行分析研究。

对于电梯产业，使用无机房电梯技术能够降低应用

空间和施工成本，同时也是对传统电梯技术理念的革

新，因为通过该技术也能够优化设备，使得无机房电梯

设备的使用更为方便，进而改善升降机的使用性能。无

机房系统设计的运用有效降低了房屋利用空间的施工成

本，使建筑物的设计更加简洁与灵活。智能科技及设备

的研发与应用有效提高了电梯的使用性能，在很大程度

上降低了对材料资源与能量的耗费，使无机房电梯逐渐

成为中国电梯产业发展中的主要内容[1]。目前，由于新技

术的研究与开发，我国无机房电梯运用技术取得了高速

进展，已应用于宾馆、住宅、高层建筑等公共场所，并

获得了良好的使用效果。

无机房电梯的发明，最初是在意大利，当时制造无

机房电梯的初衷是针对古建筑，他们为了不破坏历史遗

迹的原有样貌，而在古建筑内部安装了最初级的无机

房电梯。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无机房电梯从结构发展

上可以分为四代：第一代无机房电梯采用涡轮蜗杆曳引

机的下置式电梯，这种无机房电梯主要应用于井道面积

较大的建筑物内；第二代无机房电梯是将曳引机安装于

电梯井道中间，同时在曳引机上增加导向轮；第三代无

机房电梯是无机房电梯发展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代，它由

KONE公司发明，之所以说它是最重要的一代电梯，是因

为创造性地使用了蝶式马达的永磁同步曳引机，这一技

术的使用，使无机房电梯产生了根本性的进步，与传统

有机房电梯相比和前两代无机房电梯相比，蝶式马达可

以说是现代无机房电梯的灵魂，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

电梯的动力模式；第四代无机房电梯是目前最先进的无

机房电梯，他与第三代相比，由于曳引机不是安装在电

梯导轨上，因此电梯噪音与震动大幅降低，不仅提高了

无机房电梯的舒适度，还提高了其安全性能，另外第四

代还提升了无机房电梯高度与电梯载重能力，控制技术

比前三代无机房电梯相比提高明显。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在日本和欧洲新安装的所有

电梯中，有70%-80%的新安装电梯是无机房电梯，剩余

20%-30%是有机房电梯或者液压电梯[2]。在中国，伴随

着房地产行业的飞速发展，无机房电梯也取得了长足发

展，这正是因为它不占用机房空间、绿色环保、节能等

优点，因此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采用。

无机房电梯因为不设有机房，所以其操作更加灵活、

简单和安全。首先，为了便于电气接线，应将主控制柜安

装在不同的位置。其次，进行无设备用房电梯系统方案设

计中，电气系统选型与布置要符合井道的电力线路、安全

回路、照明线路等的井道布线，直流接触器配置适合不同

的主机直流接触器布置形式，并保证直流接触器不管采用

什么方式安装到任何一种地点均能便于后期的保养维修。

最后，在工程设计时，控制系统所选用的设备以及主要

元器件的品质都比较安全稳定，不但降低了后期大修工

作量，还增加了整个系统工作的稳定性。

无机房电梯的噪音污染

尽管与有机房电梯相比，无机房电梯的噪音已经减

小了很多，但是噪音问题仍然存在于这类电梯之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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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之所以会产生噪音污染，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电梯

