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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智能技术在电梯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蒋挺飞
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对于建筑物中的电梯来说，控制系统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电梯在日常运行中，不仅应当重视机械结

构的稳固性与安全性，同时还应当确保控制系统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将智能技术应用到电梯控制系统中，不仅可以

使电梯控制系统实现智能化，同时还可以使电梯的电力系统配置得到优化。基于此，本文主要对智能技术在电梯控制

系统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希望为相关的研究人员和从业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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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电梯控制系统是高楼运载电梯的重要组成部

分，除电梯机械结构的外，要保障电梯的安全运行，必

须使用控制系统对电梯进行控制。传统的电梯控制系

统采用继电器进行控制，从而能实现一些简单的逻辑功

能。电梯控制系统中应用的智能技术可总结为两大类：

智能化电网和智能化控制。智能化电网也是电力系统自

动化的重要研究内容，在电梯系统中，电力系统的稳定

可靠运行对电梯的安全运行十分重要[1]。目前，电梯控制

系统的控制核心一般为单片机，这为智能化电梯控制提

供了较好的处理能力。而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单纯地

依靠单片机进行一些智能算法的运算往往是不够的，需

要一些处理性能更加强大的处理器或单片机来协助单片

机进行智能化控制，如DSP、STM32单片机等，这将为电
梯智能化控制提供可能，如智能算法的运算、智能监控

系统设计等。

1 电梯基本结构以及运行原理

电梯是安装于建筑物中垂直运送人员或货物的一种

运输设备，根据电梯的运行速度，可以将电梯分为低速

电梯、快速电梯及高速电梯等多种类型。一般情况下，

电梯的基本构造包括了层站、轿厢与底坑等部分。而电

梯的操作系统主要由导向、轿厢与门等组成。电梯的控

制系统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其主要目标是针对电梯运

行状态进行实时而有效的控制与操作。电梯的控制系统

通常由平层设备或选层装置等许多种类不同的装置所组

成。当电梯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下，使用人员可以通过

按楼层按钮向电梯的控制系统发送指令信号，再由控制

系统按照指令操作。电梯如果处于启动状态中，那么各

个楼层的罗生门与天门均保持关闭状态。但是电梯轿厢

中的关闭按钮如果想完成关门任务，那么就需要通过减

速控制设备与加速控制设备进行操作。在轿厢内进行合

理的操作，分别输入指令信号以后，电梯就能够根据不

同的指令妥善处理任务。当电梯到达乘客指定的楼层

后，能够根据轿厢内的重量变化，判断乘客是否已经走

出电梯轿厢。

2 智能技术在电梯控制系统中的应用类别

2.1  智能化控制
智能化控制通常是电梯控制系统在运行时，其智能

技术当中必不可少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基础类型之

一，包括处理单元以及系统应用两部分。在处理单元方

面主要是指智能算法硬件化，也就是片上系统。在整个

智能算法应用过程中，需要对CPU当中的大量内存进行
占用，同时在运行时时间消耗普遍比较长。如果在实践

中，直接将算法以硬件化方式进行有效推进，那么势必

会促使CPU整体利用率得到提升，对于系统在运行时的
时间以及速度等都会起到良好的优化和完善效果。在某

种程度上可以尽可能降低系统功耗，保证系统在运行时

的时效性得到提升。我国目前在电梯控制系统运行过程

中，智能化单元在其中应用主要是以硬件和软件两部分

组合而成。软件单元当中主要是指其中涉及到的一系列

固定流程以及算法软件程序包等[2]。技术人员需要对访问

接口进行科学合理的设置，这样能够为开发者的调用提

供良好便利条件。在软件单元层面当中，软件单元需要

技术人员提前对电子接口进行科学合理设置，比如电源

接口等。但是结合目前一系列深入探究，不难看出智能

化单元在其中的应用，其整个应用程度相对比较低，需

要国内现有相关专家或者学者提高对该方面研究的重视

程度。操作系统在运行时，可以被电梯处理器或者CPU
另行处理提供可靠依据作为支持，促使PC指针与处理器
在各种不同类型任务之间能够实现自由切换，根据实际

情况不同来进行有效操作。现阶段，在整个工业领域操

作过程中，操作系统应用时，比较常见的包括Linux、
Windows、Frertos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Linux与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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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比较庞大，所以无法合理的应用在电梯操作系统

