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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梯安全钳可以在正常的运行中，确保电梯设备的运行安全性，不过在该结构的运行中，会出现正确动作和误动作两

种模式。基于对电梯安全钳运行原理的分析，文章探讨了电梯安全钳在运行过程中的常见动作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在

电梯安全钳的日常运行中，对于这类设备的检验方法，从而确保电梯安全钳可以处于安全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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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vator safety tongs can ensure the operation safety of elevator equipment in normal operation, but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structure, there will be two modes of correct action and wrong a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operation principle of elevator 

safety gea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mmon action reasons of elevator safety gear in the operation process, discusses the inspection 

methods for this kind of equipment in the daily operation of elevator safety gear on this basis,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elevator safety 

gear can be in a safe operation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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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电梯安全钳的运行中，必须需要确保处于安全稳定的运行状态，从而确保这类设备在日常的运行过程，可以在电

梯设备发生安全事故时，借助电梯安全钳确保电梯安全。此外在所有设备的运行中，也要根据这类设备的使用原则、

运行方法以及运行结果得到各类数据，从而通过对电梯安全钳动作原因的分析，之后研究这类设备的检验工作方案。 

1 电梯安全钳的运行原理 

电梯安全钳结构中，主要构件包括限速器、张紧轮、限速器绳索、安全钳、轿厢、提拉机构以及导轨，在电梯安

全钳的发出动作中，可以通过这类设备的综合应用，使得所有的设备可以处于安全稳定的运行状况。其中电梯安全钳

的运行中，可以使用限速器的钢丝绳制动结构直接夹持限速器绳索，在轿厢向下运行过程，则限速器绳索可以提拉安

全钳的联杆机构，之后使得电梯安全钳的联杆可以发出动作，导轨的两侧安全钳可以在导轨上夹紧，使得轿厢可以停

止。此外电梯安全钳的提拉机构和限速器上也会同时配置专业电气开关，使得电机的控制系统回路切断，暂停轿厢的

牵拉电机。 

2 电梯安全钳的动作原因 

2.1 正常响应动作 

电梯安全钳的设计目的就是为了确保整部电梯可以处于安全稳定的运行状态，而为了可以保障这一运行要素，必

然要在电梯发生故障，并且可能对乘客造成安全威胁时第一时间响应，让该设备的运行状态可以得到有机的控制。在

电梯安全钳的运行过程中，可以让整个系统在目前的运行和监管过程中，在轿厢的运行加速度高过了设计标准值时，

可以完全根据当前对于整个设备的运行参数，使得电梯安全钳可以做出相应的响应动作，从而让各类设备在发现电梯

设备发生了明显性的安全问题时，可以第一时间响应。 

2.2 错误响应动作 

2.2.1 限速器调整不当 

限速器能够让整个安全系统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那么就必须要能够对限速器进行科学的调整，该过程中主要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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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调整项目包括偏心凸轮和橡胶轮的接触表面参数，如果这两个表面之间存在油污时，那么在整个系统的运行过程，

