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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描述

某小区共安装了 14 台电梯，自 2014 年 1 月安装监督

检验结束后投入使用，由安装单位维保，1 年免保期过后，

至 2020 年更换了 3 家维保单位。2020 年 6 月开始，该单位

设备经常出现停止运行的故障，维保单位解决故障后，10
天左右又出现类似故障。除此之外，该使用单位还因为电梯

故障发生困人现象，由此，使用单位将此情况投诉至洋浦市

场监督管理局。

2 现场勘查

海南省锅炉压力容器与特种设备检验所派技术人员于

2020 年 6 月 17、18 日，两次对该小区的电梯设备进行了技

术勘查。

现场发现该小区 14 台电梯，除了 2 台不经常使用的电

梯单边制动器没有明显的磨损外，其余 12 台电梯都存在不

同程度的制动器磨损，其中有 2 台因制动器闸瓦磨损严重导

致抱闸检测开关动作频繁，当进行制动器检测时，发现该单

边制动器已失效，严重影响安全，已经停用。其余电梯急需

调整制动器制动力，或更换制动器。现场情况见图 1。
笔者针对更换下来的两边制动器闸瓦厚度进行对比，

通过对磨损最严重的部位进行测量对比发现，相对于右边抱

闸闸瓦，左边的抱闸闸瓦（图 1）磨损严重较为明显。另外，

对制动轮也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检查，无明显缺陷制动轮表面

无油污，结构稳定，

工作正常。

在对另外三台设

备进行检测时，发现

双边的制动器工作不

同步，在工作时，抱

闸同时打开时间基本

一致，但是在电梯接

近停止运行时，左边

的抱闸相对右边的抱

闸更快地工作，在维

保人员的配合下安全

拆除抱闸进行检测，

发现左边抱闸的磨损

一起电梯单边制动器严重失效案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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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一起小区电梯单边制动器磨损严重的案例，通过对现场的设备的运行情况检查和不同电梯的使用情况
对比，根据国家标准相关要求对已经磨损的制动器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专项检测。通过对多台电梯制动器进行测试和对比，
分析电梯单边制动器磨损严重的原因，得出电梯设备在使用环境温度较高时会影响其使用寿命和使用过程中未能适时检
查和调整制动力的结论，并提出了针对性的维修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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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比右边的抱闸多出 0.8mm。

