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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电梯逐渐成为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代步工具,与人们的生活息息

相关,这也就使人们对电梯的稳定性以及可靠性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电梯在给人们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增加了一定

的安全隐患。电梯轿门锁是电梯重要的安全部件,它的性能直接影响到电梯的使用安全,本文主要对电梯轿门的结构设计以及

门系统安全的装置检验进行了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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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事故按发生事故的位置,可分为门系统事故、冲顶

或蹲底事故以及其他各种事故。据统计,各类事故发生的数

量在电梯所有发生的事故中概率分别为：门系统事故占 80%

左右,冲顶或蹲底事故占 15%左右,其他事故占 5%左右。门系

统事故占电梯事故的比例最大,发生也是最为频繁的。门系

统事故主要指发生在电梯的出入口,即厅门、轿门,也就是乘

客出入厅门、轿门时发生的剪切、挤压、坠落的事故。因此,

本文对电梯轿门锁的结构设计和安全进行详细的分析。 

1 电梯轿门门锁的工作原理 

电梯轿门门锁是一个负责启闭电梯厅、轿门的装置,当

其受到电梯开、关门信号时,电梯门机就会通过自带的控制

系统来控制开门电机,将电机产生的力矩转变为一个特定方

向的力,关闭或打开门。当阻止关门力大于 150N 的时候,门

机自动停止关门,并反向打开门,起到一定程度的关门保护

作用。 

2 电梯轿门锁功能的设计 

电梯轿门锁的正常工作需提供门区信号以及电梯运行

信号。通过在轿顶新增一个位置感应器可提供给轿门锁一个

门区信号。而电梯的运行信号可由电梯抱闸继电器驱动输出

信号提供。而轿门锁有解锁和上锁两种状态,需作为轿门锁

功能的反馈信号串入电梯软件安全回路和故障报警回路中。

轿门锁的动作受门区信号和抱闸信号两个信号的控制,当电

梯在门区,且制动器抱闸时,轿门锁才能解锁；而当电梯不在

门区或者制动器没有抱闸任一条件成立时,轿门锁都是处于

上锁状态。当轿门锁异常动作时,则需切断电梯的安全回路,

并生产相应的故障码。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当电梯停在门区,

而此时轿门锁不能解锁,则生成故障码,电梯停止运行；二是

当电梯没有在门区或者电梯处于运行状态,此时轿门锁没有

上锁,则需生成故障码,电梯停止运行。 

3 电梯轿门机械锁设置的必要性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曳引与强制驱动

电梯》中,将 3.7 项“轿厢与井道壁的距离”作为 B 类项目

补充到定期检验的项目中。对于定期检验判定为“不合格”

的电梯,检验机构还应当告知使用单位立即使用。而 3.7 项

在此之前并未作为定期检验的必选项,只在监督检验的过程

中作为 B类项目出现。这意味着轿厢与井道壁的距离控制问

题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对于安装于 GB7588-2003《电梯制造

与安装安全规范》正式实施前的电梯,轿厢与井道壁距离超

标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针对轿厢地坎与电梯井道内表面距

离超标的情况,一般是通过在井壁内表面固定光滑且足够强

度的防护板或在轿门上加装轿门机械锁来满足检规的距离

要求,但相比在井道内设置防护板,加装轿门机械锁尤其对

层站较高的电梯来说,明显有安装简便、成本低廉等优点,

特别是贯通门的观光电梯,还不会因为防护板而影响井道外

观,因此轿门机械锁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在检规将轿厢与井道壁的距离作为定期检验的 B 类项目

的新形式下,进一步增强对轿门机械锁的理解和掌握,无论是

对电梯的制造安装还是检验检测工作,都显得更加重要。 

4 电梯轿门机械锁的检验规则 

4.1 轿厢与井道壁距离：(1)轿厢与面对轿厢入口的井

道壁的间距不大于 0.15m,对于局部高度小于 0.50m 或者采

用垂直滑动门的载货电梯,该间距可以增加到 0.20m。如果

轿厢装有机械锁紧的门并且门只能在开锁区内打开时,则上

述间距不受限制；(2)补充说明：轿厢与井道安全门的间距

也要满足不大于 0.15m 的要求。 

4.2 门的锁紧：(1)每个层门都应当设置门锁装置,其锁

紧动作应当由重力、永久磁铁或者弹簧来产生和保持,即使

永久磁铁或者弹簧失效,重力亦不能导致开锁；(2)轿厢应当

在锁紧元件咬合不小于 7mm 时才能启动；(3)门的锁紧应当

由一个电器安全装置来验证,该装置应当由锁紧元件强制操

作而没有任何中间机构,并能够防止误动作；如果轿门采用

了门锁装置,该装置也应当符合以上有关要求。 

5 轿门机械锁在检验中发现的问题 

5.1轿门机械锁和层门锁一样都是电器触点和机械锁钩

即时联动,即锁钩啮合深度小于 7mm 时,电器触点状态为断

开；而该锁紧装置即使机械锁钩啮合深度小于 7mm 电气触点

状态也可以使闭合。 

5.2轿门机械锁由锁紧元件强制操作而没有任何中间机



建筑技术研究 
第 2 卷◆第 2 期◆版本 1.0◆2019 年 2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0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构；而该锁紧装置则是通过轿门门机带动实现打开功能。 