处于建筑物内部，在电梯运行时，电梯厢与电梯导轨摩

擦产生噪音；二是建筑物或构筑物承重墙体的隔音效果

差，导致对于噪音的过滤效果下降，从而影响室内工作

生活的人；三是电梯中的反绳轮设计和安装不规范，导

致电梯轿厢与钢丝绳之间产生噪音[3]。

无机房电梯震动影响使用

由于无机房电梯和传统有机房电梯的安装方式存在

差异，因此在实际安装使用无机房电梯时，必须注意他

的部件安装方式与安装位置，不然在无机房电梯使用时

容易引起震动，降低电梯的使用。这一点主要表现在

电梯承重装置使用不规范，在轿厢牵引绳和承重梁之

间、承重梁和曳引机之间的缺少一定的、合适的减震

设备等；另外，在整个电梯速度信号的反馈闭路系统之

中，测速反馈设备的接地电阻不达标，导致反馈信号受

到干扰源干扰，反馈数据不正确，是电梯产生不同程度

的震动。

无机房电梯技术是中国目前发展较为快速的一项电

梯技术，其从中国开发出最初的第一代技术开始，发展

到目前已经逐渐应用在中国国内各大的重大工程中，同

时也受到了中国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同时其安全性和

智能化管理的能力也在不断的增强。第一代无机房电梯

设计的主要产品都是将主机直接安装于井道内，但是这

么设计的结果就是，当主机位于箱体的最上方的时候，

由于它带来的巨大噪音及其所产生的安全隐患而不能有

效的处理，所以使用上就遭遇到了很大的限制。在目前

的大部分工程中都是把升降机直接安装在导轨的前端部

位，甚至是安装在井道的最底部。由于无机房电梯技术

的发展，它在电梯市场的竞争优势和占有率也在不断的

提高，就目前发达国家的电梯使用情况来看，大概有三

分之二的主流产品中都是使用的无机房电梯[4]。而我国的

无机房电梯发展也非常迅猛，因为其不需要占用机房空

间，并且又非常环保节能，因此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推广

和应用。

主机安装方式及优缺点

首先的架设方法是架设于井道上方，把升降机架设

于井路的上方位置，使主驱动机和调速器的比较可靠平

稳，安全性和有机房电梯相当。并且由于上面的空隙

很大，将升降机安装在较高处也有利于后期的系统调整

和检查维修的操作。但是将升降机安装在井路上部时容

易出现升降机过载、运行的速度以及上升的最大高度都

受到限制，而且这种设置方法在发生升降机事故中的困

难也很大。其次是安装在井道底部，将升降机安装在井

路的下方能够显著增加升降机的载重量，提高升降机效

率，且在出现升降机紧急故障时进行盘车控制的困难也

比较小。但是由于设置的地点比较低，当发生暴雨时会

很可能发生严重积水的情况，而且如果雨水进入了底

坑，发电机也很可能随着雨水的流入而出现磨损，对电

梯工作形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最最后是把主机放置在

对重上或电梯的上方，这二个方法的好处是占据的空间

较小，但工作后实际负载的能力和上升效率都会收到降

低，同时电缆位置过高、主机工作时会带来很大的噪

音，降低电梯的舒适性。

主机传动设计

无机房电梯的设计基础是主驱动技术，而无机房电

梯与常规电梯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由于无机房的井道面

积较小，所以在主传动装置上的设计也会受较大的空间

进行限制。常见的传动方式有永磁同步电机拖曳钢丝绳

传动、拖拉钢带传动和直线电机传动[1]。第一种驱动的

尺寸较传统的电机系统减少了近一零点五，使用起来相

对简单且具备节约环保的优点，但是拖曳引机的蜗杆传

动可能会产生手动闭锁的问题，若直接把动力使用到拖

行引连轴上就会产生溜车的现象。所以，需要产生相应

的动力才能克服电梯与平衡体的应力关系，同时动力过

重还将加大电梯工作产生的能量，带来很大的噪音，这

时还需要减小与抱闸的距离，因此操作难度很大。第二

种传动方法降低了拖行导轮的长度，使得传动装置的体

积减小就能够便于在狭窄井道中使用。但是体积减小后

需要较大的电梯上升速度才能保证升降机的顺利工作，

这也会增加升降机的温度，而且包角过小会增加损坏程

度，减少升降机的使用寿命。第三种驱动形式的设计比

