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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上行制动工况曳引检查试验探讨
李东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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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梯进行上行制动工况曳引检查试验后，轿厢应无明显变形或损坏，即不应有冲顶现象发生。极端

情况下计算得到的制停距离，是极限条件下的制停距离，适用于缓冲器失效等存在安全隐患的电梯，侧重点在于安

全，满足此制停距离的电梯即使是在极端情况下也能满足《检规》关于电梯进行上行制动工况曳引检查试验的要求。

检验员在检验电梯时可以将该制停范围作为判定电梯上行制动工况曳引检查试验是否合格的参考依据。本文就此进

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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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曳引钢带与传统曳引钢丝绳相比，具有的优势是十

明显的，因此，在现代电梯中，达到了广泛的应用，其

目的就是保证电梯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但是，曳引

钢带在长期使用中，也要注重检验工作，及时的检验可

以有效避免其性能失效。同时，曳引钢带检验之前，需

要对其结构有深入的了解，这样可以更清楚地发现其中

存在的问题，并且及时解决，确保曳引钢带检验的效果，

促使电梯可以安全、稳定地运行。

1.电梯曳引钢带分析

1.1.结构

曳引钢带是现代电梯结构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

部件，并且是有承载体和包覆层，将这两种材料黏结成

方形的电梯部件。同时，外包覆层主要是以尼龙和聚氨

酯为主，并且目前曳引钢带的覆层材料以热塑性聚氨酯

为主，这样可以有效提升曳引轮的稳定性和耐磨性。另

外，内部承载是以调质细钢丝绕制所形成的钢丝绳为主，

这样的曳引钢带不仅可以实现内部承载钢丝绳的保护

作用，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曳引轮的韧性和强度。

1.2.优势

就目前应用情况来说，电梯中常用的曳引钢带宽度

大约为 30mm，其厚度为 3mm，并且一般是以扁平状为

主。另外，曳引钢带与传统曳引钢丝绳相比，具有几点

优势。

1.2.1.安全性

曳引钢带具有安全性较高的优势，主要是以扁平式

结构为主模式，这样可以增加钢带与曳引轮的接触面积，

从而提高摩擦力，避免溜车打滑的现象产生，以此确保

电梯运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另外，曳引钢带在电梯中，

不需要设置绳槽，主要是因为其韧性相对较好，其承受

力相对较强，以避免安全事故的产生。

1.2.2.寿命长

由于曳引钢外面包裹着一层聚氨酯，所以对钢丝绳

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主要是因为电梯在运行中，

第一可以降低钢丝绳的损耗，第二可以针对磨损和锈蚀

等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这样与传统曳引钢丝绳相比，

其使用寿命可以延长其 2～3 倍，进而降低电梯后期的

维护成本。

1.2.3.舒适性

曳引钢带外包覆层是以聚氨酯材料为主，并且由于

这种材料的韧性和强度相对较高，所以在电梯运行期间，

一般不会产生较大的噪音，可以营造一个良好的电梯环

境。另外，曳引钢带由于振动效果相对较小，可以有效

保证电梯在运行期间的稳定性，避免产生较大的震动，

给人们在乘坐电梯期间带来不舒适的感觉。

1.2.4.维护保养

曳引钢带在电梯运行中，一般不需要进行润滑处理，

并且由于其性能较好，所以后期维护与保养相对较为便

捷，不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同时，曳引钢带在

应用的时候，不会发生伸长现象，这样也就避免后期多

次收复钢丝绳作业。另外，由于曳引钢带的外包覆层一

聚氨酯材料为主，可以对钢丝绳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其强度较好，可以避免断股或者断丝等现象的产生，减

少钢丝绳的更换周期，延长其使用寿命，降低维修和保

养的工作量。

2.电梯上行制动工况曳引检查试验措施

2.1.曳引检查试验分析

进行该试验时并不会触发电梯的平层装置、缓冲器、

限速器安全钳等部件。实际上，缓冲器的制停距离至少

是 115%额定速度的重力制停距离，可以认为轿厢以额

定速度撞击缓冲器时，轿厢可以被缓冲器有效制停。限

速器安全钳的动作速度至少是 115%额定速度，可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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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轿厢以正常速度运行时，并不会触发限速器安全钳。

所以上行制动工况曳引检查试验的理论模型，可以简化

为只有驱动主机、轿厢与对重、导轨、悬挂装置的简单

结构。

2.2.制动距离的计算方法

2.2.1.制动距离的测定

将曳引梯向上运行到行程 1/2 处，在曳引轮顶端钢

丝绳处做标记。将电梯从底层空载以额定速度向上运行，

当看到钢丝绳标记时，切断曳引梯电源当电梯完全制停

后，测量曳引轮顶部点与钢丝绳标记点之间的距离 L1，
根据公式求得实际制停距离。其中 S：实际制停距离；

S1：曳引梯制停后，钢丝绳移动端测得的标记点距离；

r：曳引比。试验时取 3 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作为制动距

离检测的最终结果，并计算实际制动距离。根据

T/CASEIT102-2015《曳引驱动电梯制动能力快捷检测方

法》5.4 项检测结果的评判，不同额定速度电梯空载上

行制动的距离合理值应满足 T/CASEIT102-2015的取值范

围。为方便分析，文章讨论的电梯额定速度范围与

T/CASEIT102-2015 保持一致。

2.2.2.减速度计算

在紧急制动工况下，T1/T2 的动态比值按照轿厢空

载或者装有额定载荷时在井道的不同位置最不利的情

况，以及每个运动部件都正确考虑了其减速度和钢丝绳

倍率的前提，任何情况下轿厢减速度均不应小于0.5m/s2，

对于使用了减行程缓冲器的曳引梯，其减速度不应小于

0.8m/s2。由于采用减行程缓冲器的电梯，在实际运用中

不常见，这里不作考虑。因此文章认为在紧急制动工况

下，电梯减速度应为 0.5~1.5m/s2。

2.2.3.极端情况下的制停距离

不发生钢丝绳的严重滑移而导致轿厢失控，这就说

明当电梯进行上行制动工况曳引检查试验后，轿厢应无

明显变形或损坏，即不应有冲顶现象发生。为保证“轿厢

应当完全停止”，在分析上行制动工况曳引检查试验电梯

制停距离时，应当对电梯最极端的减速工况进行计算。

电梯最极端的减速工况是指，缓冲器失效，轿厢从碰到

上极限开关到电梯有效制停的状态。

3.结束语

总之，对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进行年检时，都要进

行上行制动工况曳引检查试验。可以从制停减速度、上

行制动合理值、电梯极端情况等角度对电梯上行制动工

况曳引检查试验进行多角度分析，以便为电梯安全检验

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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