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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电梯检测中电梯运行共振的原因及应对策略
宣作恕

（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浙江 绍兴 312000）

0 引言
作为人们日常生活、高层建筑中比较常见的设备，

电梯有利于提升建筑的舒适度、人们的生活品质[1]。尽
管如今电梯的功能更加完善、品种逐渐扩增，可是在检

测时还是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对电梯的工作效率、使

用寿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为了确保电梯的质

量、提升电梯的使用效率，探究电梯检测中电梯运行产

生共振的具体原因显得很关键。在此基础上，本文首先

简单介绍了基本概述，然后从曳引机、轿厢、主钢丝绳、

导轨与导靴、防机械共振装置等方面探究了电梯运行

共振的产生原因，最后从对曳引机开展调整、解决轿厢

故障问题、解决主钢丝绳造成的共振、优化导轨、导靴

造成的共振、检查防机械共振装置、强化维护以及保

养、提升电梯检测管理的综合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有效

的应对策略，现具体论述如下。

1 基本概述
高层建筑对于处理目前日益匮乏的土地资源、不

断增加的人口数量之间的矛盾有重要意义，使高层建

筑的功能、质量获得了人们的高度重视[2]。作为高层建
筑中的核心运输工具，电梯不但能够有效拓展建筑物

的基本功能，而且能够为人们出行提供便利，提升人们

的舒适度。于是，目前电梯生产企业将高层运行电梯当

作发展关键点，且获得了技术人员、生产企业的重视。

电梯在狭长的井道中运行，而附近流畅的压力会随运

行速度的变化、电梯的升降产生强大的压力波动情况，

且对轿厢、重块间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力，严重的时候会

产生气动力，此时电梯升降系统进一步失去平衡极易

产生振动情况。除此之外，在电梯正常运行中共振现象

也许源于手扶室内墙体，甚至会出现室内噪声，对人们

的居住舒适度产生影响。

2 共振原因
2.1 曳引机方面

在电梯的正常运转中曳引机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假如曳引机未获得准确操作，就会导致电梯产生对应

的故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共振问题。除此之外，

在安装曳引机的过程中，假如操作工作人员未按照标

准的步骤与标准对曳引机进行安装，就会导致曳引机

不符合电梯的运行需要，基于这种情况，就不能更好地

保证电梯运行的稳定、安全。

2.2 轿厢方面
轿厢在电梯运行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就是货物、人

员的载运，一旦其产生了故障，那么就会导致电梯产生

共振的情况，如此将会严重威胁到乘坐人员的生命安

全[3]。而在轿厢中进一步出现共振问题，其核心原因就
是轿厢密封性、紧固性出现问题所引起的。在基础的安

装中，一旦产生零部件之间的安装、衔接出现问题，那

么就会导致电梯在正常运行中产生零部件松动以及脱

落的情况，如此会影响电梯的安全、稳定运行。因此在

安装工作结束之后，有关员工应该认真检查零部件的

安装，避免出现松动问题，由此才可以有效降低电梯共

振问题出现的概率，同时最大限度地保证电梯运行的

稳定性、安全性。

2.3 主钢丝绳方面
主钢丝作为电梯的核心部件，其密切关系到电梯

的运行安全和质量。作为电梯运行控制的基本构成部

分，其会因材质不过关等原因而产生使用问题。例如，

摘 要：电梯作为高层建筑的核心构成部分袁为了更好地确保电梯运行的有效性尧安全性袁应及时检
测电梯遥 在电梯检测过程中电梯运行共振是很普遍的情况袁会对人们乘坐时的舒适度产生极大的影响遥
假如不能在第一时间处理共振问题袁会充分降低电梯运行的安全性与效率遥 基于此袁首先简单介绍了基
本概述袁其次探究了电梯运行共振的产生原因袁最后提出了有效的应对策略袁以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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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电梯项目所采用的主钢丝绳硬度太高、柔韧性不