较简单且生产成本较低廉，稳定性也良好，是较为常见

的驱动设计形式，不过其稳定性尚有待改善。

电气传动系统

设置电气传动控制系统时，由于无机房电梯控制柜

和主机之间的距离比较接近，所以走线也比较简单。而

如果传动主机在井道下方工作时，则需要将直流接触器

的上部装设为整体式。在井道壁上打洞设置时，直流接

触器装置应尽量地减少数量。另外，布置电气传动装置

时，必须考虑后期操作检修的便利性，电器单元的选型

时应兼顾井道情况，其造型设计应与布置方式一致。无

设备用房电梯井道装置的布置要求电梯结构紧凑，这样

加大了日常检测与维修的难度，不利于设置电极片的维

护、更新，所以首先应该保证一开始所选用的元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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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配置效率，在配置电极片前还应进行适当的抗干扰和

保护工作，从而减少了电缆数量，才能确保电梯安全平

稳的工作[2]。

机械松闸

发生电源事故后，可以采用手动松闸的方法启动抱

闸，而后再通过电梯轿厢的对重不均匀使电梯轿厢向前

运动，使电梯轿厢转移至门区来实现自动抢救。对安全

回路事故实施自动抢救后，可不检查安全回路，直接实

施救援。但需要平衡负荷时，必须在电梯轿厢上的重侧

设有加重陀以增加平衡负荷。此种方式仅限于主机安装

在井道底部时适用，安装在井道顶部则不适用。

紧急电动运行

一旦电梯发生故障，供电电源正常，可通过短接部

分安全回路的方式或者旁路厅轿门回路，手动使电梯以

检修速度运行，达到快速救援的目的。一般在对安全回

路故障实施自动抢救时，除极限开关、限速器开关等保

护式开关，其余安全回路中的所有开关短路，有利于快

速判断故障，实施维修[3]。

电动松闸

电源故障出现时，也可以借助备用电源对抱闸进行

回路电源，或利用电梯轿厢与对重不均匀将电梯轿厢向

前移动，或将电梯轿厢移到门区来实现自动救援。对安

全回路故障或实施自动抢救时，可能不对安全回路进行

检查，但其弊端是需要较长的时限。

断电再平层

电源系统出现故障时，通过UPS电源系统，在检查门

锁型号和安全电路没有问题后自动应急运转，当系统监

测到平层信号时，立即减速停梯并手动打开楼梯轿门和

层门，从而使员工能够迅速安全地撤离。对于安全回路

故障，检测安全回路仍然是断裂的状况，根本就无法进

行抢救工作，所以也无法作为应急救援。

无机房电梯设计的主要优势在于无须安装机房，极

大的节省了建设空间的运用，促进建设总体成本的下

降。另外，由于这项技术综合运用了变频控制技术和永

磁同步电机技术，从而达到了节约环保和安全性高的特

点。无机房电梯并不能使用传统手动松闸盘车移动电梯

轿厢的方法来进行救助，这样使得无机房电梯的救助工

作难度更大，当出现停电故障时如何有效安全地进行紧

急救助工作，成为无机房电梯研发的关键目标[4]。此外，

还面临额定值载重、提升效率和运行高度标准限值等的

新课题，因此需要制定更为具体和较高的标准，并不断

完善该技术标准，逐步改善主机系统结构、减少运行噪

声的危害，控制系统的体积，增加对具体工程的生产能

力，优化井路检修空间，并设定较高的安全紧急救助模

式，如此才能促进该技术标准向着更有效、更安全和更

佳的方面向不断稳定地进展下去。

结语

综上所述，无机房电梯技术有着突出的应用优点和

典型特点，目前已经广泛被应用于世界各个建筑内。但

是，无机房电梯还需要进行合理的空间设计与布局，也

只有经过对主机传动系统、驱动系统与控制器等的合理

设定，方可使无机房电梯正常平稳地工作，充分发挥其

最大作用。因此，还必须针对各个环节以及实际应用中

出现的技术问题加以研究与完善，从而在未来进一步促

进无机房电梯技术的进一步完善，从而能够在出现问题

后及时确保救援服务顺利安全的进行，进而提升电梯服

务水平，从而推动电梯技术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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