3 技术检测

3.1 外观检测

发现的问题制动器零部件无缺损；根据 GB10060-93 的

4.1.10条款要求：“制动器动作灵活，制动时两侧闸瓦应紧密，

均匀地贴合在制动轮的工作面上，松闸时应同步离开，其四

角处间隙平均值两侧各不大于 0.7mm”，以及 TSG T7001-
2009 第十五条要求：“对电梯整机进行检验时，检验现场

应具备以下检验条件：机房或机器设备间的空气温度保持在

5℃到 40℃之间。”制动器松闸时，单边松闸平均间隙分别

为 1.6mm 和 0.42mm；制动器松闸动作灵活，不存在明显滞

后现象；主机起动时无带闸运行；制动器失电制动时，两侧

闸瓦不能同步紧密均匀地贴合在制动轮上，太阳直射致使主

机温度较高，使用点温计测量 73℃，机房温度达 46℃。

3.2 内部检测

通过正常制停观察，该制动器闸制动时单边制动器有

明显的滞后，拆解双边制动器，发现单边制动闸瓦表面因磨

损且出现了碳化现象，硬度增大，摩擦系数降低。

3.3 线路检测

根据 GB7588-2003 的 12.4.2.3.1 条款要求 :“切断制动

器电流，至少应用两个独立的电气装置来实现，不论这些

装置与用来切断电梯驱动主机电流的电气装置是否为一体。

当电梯停止时，如果其中一个接触器的主触点未打开，最迟

到下一次运行方向改变时，应防止电梯再运行。”通过检测

该制动器的抱闸检测开关功能，发现该设备线路没有问题，

但因单边制动器闸瓦磨损较多，导致该开关不能灵活动作；

同时也发现该双边制动器的接触器为独立连接，在启动时双

边接触器均可正常接触，制动器同步工作，但是在闭合时，

一边接触器先通电，致使一边制动器先闭合，时间差约为 2
秒。

3.4 动态检测

根据 GB7588-2003 的 12.4.2.1 条款要求：“所有参与

向制动轮或盘施加制动力的制动器机械部件应分两组装设。

如果一组部件不起作用，应有足够的制动力使载有额定载荷

以额定速度下行的轿厢减速下行和当轿厢载有 125% 额定荷

（下转第 47 页）图 1 制动器闸瓦磨损严重、粉屑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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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辨识管控工作，建立安全风险因素查找、研判、预警、防范、

处置、责任等“六项机制”。

（5）企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职责，

加大对辖区内企业的安全监管力度，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坚决做到“不安全不生产”。

5 结语

为了预防起重伤害事故 , 首先 , 起重机械作业人员在起

重作业过程中应尽量远离吊物 ,无关人员不得靠近作业区域 ,
这是预防起重伤害事故最直接的途径。同时 , 还应采取预

防起重伤害事故的其他途径。如 , 起重机械作业人员上岗前

要经过专门安全培训 , 做到持证上岗 ; 单位应对作业人员进

行经常性的安全教育 , 以提高其安全操作技能 ; 作业人员进

行起重作业时 , 要严格执行起重机械安全操作规程以及起重

“十不吊”的规定，保证吊物处于受控状态 ; 使用符合要求

的吊具、索具，并经常检查其磨损情况，做到及时更换 ; 定
期对起重设备进行检验、维修 , 防止电气控制系统失灵 , 提
高其本质安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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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额定速度向下运行时，操作制动器应能使曳引机停止

运转。”为确保检测是在安全的前提下，笔者同使用单位

进行了沟通，参考谢小鹏、牛高产等在《电梯制动器性能

检测方法的研究》中上行超速保护试验时制动器的动力学模

型和动载荷试验时制动器的动力学模型，确定了通过空载松

闸盘车测量盘车力矩和上行制动工况曳引检查的方法进行

检测，松了单边制动器，使用方向盘测力计测得左边上行

力矩为 12N·m，左边下行力矩为 764N·m，右边上行力矩为

540N·m，右边下行力矩为 768N·m。上行制动工况曳引检查

时，当空载轿厢以正常速度运行至行程上部时，断开主电源

开关，发现单边制动器无法制停轿厢。

从检测结果来看，该抱闸的问题主要是制动时抱闸不

同步，致使单边抱闸磨损严重，笔者也对其他的电梯进行了

检验检测，未发现两边抱闸磨损相差程度较大的情况，基本

都在 0.1 ～ 0.3mm，对此笔者认为，该制动器的磨损与运行

次数、运行接触器动作、使用环境等因素有关。

4 原因分析

4.1 使用环境方面

在电梯安装验收结束投入使用后，该小区进行装修，

设备使用频率很高，设备机房的通风口采用平面玻璃，为做

好防风雨措施，该通风口基本不开，同时该设备在太阳西落

时，阳光直接照射主机及控制柜，导致机房设备温度较高，

严重影响了电梯配件的使用寿命。

4.2 维保责任方面

该小区自物业入驻以来已更换了 3 家维保单位，上一

任维保单位刚刚排查出来的问题，还未来得及整改完善，下

一任维保单位就已经入驻，维保单位中的技术人员良莠不

齐，未能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告知义务，比如：在检验过程

中发现变频器风扇及光耦损坏、接触器机械卡阻不能正常工

作、制动器闸瓦磨损严重出现碳化现象等。

5 维修建议

①降低机房温度，改变通风口形式，将原有的玻璃窗

改成百叶窗，或在设备间增加空调使得设备在适宜的温度运

行。

②加强维保工作，定期检查制动器工作状况，认真检

查所有的制动器、继电器、变频器等配件的工作状态，出现

单边制动力不足时，应及时调整排查，严重时应更换，对于

磨损严重的制动器闸瓦应进行更换。

③使用单位应加强对维保单位的维保力量审查及维保

质量监督，在对于设备使用方面，应加大宣传安全用梯和合

理用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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