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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电梯技术的不断进步,电梯的速度变得相应加快,一般分为低、中、高速电梯。被广泛的应用到各种楼层当

中,包括办公楼、大型超市、卖场等。高速或者超高速电梯的产生,不但满足了高层和超高层的消防及运输要求,还为人们的日

常生活带来了方便。电梯乘坐舒适程度既涉及使用者乘坐感受,同时还关系到其使用心理。而电梯噪声属于影响电梯舒适程

度的主要指标之一。因此,本文主要阐述电梯噪音及控制方法,旨在给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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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噪音对人们的健康产生的危害具体体现在干扰我们

正常通电话、观赏电视节目与妨碍学生学习等。夜晚对电梯

井道墙边住户正常睡眠休息产生很大影响,甚至会危害到人

的听力、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造成人产生脑胀、头疼、心

慌等不良反应。近年来,对于电梯噪音方面的投诉与日俱增,

使得建筑商与电梯制造厂商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因此,如何

控制电梯噪音问题将是引起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和难点。 

1 电梯噪音的形成 

电梯噪音主要由以下三方面声源产生：首先,主机房内

曳引机驱动运转、轿厢及配重运行引起的低频振动声能量沿

结构主承重墙传播,引起墙体楼板扰动产生共振；其次,曳引

设备摩擦促使电梯轿厢上下运行,曳引轮与曳引绳间在电梯

高速运行过程中产生摩擦声,有时也由钢丝绳传递到轿厢,

进而传递到导轨,传递到相邻墙体,影响到住户；再者,曳引

设备和导轨上下运行时导靴(导轮)与导轨间的摩擦、各旋转

部件与曳引绳间摩擦、轿厢高速运行产生的空气流动等噪声

污染,都将传递到导轨,传递到相邻墙体,影响到住户。 

2 电梯噪音的分类 

以人为主观基点,噪音,顾名思义是令人烦躁的声音,即

凡是影响人们正常工作、学习、生活以及休息的声音,且此

类声音是并不被人们所需要的,都可统称为噪音。电梯噪音

是电梯在正常运行工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噪音。根据电梯噪音

的“音源”情况进行分类,电梯噪音主要有以下情况： 

2.1 轿厢内的噪声 

轿厢内噪声存在不同的来源,以特殊梯形为例,当轿厢

顶绳轮全面转动时会形成摩擦声,另外,还包含导靴和导轨

内部的摩擦声、轿厢顺着导轨上下运行由于振动产生的噪

声、平衡链链节之间的撞击声、轿厢自身的隔声系数和刚性

等参数也会引发电梯噪声。 

2.2 厅门与轿门自身开关产生的噪声 

在开关门环节,厅门与轿门联锁结构形成动作声,同时,

安全触板接触可能制造出撞击声。 

2.3 机房内的噪声 

机房内噪声一般来自下述三方面：其一,曳引电动机产

生的噪声。因旋转不平衡,外加转子和定子之间的制约等形

成噪声；其二,曳引轮旋转和曳引绳之间的摩擦声。经由曳

引轮槽和曳引绳内部的静摩擦力让电梯轿厢能够上下运行,

但不仅会形成摩擦力,而且还会产生摩擦声,若运行过快,则

噪声也将不断增大；其三,若轿顶绳轮设计存在问题,则在某

些条件下可能会扩大噪声。 

3 超高速电梯噪音控制方法研究 

3.1 建筑设计方面 

(1)房间布局 

电梯间的位置需要科学设计,进行平面设计时尽量不要

将把卧室布置在离电梯间很远的位置,可以利用公共走道、

电井道、水把套内空间与电梯间分隔开；住宅的起居厅、卧

室 好布置在背向噪声源的一边；不应紧邻布置卧室、起居

厅跟电梯。如果条件受到限制不得不紧邻布置时,务必要采

取隔声、减振措施。比较理想的住宅平面,卧室远离电梯间、

楼梯间、厨房这些主要噪音源,并且各个套型中卧室都有两

个朝向。 

(2)机房装修 

使用轻钢龙骨固定吸声棉,再在外层加穿孔矿棉吸音板

这个方法来装饰电梯机房的周围墙体,主要是因为这样能够

把电梯收回的混响声能部分收回,经降噪施工之后在电梯机

房内测量,一般可以降低 10dB-13dB 左右； 

降低噪音在振动构件上喷涂或紧贴一层高阻尼材料,这

个措施称为减振阻尼,简称阻尼。采取这个措施的原理是在

电梯承重工字钢上粘贴吸声海棉体或减振胶形成阻尼,这个

方法经降噪施工之后在机房内测量,一般可以降低

10dB-13dB 左右。 

3.2 加强电梯的合理选择 

从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有些电梯噪声的发生,是因

为小区物业在选择电梯的过程中,未通过一些比较有代表性,

或者是性价比较高的电梯来完成,而是直接应用价格较为低

廉的电梯。这些电梯在生产、加工、运行的时候,都在按照

低的标准来操作,并没有从长远的角度来出发,以至于电

梯噪声的类型较多,在噪声的强度上较高。建议在今后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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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选择过程中,必须保持足够的合理性。第一,物业对于电梯