足，这就会导致钢丝绳不能对系统震动进行消解，从而

产生运行共振的现象。有时候电梯的整体运行时间较

长，本身的磨损程度就会不断提高[4]。而在工作过程中，
假如钢丝绳左右两端的弹簧弹力不同，就会导致主钢

丝绳的受力严重不均。除此之外，主钢丝绳扭力幅度太

大也会使其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电梯会

因此产生摆动现象。绳子上有不均匀污染物时，主钢丝

绳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出现跳动情况，进一步造成电梯

运行共振。

2.4 导轨与导靴方面
一般来说，导轨、导靴用于确保电梯在正常运行中

的对向度、垂直度达到相关要求。导轨、导靴造成电梯

运行共振的具体原因包含两点：淤经过长期使用，电梯
的一些紧固件会出现松动，使得导轨、导靴产生不太均

衡的变形，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润滑油品质欠佳

或添加不及时，就会扩增导靴、导轨间的摩擦力，从而

造成电梯运行共振。于在导轨、导靴的安装过程中，部
分员工的技术水平不高，加上导轨和导靴自身品质不

过关、安装环境的约束，导致电梯在正常运行中不能达

到对向度、垂直度的基本要求，从而进一步造成运行共

振，使电梯轿厢产生摆动情况。

2.5 防机械共振装置方面
从电梯运行现状来看，防机械共振装置的关键作

用是防止电梯在正常运行中产生共振的情况，在运行

期间经过有效减少电梯的共振作用来最大限度地提升

整个电梯运行的稳定性、安全性，强化人们在乘坐过程

中的舒适感。从电梯运行现状来看，其防机械共振装置

一旦产生问题，就会造成电梯运行共振。

3 应对策略
3.1 对曳引机开展调整

在运行实践中，电梯可能会因加速运动而持续加

剧曳引机的磨损，其中，蜗杆、涡轮齿轮间的不断摩擦

是造成曳引机磨损的核心原因[5]。在电梯正常运行中为
了可以更好地处理曳引机震动所造成的不平衡问题，

要求操作工作人员使用相关策略来降低曳引机的总体

震动幅度。从如今电梯运行系统的综合设置来看，部分

电梯的相关使用设置进一步省略了制动系统、减速箱，

由此在电梯产生震动的过程中能够减少摩擦，使震动

程度有所缓解。在减少电梯运行摩擦、震动的前提下，

电梯的平均运行速度也会获得提高，且更好地促进了

电梯的平稳、持续运行。

3.2 解决轿厢故障问题
在设计工作的开展过程中，需要将电梯承载的具

体要求结合起来，对轿厢的承重量、规格、尺寸等进行

科学规划。此外，也应该在轿厢的底部对平衡铁进行安

装，由此能够充分保证轿厢受力的均衡，进而避免因偏

移而导致曳引轮与轿厢间出现偏差的情况，最大限度

地保证轿厢的有效、正常运转[6]。也应该合理控制主副
轨、轿厢靴衬之间的实际距离，由此保证靴架的平稳

性，减少摩擦问题的出现，充分确保轿厢的安全性。在

实施轿厢安装工作，需要按照有关要求来进行，确保安

装品质的过程中，强化与其他结构之间的有效衔接。同

时在安装工作的初期，应该按照设计要求进一步挑选

完整的零部件、材料，确保全部材料的品质达到一定的

要求，避免在工作实践中使用质量不过关的零件，最大

限度地提高安装成效。除此之外，在共振问题的解决过

程中，需要拆除导滑器，保证轿厢可以处于十分自由的

状态下，然后将维修、检查等工作落到实处。也应该对

误差问题进行全面控制，将误差控制在 5mm以内。同
时也需要将标准要求结合起来实施对应的工作，借助

相关策略对轿厢底水平的实际尺度进行检测，由此来

确保轿厢的垂直度可以进一步达到现实要求，确保轿

厢的平衡性、稳定性，将其当作核心标准，降低对导靴

带来的冲击，更好地处理共振问题。

3.3 解决主钢丝绳造成的共振
为了有效规避主钢丝绳所造成的电梯共振，有关

单位就应从现实情况入手，全面提升主钢丝绳的综合

品质。一定要让主钢丝绳的弹性指标、柔韧性均达到相

关要求[7]。除此之外，要保证主钢丝绳的左右两端弹簧
完全相同，如此才可以严格把控主钢丝绳的品质。安装

时应该进行科学调节，对钢丝绳的整体摆动幅度进行

控制。工作过程中一旦出现扭力太大的现象，相关人员

应该在第一时间松开螺母，将维修以及保养工作落到

实处。相关人员应该认真检查，对主钢丝绳的实际工作

状态进行调整。一旦出现破损、老化等现象，可以使用

有关策略来开展把控，每 90d就要对主钢丝绳进行 1
次调整，适当加入润滑油。

3.4 优化导轨尧导靴造成的共振
为了更好地处理导靴、导轨进一步引发的共振，应

