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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为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工作不可缺少的垂直运输工具

之一，电梯不仅在用数量庞大，而且新增数量可观，因此，

人们对电梯运行安全以及维护保养质量给予了较高关注。通

过采取“法定”措施对电梯进行检验，能够使相关工作人员

对电梯的使用情况、运行情况、运行安全、维护保养质量等

相关内容进行综合判断，从而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安全隐

患进行逐一排查，确保电梯始终处于安全运行状态的同时，

提高维修和保养质量。根据对“轿厢空载以正常运行速度上

行至行上部，切断电动机与制动器供电，轿厢应当完全停止”

这一要求展开的详细分析能够知道，在对电梯曳引能力进行

测试的过程中，可以从上行制动工况曳引检查、下行制动工

况曳引检查、空载等不同层面入手，对检验结果进行综合判

定分析；在现场对电梯曳引专业能力进行检测时，应该从钢

丝绳磨损程度、曳引轮槽磨损程度、制动试验、制动距离

等多个检验项目入手进行验证。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够

使专业人员对电梯具有的曳引能力是否充足进行及时判断，

而且还能最大程度保证电梯处于安全运行状态。

1 曳引驱动电梯曳引能力的检验案例

检验人员对电梯进行检验，此电梯参数：额定载重量标

准为 1000 千克，额定运行速率保持在每 1m/s 的距离，具体

层数为 17 门、17 站、17 层，生产日期为 2017 年 7 月，将

永磁同步电机作为驱动主机，发现了以下问题：

第一，曳引轮槽和钢丝绳的磨损程度较为严重。其中，

曳引轮槽具有的锈蚀现象极为明显，V 型槽的磨损程度较大，

导致钢丝绳的磨损量超过 10%。

第二，梯轿厢的制动操作虽然有效，但制动之后的缓

冲距离约为一层楼的高度。因此，工作人员对电梯具有的曳

引能力是否充足提出了疑问。在对电梯进行上行制动工况曳

引检查的过程中，三次制动试验的结果分别为 0.95 米、1.03
米、 0.87 米，超出相关检测要求标准范围。鉴于此，对该电

梯作出的结论为：严重缺乏曳引能力。

2 曳引驱动电梯曳引能力检验结果判定

为了确保电梯运行状态具有较高的真实性以及最终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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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具有较高准确性，相关工作人员应该结合电梯检规

TSG T7001-2009 第 2 号修改单的内容以及维修保养单位

对电梯平衡系数进行重新验证的结果，按照电梯检规 TSG 
T7001-2009 第 2 号修改单中的相关方法要求，将额定载重

量分别为 30%、40%、45%、50%、60% 的力量施加到电梯

轿厢中，在电梯运行过程中，从而对同一位置对重侧和轿厢

侧驱动主机具有的电流值进行测量，并结合最终结果绘制电

流—负荷曲线图。根据对同一相关内容进行详细分析能够知

道，电梯的标准平衡系数为 45%，与电梯维修保养单位所

提供的本年度自检报告中所呈现的平衡系数相同，因此，本

次检验能够符合下行制动工况曳引检查相关要求。在对电梯

上行制动工况曳引具有的制动距离进行测量时，相关人员运

用某一型号的电梯制动距离测量仪进行三次测量，结果分别

为 0.95 米、1.03 米、0.87 米，都超出了电梯制动检验方法“轿

厢空载以正常运行速度上行至行程上部时，断开主开关，检

查轿厢制停情况”要求中的 0.37 ～ 0.62 米的范围。

工作人员在与电梯维修保养单位和电梯使用单位进行

充分沟通后了解到，由于之前使用单位在对电梯轿厢内部进

行装潢的过程中，对电梯具有的曳引能力造成了影响，而电

梯的维修保养单位通过对装潢之后的轿厢重量进行私下估

算，将 2 块对重块增设在对重架上，并且将电梯的超重范围

调整到 90%。在此过程中，电梯维修保养单位并没有对电

梯轿厢的平衡系数进行重新计算，虽然这样做是为了使电梯

发生运行故障的概率有效降低，然而却在一定程度上对电梯

的使用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相关人员应该对电梯缺乏曳引能力、

钢丝绳和曳引轮槽磨损程度严重、使用单位对电梯轿厢进行重

新装潢、电梯维修保养单位私自添加对重块等一系列问题进行

综合考虑，从而明确判断该电梯的检验结果为不合格。在此基

础上，第一时间停止该电梯的正常使用，还要对使用单位和维

修保养单位下发通知，对该电梯进行重大修理，修理内容主要

涉及更换钢丝绳和曳引轮、对平衡系数进行调整等。

3 曳引驱动电梯曳引能力分析

对于曳引驱动电梯而言，驱动工作的主要原理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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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曳引钢丝绳与曳引轮槽之间摩擦力的有效应用，从而在钢