的选择之前,要进行电梯性价比的对比分析,观察电梯对于

自身的使用,是否能够达到预期,如果不符合要求,绝对不能

贸然的采购,这很容易在电梯的运作过程中造成强烈的噪

声；第二,电梯必须开展试运行。有些地方在电梯的使用过

程中,直接进行应用,没有开展试运行,以至于很多方面的参

数、指标调整,都出现了较大的偏差现象,这对于电梯噪声的

控制和解决等,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且难以在未来工

作中良好的解决,需要保持高度的关注。 

3.3 曳引机隔振处理 

曳引机噪音 主要的一个传播途径就是结构振动传声。

曳引机安装在承载梁上,当承载梁安装在机房楼板下面时,曳

引机应安装在工字钢承载梁或混凝土的基础之上,其基础比

曳引机机座的每边大出25mm--40mm,厚度为250mm--300mm,并

预留出曳引机地脚螺栓孔。曳引机机座与混凝土基础之间可

用橡胶垫实现减振和调整,曳引轮轴的负载端只允许有向上

的倾斜角度,地脚螺栓必须采用弹簧垫圈或双螺母防松。曳引

机的安装质量直接影响电梯运行的安全性、平稳性以及噪声

分贝值。 

3.4 曳引机曳引绳穿过楼板而在楼板预留孔的处理 

噪音在传播过程的中,预留孔充当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

色,起到促进噪音传播的作用,通过预留孔噪声传入井道,接

着进入到井道周围的轿厢和房间。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

安装一些消音器于楼板下方,这是一个关键点。 

3.5 电梯轿厢的隔声、吸声处理 

对于轿厢内部的降噪处理同样是不可忽视的,轿厢的天

棚、各墙面和地面之间做一层隔声、吸声处理,材料在达到

装饰要求的基础上,环保标准的要求也一定要满足,避免环

境遭到二次污染。对轿厢高速运行产生的气流声和降低各种

摩擦声将会起到相当大的帮助。 

3.6 风噪声的控制 

因为室外和电梯井存在很大的温度差,所以在工作时经

常会有呼啸声产生,相当有必要控制这类因风引起的噪音,通

常我们可以加装通风口在电梯井处,室外和电梯井内的温度

差异会通过通风装置得到降低,同时,可加装吸、隔声处理装

置在电梯轿厢处。这两种方法都能够降低因风引起的噪声。 

3.7 加强电梯的日常维护 

电梯噪声的控制过程中,发现很多情况下,噪声并非是突

然发生,而是长期积累所造成的。虽然在一开始也有噪声,但

是由于表现的比较轻微,因此没有得到大家的高度关注, 终

促使电梯噪声的强度持续增加,影响了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建

议在今后的控制工作中,必须加强电梯的日常维护。首先,一

定要加强零部件的润滑手段。电梯本身的零部件数量较多,机

械动能的转变情况下,如果润滑度不够,很容易产生严重的摩

擦、磨损现象,并且会影响到电梯的正常使用,产生的噪声非

常恶劣。通过定期开展润滑处理,能够确保电梯的使用寿命获

得延长,在电梯的综合效用上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其次,在电

梯的日常维护过程中,必须在多个方面做出详细的探讨。例如,

当电梯的某些部件损坏后,会发出轻微的声响,与正常运行的

声音存在很大的差别,这就需要用户积极的反馈,维护人员再

进行精密的检查与分析。第三,电梯维护工作必须加强记录,

观察噪声的降低标准和控制效果。 

4 结束语 

超高速电梯是当今我们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的重

要设备,伴随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与生活

居住环境也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减少电梯噪音的影响,是

满足人们居住生活与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

会、减少住户投诉的要求,同时是贯彻“以人为本”思想的

具体体现。造成电梯噪音的因素是有很多方面的,而治理电

梯的有利措施是通过系统、全面的测试,对噪音形成的具体

原因进行认真分析并实施相关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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