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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轿厢为一种密封式结构空间，轿厢外侧结构围

栏很多都是金属材质，一旦轿厢当中的乘客或者有货物

时，重量便会导致轿厢底板发生下沉，当货物或者乘客

人数重量超过限定载重量，电梯超载限制器便会发生作

用，使电梯不能运行，这是对乘客以及货物安全给予保

障的关键性装置。在对之前的电梯轿厢事故报道进行分

析之后，发现电梯轿厢有振动故障的发生非常常见，且

振动故障持续时间非常久，难以保障乘客以及货物的安

全。所以，针对当前的电梯维修以及检验工作，对电梯

轿厢振动故障的分析、预防以及处理要给予高度重视。

1 研究电梯轿厢振动故障分析、预防与处理方法的

现实意义
现阶段，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建筑工程的发展，高层

建筑越来越多，电梯设施的建设也越来越多，因此，对

其施工技术的要求也随之提升。以往人们对电梯设施的

使用要求是满足在高层建筑中进行快速移动即可，而现

在人们的使用要求更加重视电梯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和

舒适性。

电梯的轿厢为运人和运货的关闭式结构物。轿厢围

栏固定在空间框架的构架金属结构物上，形成封闭的房

间。构架由工字钢或角钢等型钢制成的垂直框架和水平

框架组成，围栏多为金属板。在轿厢下部水平框架上，

连固有移动式或非移动式地板，通过杠杆系统作用在地

板下的接触设备上，当轿厢内载有乘客时，其重量使轿

厢地板下沉，并作用在接触设备上。如果载荷超过了额

定载重量的规定，载重限制器工作，使电梯不能运行。

在轿厢构架的上部和下部固定有导靴；在轿厢的下部或

者是上部靠近导靴的轿厢两侧设有安全钳。轿厢的前室

有两扇活动的轿厢门；在轿厢框架的上梁配有门的悬吊

装置。此外，轿厢内还装有控制仪表盘、照明、信号器

和联锁装置、以及通风设备，坐凳和电话等。

由此可见，电梯轿厢是保证乘客安全的关键设施，

由于振动一直是影响电梯安全运行的关键因素之一，因

此，需对导致电梯轿厢振动故障问题的产生原因进行分

析，以提高处理措施的有效性与可靠性。在预防方面，

也要从多角度出发，对可能产生的问题影响进行确定，

以提高安全运行控制措施运用的针对性与适用性。如此，

高层建筑等环境人们的出行安全才能得到根本保障。

2 电梯轿厢振动故障分析与预防工作重点
2.1 振动故障分析

电梯轿厢有着不同的部位，发生故障因素各不相同，

其中几项因素会导致轿厢有振动故障发生：①电梯曳引

机称重量承重梁处没有在相同的水平面上，或者减震垫

没有应用在承重梁当中，以至于曳引机有振动发生；②

电梯曳引机输出有所损坏，或者蜗杆轴、轴承位置有变

形出现，这样便会使曳引轮轴有故障发生导致弯曲，进

而使振动情况出现；③曳引机蜗轮副啃咬合出现了不正

的问题，或者涡轮末端位置在相同水平线当中，以至于

啃合有所偏移，导致蜗杆分头有偏差发生，进而出现振

动；④电梯曳引钢丝绳有不均匀的受力现象，使得钢丝

绳和绳槽间有磨损，使不同的钢丝绳不能对相同的运行

速度给予保持，这样绳头当中的弹簧对轿厢上的梁衡便

会造成一定影响，发生振动；⑤电梯轿厢在实际运行当

中，导靴和滑动导靴在配合时，如有较大缝隙出现，会

使两个导轨压道板出现松动问题，以至于轿厢有振动发

生；⑥轿厢当中的架体有变形问题，会使安全钳和导轨

端面有擦碰出现，进而导致振动问题。如果轿厢加紧固

件有一定程度的松动，或者轿壁末端固定连接出现脱落、

减震垫有所脱落等，都会有振动故障发出；⑦导轨与导

靴间隙调整不到位，会使导轨产生的冲击载荷无法得到

吸收，进而导致轿厢振动故障的发生；⑧轿厢意外移动，

此问题是由制动器失效与使用管理工作不到位等多种因

素造成。如后者轿厢使用超载问题严重，相关设备会受

温度与环境变化影响而出现老化与变硬现象。这是导致

电梯轿厢振动故障产生的影响因素。

2.2 故障原因分析

轿厢搁机基础平面度不平或是没有采取相应的减振

措施，均会对整个主机设备运行造成振动影响。电动机

输出轴或者蜗杆轴的轴承已损坏或者轴承滚道变形，曳

引轮的轴承已坏，电动机曳引机主轴、联轴器三眼不直

而引起振动。蜗轮副啮合不好或蜗轮副不在同一个中心

平面上，造成啮合位置偏移，蜗杆的分头精度偏差或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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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偏差而引起传动中的振动。各曳引钢丝绳由于未达到