中，而Ucos、Frertos等系统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具有一定
的简洁性、体积也相对比较小，所以可以合理自应用在

单片机以及处理器中，有利于保证体控制系统智能化水

平得到提升[3]。目前，我国电梯控制系统在运行过程中，

通常是以逻辑控制型电梯作为其中的主体组成部分，部

分电梯系统可以对相对比较简单的计算机操作系统进行

集成和利用，比如Ucos系统等。电梯控制系统在实现与
控制系统之间的有效搭载后，可以帮助开发人员促使其

人机交互便捷性得到有效提升，在电梯控制系统中实现

合理利用。

2.2  智能化电网
电梯控制系统的构成比较复杂，电网是其中重要的

组成部分，电网是由功率分配和电器配置共同构成的。

电网系统运行时一旦出现问题，就会降低电梯运行的安

全性，严重的还会使乘客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现

阶段，我国电梯工程施工建设前，设计人员根据不同电

梯工程合理选择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例如，现阶段模

糊算法的应用比较多，包括遗传算法和模糊算法，模糊

数学是其主要的参考依据。自适应算法在实际应用时可

以客观分析电梯运行的空间状态，根据具体情况对电梯

的运行状态进行调整。遗传算法的使用可以对生态空间

中的群体变异进行模仿处理。差分进化法能够有效改善

系统自身的复杂程度，实现数据收集与处理的智能化目

的。智能化的神经网络类似于人类的神经元网络，该网

络可以对电梯的不同故障类型进行评判，从而选定合适

的故障检修方案，大大提高系统运行的智能化水平[4]。

3 智能技术在电梯控制系统中的具体应用策略

智能技术在电梯控制系统中的应用，要根据实际情

况不同，对其各种不同类型类别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

不难看出智能技术在其中的应用方向以及基本途径具有

一定差异性，要根据实际情况不同，保证智能技术在实

践中得到合理利用。智能化电网通常是将电力系统的智

能化作为出发点，与故障诊断系统以及电力优化系统等

结合，之后就是电梯在运行时能够尽可能避免出现各种

不同类型故障问题。智能化控制则是将控制单元以及操

控系统作为出发点，保证电梯控制系统在运行时其智能

化水平得到提升。

3.1  模糊控制技术的应用
在电梯控制系统中应用模糊控制技术，有利于智能

化电网有效发挥重要作用，确保提高电梯运行的安全性

及故障检测的时效性。在电梯的日常运行过程中，应用

模糊控制系统，可以使其优点与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通

常情况下，电梯的稳定运行存在着一定的复杂性与不确

定性，因此必须对其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类型的突发事

件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为了确保电梯能够稳定安全运

行，需要研究人员深入了解与掌握模糊控制技术，以此

提升电梯运行时的性能。电梯在日常运行中，需要研发

人员保证控制系统能够充分发挥各种功能，有效采集与

使用各种数据信息，并且对数据信息进行科学合理的分

析与处理[5]。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必须将电梯运行中所产

生的各种数据信息作为依据，明确故障的类型。与此同

时，适当调整电梯的整体方向，需要把多种类型的智能

调节技术与自动调节技术应用到电梯控制系统中，如紧

急制动、缓冲等。

3.2  数字电梯技术的应用
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快速发展，各种先进技术手

段的整体应用范围相对比较广。电梯控制系统在构建和

使用时，可以将传统数字电路逐渐演变成为模拟电路，

对软件驱动进行合理利用，这样能够逐渐替代硬件驱

动，对整个电梯运行过程进行不断完善和优化，尽可

能满足乘客在电梯乘坐时提出的基本需求数字化电梯技

术，在整个应用过程中，要结合实际要求，将该技术在

应用时的优势特点充分发挥出来，实现多媒体数据传播

功能的基础上，能够直接将现有模拟信号逐渐转变成为

数字化信号，保证电梯在运行中涉及到的一系列数据信

息能得到合理利用。同时能够提高其传播质量，研发人

员需要对数字电梯技术进行合理利用，实现对各种不同

类型电梯技术之间的有效整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促

使电梯控制系统在互联网影响下，能够对现有功能体系

进行完善和优化[6]。比如可以在实践中，对人脸识别功能

进行合理利用，或者对安全控制以及数字监控等功能作