做好以下 4个方面的工作：淤安装结束后需开展调试，
不允许投入使用偏差很大的导轨、导靴，以更好地确保

电梯的可靠性、稳定性。于应该在无风、晴朗的天气下
开展安装，在这一过程中，一定要对导轨、导靴的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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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垂直度进行准确控制，误差尽量控制在约4mm。盂对
导轨、导靴全面开展维修以及保养，保证润滑油的综合

品质，且在第一时间调控、检测导轨和导靴的紧固件，

避免抖动情况的产生。榆相关人员需要购买综合性能
不错的导轨、导靴。

3.5 检查防机械共振装置
电梯共振情况的产生拥有一定的联锁效应，在风

扇、轿厢的位置上一旦出现了共振的现象，一般会加快

电梯运行的振动[8]。针对此问题，应对防机械共振装置
进行安装，在此装置的积极作用下进一步降低震动的

出现，且在电梯正常运行的过程中减少噪声。此外，还

能在电梯内对减振装置进行安装，且在电梯正常运行

时进一步检查电梯的主机是否产生了错位的情况，同

时，也应认真检查隔音橡胶垫的具体安装方式。

3.6 强化维护以及保养
为了更好地确保电梯的安全、有序运行，一定要对

电梯设备的维护以及检修、安全检查工作引起高度关

注[9]。在长时间的运行实践中，电梯不免会产生运行故
障或零件老化、松动等情况，唯有定期开展检修，才可

以在第一时间发现以及优化设备问题，对安全隐患进

行有效消除，最大限度地提升电梯运行的可靠性、安全

性，充分确保乘坐人员的安全。对零部件间的实际距离

进行检测，再根据标准要求对其开展调整。对这一装置

的综合运行性能进行检查，确保其可以顺利、有序运

行。将电梯的保养、维护工作落到实处是有效降低电梯

共振的核心策略，需对电梯保养、维护制度进行优化。

在电梯正常运行的过程中，电梯保养维护单位、使用单

位应该对相关处理方案进行制定，按照事故程度与问

题等因素进一步组织救援。监督单位与检测机构则要

及时开展督导管理，将应急演练落到实处；经过积极学

习对应的法律以及法规，深入掌握电梯各项参数标准、

安全运行知识，从而更好地确保电梯运行的安全。

3.7 提升电梯检测管理的综合水平
首先，电梯运维企业也需将当前电梯技术与检测

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对运维管理制度进行持续优化，努

力提升运维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确保运维工作的综

合品质，进而为公众营造一个舒适与安全的乘梯环境[10]。
其次，在维护以及保养电梯系统的时候，需要对机械共

振装置的相关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且高度重视曳引机、

轿厢等设备的运行性能，如果发现相关故障，应该在第

一时间对元构件进行拆卸以及维修。最后，相关人员需

深入了解电梯的运行情况，对检测计划进行制定，且详

细记录以及探究监测结果，尽量做到及时发现与处理

问题，更好地提升故障处理、预警效率，确保电梯系统

的可持续运行。

4 结语
总而言之，本文从对曳引机开展调整、解决轿厢故

障问题、解决主钢丝绳造成的共振、优化导轨、导靴造

成的共振、检查防机械共振装置、强化维护以及保养、

提升电梯检测管理的综合水平等策略入手，以实现电

梯运行共振情况的有效应对。作为高层建筑中运作次

数很多的交通设备，电梯方便了公众的平时生活，是提

升公众生活品质的核心基础设施。近几年来，随着科技

的迅猛发展，电梯的使用功能愈发完善、品种逐渐增

加，然而在检测工作中经常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对电

梯的使用寿命、安全运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此基础

上，为了可以有效提升电梯的安全保障、运行效率，全

面开展电梯共振检测工作有十分关键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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