一致的均衡受力，造成钢丝绳与绳槽磨损不一，引起各

钢丝绳线速度不一，导致轿厢上横梁在绳头弹簧的作用

下振动。轿厢架体变形，造成安全钳座体与导轨端面擦

碰从而产生振动，同时会拉毛导轨端面。轿厢龙门架紧

固件松动或轿壁未固定连接或轿底减振垫块脱落。固定

导靴与滑动导靴以及滚动导靴与导轨配合间隙过大或磨

损。或者两导轨开挡尺寸有变化或压道板松动而引起运

行漂移振动。

3 电梯轿厢振动故障处理方法的运用
3.1 明确故障轿厢振动处理重点

3.1.1 轿底

轿底是用 6~10 号槽钢按设计要求的尺寸焊接成框

架，然后在框架上铺设一层 3~4mm 厚的钢板或木板而

成。高级客梯轿厢多设计成活络轿厢，这种轿厢的轿顶，

轿底与轿架之间不用螺栓固定，在轿顶上通过四个滚轮

限制轿厢在水平方向上作前后和左右摆动。轿底因为有

着比较复杂的结构，需要使用槽钢以及角钢对轿底框进

行焊接，轿底框利用螺栓可以连接桥架的立梁，框里当

中的四个角，对厚度为 40~50mm 的弹性橡胶进行设置，

大小为 200mm×200mm 左右。和普通轿底结构非常相似，

与轿顶和轿壁紧固共同构成一体的轿底，在轿底框的四

块弹性橡胶上进行放置即可。正是因为弹性橡胶起到的

预防作用，才能使轿厢在荷载发生变化时，跟随这一变

化进行少量的上下移动。

3.1.2 轿壁

轿壁多采用厚度为 12~15mm 的薄钢板制成槽钢形状，

辟板的两头分别焊接一根角钢作堵头。轿壁间以及轿壁

与轿顶、轿底间多采用螺钉紧固成一体。壁板长度与电

梯类型及轿壁结构有关，其宽度一般不大于 1000mm。 

为了提高轿壁板的机械强度，减少电梯运行噪声，往往

在壁板背面点焊上矩型加强肋。大小不同的轿厢，用数

量和宽度不等的轿壁板拼装而成。总之，就是为了将轿

壁板当中的机械强度进行增强，使电梯运行当中的噪音

有所减少，会在壁板背面对矩形加强肋进行点焊。由于

轿厢的大小各不相同，会采用不同的宽度和数量进行轿

壁板拼装。

3.1.3 轿顶

轿顶结构与轿壁非常类似，轿顶装有照明灯、排风

扇等，有的电梯装有尺寸为 0.35m×05m 的安全窗以备

不测。轿顶应能支撑带常用工具的三个检修人员的重量，

且应具有一块至少为 012m 的站人空间，其小边至少应为 

025m。如果有轿顶轮固定在轿架上，应设置有效的防护

装置，以避免绳与绳槽间进入杂物或悬挂钢丝绳松弛时

脱离绳槽，伤害检修人员的人体。在轿架上如果对轿顶

轮进行固定，需要对相应的防护装置进行设置，以规避

有杂物进入到绳和绳槽中，或者钢丝绳悬挂发生松弛之

后，与绳槽发生脱离。

3.1.4 轿厢防震消声

为了将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振动和噪声有效减少，使

乘坐人员提升舒适感，在各构件连接处需要对防振消声

橡胶进行设置。

3.2 故障引发振动的处理要点

3.2.1 向轮导向轮不平衡处理

电梯轿厢在实际运行时，曳引机轴承彼此之间会存