用进行完善和优化。研发人员可以对数字电梯技术进行

合理利用，实现对各种不同类型智能服务功能的完善和

优化，比如语音导航或者乘客引导等。智能宣传主要是

在实践中以人脸识别方式能够将商业推广信息进行广泛

宣传，体现出一定商业推广价值。

3.3  节能环保技术的应用
小机房电梯在电梯系统建立时使用的比较多，该技

术应用前技术人员需要对电梯的周边环境进行分析与考

量。通常情况下将小机房设置于井道顶端，这样既可

以减少小机房占据的空间，也为后期小机房维护和管理

提供了更多便利条件。小机房主要将小体积主机和一体

化控制柜进行结合，根据井道的尺寸对机房体积进行调

整，从而缩小占据的空间面积。小机房的合理应用还可

以有效降低机房的高度，对建筑整体美观性的实现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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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帮助。就目前的情况看，小机房井道占传统机房总

体积的一半，主要由永磁同步拽引机和驱动控制系统构

成，有效节约了建筑空间面积。电梯控制系统中常用的

智能控制技术包括神经网络技术和模糊技术等，这对提

高电梯输出效率有很大的帮助，结合电梯运行的情况制

定有针对性的管理和控制措施，降低电梯运行的时间成

本，同时也可以减少电梯运行的能源损耗量。变压驱动控

制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可以对轿厢风扇和电灯进行自动化

控制，提高电梯运行的自动化程度，避免电梯使用过程中

出现电灯熄灭的问题，减少电梯运行时的电量损耗。

3.4  故障智能检测技术的应用
故障智能检测技术在电梯控制系统中的应用，具备

了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科学合理的应用智障智能检测

技术，能够对电梯运行中的各种潜在的故障进行智能

化的检测与诊断，这种技术主要涵盖了自适应算法与遗

传进化算法。另外，神经网络算法与减分算法的应用也

是目前电梯电网系统安装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两种技术手

段。其中，模糊自适应算法是较常见的一种智能技术，

这种技术可以使电梯控制系统具备模糊集与隶属度，保

证控制系统保持良好的运行成效。而应用自适应算法，

可以使电梯控制系统基于空间状态背景下，具备一些适

应性的分析与判断的功能。电梯在日常运行的过程中，

即使出现一些突发情况也可以保持运行。模糊系统可以

和自适应系统之间形成良好的协作关系，从而产生一种

新系统，即自适应模糊系统。随着这种系统的开发与广

泛应用，使电梯控制系统可以具备自适应系统与模糊系

统的各种优点，充分满足自动模糊对反馈控制的需求。

神经网络算法的研发与应用，主要是根据人体神经元结

构所开发的一种新型算法。应用这些算法可以使系统具

备针对性的输入、输出能力，科学合理地应用训练数

据，从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使电梯控制系统具备满足实

际需求的故障自动检测与反馈的机制，如此电梯出现故

障时，系统能根据各种情况，针对性地实施引导与操

作，以此妥善处理电梯的各种实际问题。

3.5  电力系统仿真技术的应用
电力系统仿真技术在应用时，主要指在系统自身逐

渐形成的算法仿真模拟系统上，通过该系统的合理利

用，以物理模型为基础，逐渐转变成为模型，这样可以

实现对仿真试验的有效操作。对试验进行模拟、分析以

及深入探究。电力仿真研究技术在应用中，通过对智能

技术的融合使用，有利于保证电力系统仿真技术在应用

时的效果得到有效提升，无论是在林旭时间以及离散动

态建模等各方面，都会对元器件模型进行科学合理的构

建和落实。整个过程中，对函数功能进行计算和分析，

这样有利于满足状态方程在分析方面提出的基本要求，

为电力系统的仿真效果提供保证。电力系统仿真技术在

应用时，能够实现电梯操作的标准化。

结束语：综上所述，电梯控制系统深刻关系到整个

电梯的运行，是电梯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同

时，通过打造科学的电梯控制系统还能够减少外界因素

对电梯运行的干扰，减少电梯运行故障的发生。因此，

在新时期，需要相关人员结合电梯运行的基本原理，在

分析电梯运行常见故障的基础上打造出一个完善的电梯

群控系统，减少电梯运行故障的出现，实现电梯的精准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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