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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梯检测中电梯运行共振原因
1.1 电梯轿厢引起的共振

电梯的运行过程中，很容易由于受力点不均衡的问
题，而出现轿厢重心不稳、电梯曳引轮和轿厢之间不能
形成完整性，而导致电梯运行中的共振。而且，电梯工
人如果在电梯轿厢安装过程中，施工技术不足、安全性
不够、或者施工工艺过于单一，也会同样使后续的电梯
运行出现共振，轿厢由于受力问题变形。另外，在电梯
轿厢的设计方面，如果副轨与靴衬之间的间隔没有预留
好，电梯使用时会增加摩擦力，并且在电梯运行速度越
快时，摩擦力会越大，这种摩擦力也是电梯共振的原因
之一。最后，在电梯轿厢的保养和维护期间，如果对其
位置没有进行适当调整，对位置的安装、电梯曳引轮、
轿厢的重心产生较大偏差，也会引电梯运行共振。
1.2 曳引机引起的共振

曳引机是电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引起电梯共振
的组要因素之一。其主要是电梯运行中，各个曳引机的
各个结构、细节出现较大偏差所导致的 [1]。比如说，电
梯经过长时间的投入使用，曳引机中的润滑油会减少，
再加上电梯管理人员缺少对电梯的润滑检查，没有做及
时的润滑补充，导致润滑程度逐渐减弱，齿轮之间的润
滑度降低，进而增加了齿轮的运转阻力和摩擦力，并随
着摩擦力的增加，引起电梯产生很多共振问题。或者运
行期间曳引机的零件受损，平衡度以及垂直度不符合运
行情况，也会引起电梯运行的共振问题。
1.3 导轨与导靴引起的共振

在电梯的安装和后期维修过程中，导轨、导靴和电
梯运行的垂直度也容易引起一定的电梯共振。在具体的
安装中，如果出现电梯安装材料质量问题、周围环境不
够等，都是产生共振问题的直接原因。在具体维修中，
如果电梯维修人员在操作时由于维修手段而造成零件螺
丝松动以及受力不均等现象，则会直接导致导轨和导靴
之间的摩擦力增加，影响了工作面，最后出现共振。
1.4 钢丝绳引起的共振

在人们乘坐电梯时，会直接给电梯一定的受力，因
此，各个电梯都有不同的承重、承载范围规定，一旦由
于电梯承载人数过多或者电梯工作超负荷，电梯的钢丝
绳引牵、拉力过大，会造成钢丝绳一定程度的磨损，或

者会产生钢丝绳受力不均匀，导致绳引出现摆动的不良
现象，电梯极易晃动，既有安全隐患，又降低了人们乘
坐电梯的舒适性，出现电梯共振的情况。
1.5 周期共振

在电梯的运行过程中，需要很多内部零部件的共同
作用。而一旦电梯管理人员对零件维护不佳、电梯整体
维护不全面、或者自身原因出现问题，都会造成电梯周
期共振想象，影响人们的电梯使用效果。

2 应对电梯运行共振的措施
2.1 避免电梯轿厢共振

图 1   轿厢构成图
如图 1 中所示为，为电梯轿厢的结构示意图。在电

梯的运行过程中，电梯轿厢引起的故障要从电梯的轿厢
设计和安装等环节作为着手点，进而做好全面性的环节
把控，具体实施内容如下：首先，是在电梯设计环节，
要想实现轿厢的稳定，前提条件是保障电梯轿厢的受力
始终保持在平衡状态，因此，设计人员可以通过在轿厢
底部增加平衡铁，实现受力均衡，再做好轿厢与曳引轮
之间的有机配合，使整个电梯的运行系统变得完善，通
过系统控制局部 [2]。其次，是在电梯安装的过程中，安
装人员要注意轿厢靴衬和主副轨之间的距离，保持好间
距距离，确保导靴架中心面处于同个中心面，进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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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运行零件之间的摩擦力，体现电梯运行的安全性。
与此同时，在安装时还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标准，在
把控安装质量的基础上，还要把控好安装材料的质量，
选择符合质量要求的材料，根据安装的工艺要求，做
好每一个安装环节和步骤，促进电梯的稳定性。最后，
在电梯的运维环节，要保障电梯轿厢在维修前和维修后
的安装位置保持一致，避免出现因为维修而造成的安装
误差，导致电梯轿厢受力变形或者重心偏移的问题，要
做好维修的质量检查，尤其是在解决由轿厢组立不合格
而造成共振问题上，更要做好轿厢底部的水平检测，查
看轿厢的垂直度，在轿厢正常静止状态下，完成对整体
电梯轿厢框架的检测，查看是否有扭曲点，保持误差在
5mm 之内，以减少后续电梯运行时，给导靴带来的冲击
力。
2.2 电梯导轨振动消除措施