在较大的间隙，以至于向轮有不平衡运行问题发生，使

得轿厢在运行时有振动故障。针对这一问题，技术人员

需要及时更换故障轴承，使轿厢恢复正常运行，并且还

要将电梯曳引轮整体质量进行提升。在安装时，注意安

装规范，规避操作不当对其产生的不良影响。

3.2.2 底座防震橡胶检查问题处理

电梯轿厢曳引机底部当中设置的底座防震橡胶，要

保障其质量与要求规定标准相符，否则也会使轿厢有振

动发生。造成振动故障的关键性因素与防震橡胶质量质

检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一旦防震橡胶存在质量问题，

便会影响电梯轿厢刚度，以至于 4 块防震橡胶有所减少，

成为三块防震橡胶支撑，使得曳引机重力有周期性振动

出现。面对这样的情况，检修以及维护人员针对电梯开

展检查时，一旦发现，便需要将损坏的防振橡胶进行替

换，调整电梯轿厢平整度，保障叶轮与防震橡胶一直在

8~12mm 当中，进而使轿厢有理想的缓冲空间。

3.2.3 轿厢钢丝绳受力问题处理

电梯轿厢当中的钢丝绳会因为受力问题，导致轿厢

有振动出现，这是由于钢丝绳的松紧有一定的差异性。

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技术人员需要合理调节钢丝绳张力，

调节的方法为：根据绳头棒弹簧压缩距离对其进行有针

对性的调整，以便使每一根钢丝绳弹簧压缩都能保持好

一致性。绳头棒弹簧因为有着不同的高度，需要技术人

员及时调整好高度，以便对标准高度给予保持，其中最

理想的状态便是电梯轿厢当中的承载负荷力能够有所吻

合，进而控制好钢丝绳高度，要求不能太大，也不能太 

小，否则会影响轿厢的减震效果。针对钢丝绳开展调节

时，在钢丝绳运行时如发现有阻碍存在，会使轿厢运行

出现不定期振动问题。面对这一情况要调节钢丝绳调节

时，要在轿厢运行时开展，在连续运行一段时间之后，

钢丝绳和导轮便会有良好的磨合状态。

3.2.4 轿厢安装平衡问题处理

安装轿厢时，如果没有对其垂直给予保障，轿厢底

部位置不是同一水平线，轿厢便会出现偏移，没有良好

的平衡状态，出现这一问题的关键性因素是安装时底板

组装出现问题。在解决时需要将导靴卸载，以便轿厢能

够一直保证垂直的状态，同时对轿厢的损害板定期更换，

有效控制垂直间隙，使其在 4mm 范围内有所保持，以

便轿厢一直平衡且垂直，是导靴受力得到平衡。

3.2.5 导靴间隙处理

在对导靴间隙开展调整时，要对 4mm 的间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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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导靴的作用为：电梯有冲击情况下，可以使其对