滚轮的离心力会处于增长状态，同时另一端的楔块能够直接卡住凸轮齿槽，该过程则会使得该设施产生错误动作
[1]
。此

外在当前的新类型的安全钳内，会直接在其中装配调整弹簧，从而使得整个限速器的转速和曳引机的转速可以保持同

步状态，如果针对这类弹簧的设计过程和专业的装配过程未能完全根据整个系统的运行要求进行建设，那么也会导致

整个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失效问题。 

2.2.2 钢丝绳张力不足 

安全钳的运行中，必然会通过钢丝绳的使用，实现对整个系统的运行情况进行控制，发现限速器的钢丝绳如果处

于松弛状态时，特别是对于高层电梯，那么限速器的钢丝绳就很可能会直接和减速开关、下极限的开关以及下限位的

开关之间处于缠绕状态，此时各类开关会产生错误动作，最终导致整个限速器处于错误动作状态。此外在这类钢丝绳

的运行过程中，必须要能够根据整体的设计工作要求和设计工作规范对其进行控制，如果该过程的运行中未能完全根

据设计标准使得所有的材料都可以得到安全使用，也会引发这类缺陷。 

2.2.3 楔块动作故障 

电梯安全钳的运行过程，会在其中装配楔块，而这类结构会和导轨之间产生一定的间隙，如果间隙参数不合理时，

那必然会导致整个系统的运行安全性下降。其中主要存在的缺陷类型有两个，一个是在各类安全钳在实际的装配过程

中，会由于各类设施之间的彼此装配误差过大，从而导致楔块和导轨的侧向间距出现了不一致问题，此外为了能够保

证楔块和导轨的间隙一致，通常会采用两个楔块结构的高度控制，但是如果在具体的控制过程中，出现了这两类设施

的高度不统一问题，那么也会在后续的使用过程中，由于楔块下部的导靴衬套磨损，从而使得轿厢导靴的侧向定位性

能下滑。 

安全钳的楔块和导轨间的间隙处于增加或者减少状态时，如果处于长期运行磨损状态下，则这类磨损量会逐渐的

累积，同时间隙区内存在的灰尘、油污以及其他的杂物也会处于混合状态，在导轨和楔块之间逐渐堆积，导致楔块随

着轿厢处于同步运动过程中，在这类结构之间产生了较大的阻力，使得整个系统出现错误响应
[2]
。此外在电梯的运行过

程中，由于楔块和导轨的间隙存在磨损、震动等问题作用下，导致其运行质量下降，如果处于间隙过小状态时，那么

楔块和导轨的侧向间隙也会出现不一致问题，使得设施处于误操作。同时如果整个导轨的接口区域存在凸起问题时，

则安全钳会处于再次动作状态，可以说如果发生了这类缺陷，那么整个安全钳在后续的运行过程，会出现极其严重的

误操作缺陷。 

2.2.4 提拉机构动作不灵活 

在安全钳运行过程，提拉机构的动作情况必须要得到全面的保障，唯有如此才可以让整个系统在处于锈蚀、缺油

等状态时，保持提拉机构在动作提拉过程中的灵活状态。此外在安全钳的后续动作过程中，提提拉机构在提拉过程中

会出现提拉高度不到位，从而导致安全钳制动夹持导轨不完全，影响制动效果。 

3 电梯安全钳的检验方法 

3.1 机械设施检查方法 

在所有机械设施的检查过程，必须要能够完全根据所有设施在当前的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误操作现象的原因、

运行原理和运行机制，实现针对所有参数和信息的有效处理。此外也要求在整个电梯的装配过程中，所有设施的具体

装配方式、装配参数以及误差的控制参数量，都必须要能够完全符合当前的信息设计和处理工作要求，此时才可以使

得安全钳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具有良好的完善性、规范性与合理性。比如针对安全钳的误动作产生原因，要求在具体的

检查过程，必须要能够分析限速器是否能够处于凸心轮轴和橡胶轮的有效接触情况，并且分析这两类设施表面是否存

在油污。要求在验收和定期的检查过程中，需要分析所有的楔块和导轨之间的间距，要求这类间隙要全面控制在 2~3

毫米区间内，并且必须要能够全面测量楔块的高低差参数，如果发现在低端的楔块运动过程中影响到了楔块的衬套参

数时，那么需要对这类参数进行调整。 

3.2 电气设施检查方法 

电气设施的检查过程中，主要是分析所有的电气开关是否能够处于正常的动作状态以及是否能够进行复位
[3]
。要求

在专业检查过程中以及相关设施的分析过程中，必须要能够针对所有的电气开关接线图完成检查工作，如针对电机的

安全响应开关，就需要了解是否能够在安全钳处于运行状态时，让这类开关第一时间处于关停状态，从而防止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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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轿厢停止运动，而另一方面电机在不断的运行，从而使得两者之间存在明显性的运行矛盾和运行冲突问题。此外在

所有设施的使用过程，必须要能够全面分析安全钳的动作参数，从而使得所有的系统在运行阶段得到可靠度升级。 

3.3 检查信息记录方法 

每次检查过程，都要求相关的工作人员要记录所有的处理信息和规范性的信息，并且把信息都纳入到整体性的研

究和分析机制之内，比如在电器开关检查过程中，就需要了解电气开关在当前的运行状态下、能否处于高效稳定的运

行情况下等。如果发现无法达到这一运行成果，则需要对相关设施的运行情况和设施的处理功能情况进行专业的分析，

之后使得所有的检查参数都可以得到验证。此外针对所有信息的信息记录，必须要能够以专业化档案与资讯的模式进

行存储，从而确保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得到高效、精准化的利用。 

各类信息的使用过程中，如果发现某电梯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安全钳的误操作时，一方面要能够第一时间派遣相应

的专业人员，让其投入到针对这类问题的成因分析过程中并对其进行解决。另一方面要能够全面分析已经产生的各类

记录参数，而之后通过对这类参数的使用，分析是否是因为之前的检修导致的问题。 

4 结论 

综上所述，电梯安全钳的运行过程中，发出各类动作的原因包括正常运行情况下的响应操作、对于楔块安装过程

中误差过大产生的误操作、提拉机构以及其他设施安装过程中产生的错误操作等。针对这类问题的主要方法中，要能

够在日常的检查过程中，通过对于机械设备和电气开关的全面监控和了解，分析各类误操作的原因，并且对所有的信

息进行精准科学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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