5.3在非门区,轿顶位置人为断开轿门机械锁钩,电梯将

无法继续运行；而人为断开该锁紧装置的机械锁钩,电梯仍

可以运行,即无法保证误动作。综合以上分析,作为电梯检验

来说,该锁紧装置还无法满足轿门机械锁的要求。因此,检验

时不能作为轿门机械锁对待。 

6 对电梯门系统的安全保护装置及检验 

6.1 层门锁闭装置。在轿门带动层门开启的方式下,除

非轿厢在开锁区域时,轿门带动层门才能够打开,或者轿厢

在开锁区域之外通过三角钥匙才能打开层门,应当设置一种

装置使得层门在其他情况下保持自动锁紧状态。层门锁闭装

置应当由重力、永久磁铁或弹簧来产生和保持锁紧动作。采

用弹簧时要求使用压缩弹簧,并且在层门开启时不得被压实

从而保证弹簧的寿命和提供压力的耐久性。此外,还要求万

一在产生和保持锁紧力的元件失效的情况下,单凭力不能造

成开锁。检验过程中应当尽量检查所有的层门,观察轿厢在

开锁区域外层门能否自动关闭,对于高层站的电梯可以适当

抽取 50%的层门进行检查。 

6.2 紧急开锁装置。要求每层层门必须从井道外使用一

个三角钥匙(符合要求的钥匙)将层门开启,并在以下两种情

况均可开启层门：第一是轿厢不在平层区；第二是轿厢在平

层区,层门轿门联动,在门机断电的情况下,同时开启层门和

轿门。检验过程中应当尽量检查所有的层门,用钥匙开启层

门,验证其功能,对于高层站的电梯可以适当抽取50%的层门

进行检查。电梯的三角钥匙必须由专人负责管理,避免因缺

乏了解三角钥匙开层门应注意的常识而导致开锁人员掉入

井道的事故时有发生。检验人员应当核查电梯钥匙管理规定,

尤其是核查三角钥匙的使用管理规定。 

6.3 门锁装置。电梯轿厢在离开层站后可能由于某种非

预见性的原因而导致锁钩意外脱开,因此要求门锁在锁紧状

态下锁紧元件必须啮合不小于7mm,只有满足这个要求,电梯

轿厢才能启动。门的锁紧应当由一个电气安全装置来验证,

并且锁钩的导电气件在门锁闭合状态直接电气触点接触,从

而避免因中间机构导致门锁失效。检验门锁时应目测门锁及

其电气安全装置的安装；目测门锁锁紧元件的啮合情况是否

符合要求,啮合长度可能不足时需测量电气触点刚刚进入闭

合状态时锁紧元件的啮合长度,并查看电气触头应无积垢和

烧蚀；锁钩的导电气件在门锁闭合状态是否直接电气触点接

触和防止误动作的连接；门锁锁钩活动是否灵活自如。最后,

使电梯检修运行,打开门锁,观察电梯是否停止。 

6.4 门联锁保护装置。门联锁机构是电梯为了保证层门

不随意被打开的安全保护装置。当电梯处于运行状态时,每

个层门的锁钩都锁住,只有当电梯运行到开门区停靠后层门

才能被安装在轿门上的门刀带动而开启。如果电梯任何一扇

门(层门或轿门)开着,在正常情况下,电梯应当不能启动或

者在运行中也要立刻停下来,只有当电梯各层门的锁钩与电

气件直接接触,连通电梯的安全回路后,电梯才可以运行,以

保证电梯的安全性。检验方法是检修运行电梯,打开其中任

意一扇层门,检查电梯是否停止；将电梯置于检修状态,只打

开轿门,观察电梯启动运行。为了保证电梯门联锁的正常运

行,检验过程中应当尽量检查所有的层门,对于高层站的电

梯可以适当抽取 50%的层门进行检查。 

7 结束语 

电梯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垂直交通工具,电梯

的运行安全也越来越多的得到国家和社会公众的重视。只有

保证电梯多种安全装置的有效作用和采取高效、合理、科学

的检验方法去检验电梯,才能把电梯安全运行所产生的风险

降到最低。轿门锁作为电梯的重要安全部件,直接影响了电

梯的安全性能。电梯的设计与检验人员必须充分考虑到各个

因素,全面地指导电梯安装人员以保证电梯运行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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