在电梯的运行中，因为电梯导轨所导致的共振，电
梯相关管理人员可以从电梯的安装环节入手，把控好共
振的源头。其主要的电梯安装和消除共振举措如下：第
一，电梯安装的基础性工作要做好，比如安装之前对电
梯井内的预埋钢筋与残石等杂物的整理、清扫，对井道
垂直度的测量，以及最重要的电梯导轨预测、打孔工作，
做好电梯安装的前期固定工作 [3]。第二是电梯安装的设
备，这一环节比较关键，是对于电梯曳引机与控制盘等
设备的安装，主要是稳定轿厢框架，对导轨进行校正，
进一步保障安装的质量。第三是电梯安装之后的验收工
作，电梯安装之后不要马上投入使用，要严谨的对其进
行各个环节的调试，严格把控运行的细节，消除共振问
题，保障电梯运行的安全。
2.3 曳引机故障消除措施

在电梯运行中，关于曳引机所产生的特定振动问题，
需要电梯维护人员从技术方面进行改进，实现故障的消
除。首先，在电梯内部可以适当的设置有减震功能的橡
胶，然后利用永磁同步曳引机，既能起到缓解共振、甚
至消除共振的作用，还能有效的降低电梯运行中的噪音，
节约一定的机房电能。其次，随着科技的发展，电梯运
行中也可以引用微电脑技术，通过科技手段，提高电梯
的舒适性。最后，在日常情况下，也要定期的做好电梯
的维护和保养工作，对曳引机的润滑程度和齿轮数量进
行检查，尤其是其中内部的涡轮和蜗杆等零部件，要层
层检测和把关，在整体构架安全的技术上在让电梯投入
使用，让电梯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
2.4 避免周期共振

周期共振现象，也是电梯在使用过程中最普遍出现
的情况，对于人们乘坐电梯的舒适性有一定的影响。因
此，在防止和控制周期共振现象时，第一方面，要对加
强对电梯的所有运行零部件的维修和润滑工作，尽量使
用较为全面性的检测手段，科学化的对电梯实施检测，
以便及时解决安全隐患问题 [4]。第二方面，要引进先进
的电梯运行系统，第一时间确定出电梯故障的因素，并

结合电梯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调整，总结以往电梯检测
和维修的经验，将电梯的速度和稳定性调整到最优，进
而降低电梯的威胁性，增加电梯的可靠性。
2.5 加强电梯检测管理

随着电梯投入使用的时间越长，影响电梯的运行因
素就越容易增加，导致电梯共振的几率也就越大。因此，
要对电梯的后续加强运维和管理，降低电梯危险事故的
发生。基于此，相关电梯管理和责任人要做好定期运维
检测，尤其是较为常见或者经常发生的共振，要有详细
的检测计划以及维护方案，做好对应的故障处理，避免
造成不利影响 [5]。在电梯的维护中，要对电梯做好防机
械共振装置检查，对电梯的轿厢和曳引机等结构，要着
重检测，并且在发现问题的情况下要及时更换新的，做
好维修的记录管理，深度研究问题发生的原因，采取预
防措施，避免发生运行故障，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除
此之外，负责电梯运维的单位还要建立健全的电梯运检
管理制度，完善人员的运维体系，加大人员管理力度，
给予一定的物资投入，确保电梯运检工作能够常态化。
2.6 电梯间隙的控制与改造

在电梯运行中，电梯和轨道之间的缝隙也是形成共
振的原因。因此，消除共振也要注重电梯和轨道之间的
缝隙问题。相关人员要严格控制和研究缝隙的距离，加
强对曲线走向的改善和改造，让电梯能够正常的起落，
减少平衡器的等待时间，促使电梯保持在合理的速度范
围内，提升电梯运行的质量。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建

筑行业的进步。在众多的高层建筑中，电梯都是必须要
具备的住行条件之一。因此，电梯的安全运行是非常重
要的，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安全以及财产安全。如果电
梯的运行稳定性和安全性问题得不到很好的保证，则会
产生很多不良后果。所以，在电梯的使用运行中，要特
别注意电梯的共振问题，定期展开电梯的结构检测和检
查，加强各项运行因素的管理，关注电梯的零件润滑问
题，从电梯设计、安装到运维的每个环节都要严谨、严 
格，保证质量，降低电梯的振动幅度与频率，提升人们
出行乘坐电梯的舒适度和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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