良好的承载能力进行维持。

3.2.6 轿厢安装垂直问题处理

安装当中，由于不垂直发生的振动，轿厢底部位置

的水平面不达标，会促使轿厢的中心发生偏移。当轿厢

处于静止状态的时候，安装不过关会导致轿厢壁板的组

装不良。要解决该问题就需要先将导靴进行拆除，从而

让轿厢始终处于垂直状态下，此外对斜拉杆进行调节，

或者借助防震胶橡胶垫片，促使轿厢足够垂直。相关技

术人员需要对组装不良的壁板进行更换，对轿厢壁板垂

直度误差进行控制，使其始终保持在 5mm 以内，确保

轿厢垂直度，促使立柱和导靴的受力足够均匀，最终减

少振动发生。框架发生扭曲的原因是部件堆放不良，促

使重框架发生歪斜和扭曲。这种情况下，带动钢丝绳转

动到轿厢位置，对重块压板安装不良，或者补偿连接吊

挂不正确，同样会发生振动或者噪声。

3.2.7 导轨与导靴间隙问题处理

电梯轿厢导轨与导靴之间的距离调整不到位。通常

情况下，导轨与导靴之间的单边间隙应预留出 3mm。如

此，就可将导轨产生的冲击载荷进行吸收。值得注意的

是，针对轿厢运行场地情况的复杂性，振动故障处理人

员应结合实际情况对调整不到位问题进行有效控制。

3.2.8 轿厢意外移动问题处理

3.2.8.1 改进电梯设计

此方法作为提高电梯运行安全性的有效措施之一，

具体改进措施主要为以下四点：

其一，将轿门、厅系统对应的电气装置采取避免短

路问题出现的措施。

其二，结合封星电路技术与永磁曳引机设备，对制

动器失效、电梯轿厢移动速度变化进行抑制。可以涉及

以下方面。

其三，故障处理人员应采用鼓式制动机作为永磁曳

引机的制动设备。同时，对其安全风险状态进行评估。

其四，在永磁曳引机下方设置制动器手柄，以为可

能出现的故障问题做出预防控制处理。如，手柄因自重

问题影响出现倾斜，这就会导致减少铁芯撞击拨杆次数。

此外，故障处理人员还要定期检查手动松闸装置。

3.2.8.2 增加保护装置

此处理方法的应用，是从问题角度出发，规避轿厢

以外移动引发安全事故的方法。具体保护装置的设置，

无论是新出厂电梯还是已经投入使用的电梯，都应当增

加该装置。需要人们注意的是，由于该保护装置具有多

种制停方案，因此，工作人员在对其进行安装的过程中，

应当选择独立主机制动器而存在的钢丝绳制停或是制停

轿厢作为主要方案，并根据实际情况对以夹绳器和安全

钳为代表的装置进行安装和应用。如果在完成对该保护

装置进行安装的工作后，仍旧视原制动器为安全制停装

置，如果该制动器由于自身所存在缺陷导致曳引能力有

所下降、制动力矩丧失或是曳引机部件出现损坏的情况

发生，极易导致电梯轿厢的意外移动，此时制动器无法

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该保护装置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意

义。因此，有关单位和工作人员应当对选择针对轿厢意

外移动所增加的保护装置的工作引起重视。

3.2.8.3 电梯维保工作落于实处

电梯维保工作对预防轿厢意外移动同样具有不可忽

视的作用，因此，有关单位应当面向电梯安装人员和维

保人员定期开展教育、培训工作，保证工作人员责任心

的提高。另外，还应当对相关人员所开展工作的质量和

效率进行监督检查。在对电梯进行维保的过程中，维保

人员需要明确电梯原设计具有的要求，在此基础上选择

与之相符的电气元器件，并对其进行定期的维修、维护

以及更换，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电梯内部各安全装置始终

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下，动作可靠并且灵敏。有关单位

还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对管理制度进行健全和完善，保证

现场检查制度的高效落实。此外，还要向电梯乘客普及

正确与安全乘梯的知识，以避免因使用不当问题而造成

轿厢振动故障发生。

4 结语
综上所述，电梯轿厢的振动故障问题，需结合实际

情况进行分析，以确定故障振动产生原因与预防处理工

作的开展方向。如，电梯在出厂之前，工厂对于电梯配

置的张紧轮会进行计算，以免在现场安装电梯时出现不

良反馈。在现场安装电梯过程中，在轿底的位置会安装

紧张轮，位置为绳轮下方的绳槽挡板问题，以便使张紧

轿底轮绳槽相互对应轿底钢丝。之后，对于垫片的应用，

可以合理调整钢丝绳的松紧度，使得钢丝绳股与轿底反

轮有摩擦和撞击产生。安装张紧轮之后，电梯的水平方

面振动便会有相应的改变。事实证明，只有这样才能大

幅降低运行设备作用不合理所带来的振动故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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