丝绳的作用下，使电梯轿厢和对重块按照指令进行上下运

动。当曳引电梯处于紧急制动的环境下，曳引轮会在制动器

提供的制动力矩作用下进行减速运动，直至停止，轿厢在曳

引轮和钢丝绳之间摩擦力的作用下减速运动，直至停止。

当电梯轿厢处于紧急制动环境但无法快速制停时，导

致指挺操作失效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缺乏充足的曳

引驱动能力和制动力矩。当缺乏充足的制动能力却拥有充足

的曳引能力时，曳引轮无法在制动力矩的作用下停止运行状

态。从理论角度出发，电梯的曳引轮与钢丝绳之间不存在打

滑现象，在电梯轿厢重力或对重作用的情况下，出现溜车现

象，从而导致电梯轿厢和曳引轮都无法制停；当缺乏充足的

曳引能力却拥有充足的制动能力时，曳引轮虽然能够呈现

制停状态，但由于钢丝绳与曳引轮之间的摩擦力严重降低，

导致电梯轿厢无法制停。

4 曳引驱动电梯曳引能力的检验策略

根据对相关检测标准进行的分析能够知道，在电梯对重

侧应该设有能够对对重块数量进行快速识别的措施，可以将

对重块的总高度以及总数量明确标注，这样能够确保在电梯

进行日常维护保养的过程中，相关人员不会对电梯的总质量

进行私下减轻或增重。在具体检验过程中，要对电梯轿厢的

装潢问题以及对重块标识问题进行重点检查，在特殊情况下，

可以根据电梯监督检验报告中对重块的实际数量进行合理减

少或增加。

在对曳引轮槽以及钢丝绳是否存在磨损现象和油污现

象进行检查的过程中，为了被确保最终检验结果具有较高精

准性，可以结合曳引能力验证措施进行检查。

在对轿厢曳引能力进行检验时，首先要确保电梯轿厢

具有的平衡系数不会超过规定范围，在此基础上，对试验

结果进行观察。为了对最终得到的电梯曳引能力是否就较

高有效性和可行性进行综合判定，应该在开展试验过程中，

对制动距离的有效范围进行规定，从而为后续检验工作的有

效开展提供便利。

在对电梯的减速度和制动距离进行检验的过程中，工

作人员要确保使用的检验测量仪器具有较高先进性。

电梯施工单位和维护保养单位如果在使用和检查的过

程中发现电梯的曳引轮槽以及钢丝绳存在磨损问题，应该结

合具体磨损程度进行及时更换或维修。在此过程中，坚决杜

绝对电梯轿厢进行私下拆卸或装潢、增加对重块数量和重量

的情况发生。

5 曳引驱动电梯曳引能力的复检结果

曳引驱动电梯的使用单位和维修保养单位应该结合《特

种设备检验意见通知书》所列出的各项检验问题和整改意

见，将电梯中的钢丝绳、曳引轮、抱闸闸瓦更换成相同型号

的全新产品，并且将电梯轿厢中的对重块和装潢拆除，在自

行检查结果合格之后进行再次复检。

在复检过程中，工作人员要确保对重块数量为 23 块，

每块重量在 24 千克左右，并且将对重块的标准重量和数量

明确标记在对重架表面。

在对电梯平衡系数进行重新测量的过程中，最终结果

为 42.4%，符合标准要求 40% ～ 50% 之间。

在对上行制动工况曳引进行检查的过程中，通过对电

梯制动距离测量仪器的有效利用，能够得到其制动距离分别

为 0.18 米、0.24 米、0.2 米，最终结果符合制动检测方法制

动距离的标准范围要求。

在进行检验的过程中，对电梯发出下行制动工况曳引

的指令之后，电梯的运行状态快速停止，具有的自动缓冲距

离较小，可以忽略不计。根据对以上各项目检测结果的综合

分析，可以判定该电梯的复检结果合格。

6 结语

根据以上分析，在进行第一次定期检验的过程中，该

电梯具有的制动距离超出标准要求，曳引轮槽与钢丝绳之间

的磨损情况较为严重。因此，能够准确判断该电梯不具备充

足的曳引能力，最终检验结果为不合格。通过从电梯整体质

量与钢丝绳滑移量之间的关系、利用曳引能力数学方程计算

得到的制动距离、对制动检验方法内制动距离进行计算等不

同角度入手，对电梯轿厢在装潢过程中，单纯将对重块增设

在对重侧保持电梯曳引能力以及维持电梯平衡系数的做法

符合相关要求。经过分析能够得到最终结论，该电梯需要对

钢丝绳和曳引轮进行及时更换，并且坚决杜绝私自对电梯整

体质量进行加重的行为发生，从而确保该电梯的运行状态具

有较高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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