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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制动器常见失效形式与检验关键点分析
关智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特种设备安全检测中心，新疆 五家渠 831300）

摘　要　电梯制动器作为电梯安全运行的核心部件，其性能直接关系到乘客的生命安全。由于长期使用、环境因

素和材料老化等原因，制动器可能出现多种失效形式。这些失效形式不仅影响电梯的正常运行，还可能引发严重

的安全事故。对电梯制动器的失效形式进行深入分析，并明确检验关键点，对于保障电梯安全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探讨了电梯制动器的常见失效形式，并分析了其检验关键点，旨在为促进电梯安全管理工作开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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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电梯制动器是电梯安全保护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功能是在电梯停止或紧急情况下实现可靠制动。然

而，在实际运行中，制动器可能因设计缺陷、安装不

当或维护不足等原因出现失效，如制动片脱落、弹簧

失效和电气控制故障等。这些失效形式可能导致电梯

失控或无法正常停止，严重威胁乘客安全。因此，对

电梯制动器的失效形式进行全面分析，并明确检验关

键点，是电梯安全管理的重要任务。本文将系统分析

电梯制动器的常见失效形式，并探讨其检验关键点，

为电梯检验和维护提供指导。

1　电梯制动器的组成

电梯制动器是电梯安全保护系统的核心部件，主

要由机械部分和电气部分组成。机械部分包括制动轮、

制动片、制动弹簧和制动臂等。制动轮通常安装在电

梯曳引机的轴上，与制动片接触实现制动效果。制动

片是制动器的关键部件，其材料通常为耐磨的摩擦材

料，用于产生制动力。制动弹簧提供制动力，确保在

断电或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制动。制动臂则用于传递

制动力，使制动片与制动轮紧密接触。电气部分包括

电磁铁和控制电路，电磁铁在通电时释放制动器，使

电梯正常运行；断电时，电磁铁失去磁力，制动弹簧

迅速作用，实现制动。电梯制动器的组成结构复杂，

各部件协同工作，确保电梯的安全运行 [1]。

2　电梯制动器检验的重要性

2.1　保障乘客生命安全

电梯制动器是电梯安全运行的最后一道防线，其

性能直接关系到乘客的生命安全。如果制动器失效，

电梯可能无法在紧急情况下停止，导致坠梯或失控等

严重事故。例如：制动片磨损或制动力不足可能导致

电梯在运行中突然停止或下滑，给乘客带来极大的安

全隐患。定期对电梯制动器进行检验是确保乘客生命

安全的关键措施。制动器作为电梯安全系统的核心部

件，其性能直接关系到电梯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通过定期检验，可以及时发现制动器磨损、老化或失

效等潜在问题，并采取相应的修复或更换措施，从而

有效预防因制动器故障引发的电梯坠落、急停等严重

事故。此外，检验过程中还能对制动器的响应速度、

制动力矩等关键参数进行校准，确保其在紧急情况下

能够迅速、准确地执行制动操作。因此，建立完善的

制动器检验制度，并严格执行，是保障电梯安全运行、

维护乘客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环节 [2]。

2.2　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电梯制动器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由于摩擦、振动

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容易出现磨损、老化和失效等问题。

制动片的磨损会导致制动力下降，制动弹簧的疲劳会

导致制动力不足，这些都会影响制动器的使用寿命。

通过定期检验，能够精准识别并更换磨损或老化的部

件，有效防止因小问题积累而引发的设备故障或损坏。

这种预防性维护不仅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还降低

了维修成本，确保了设备的稳定运行，为安全高效的

生产环境提供了坚实保障。检验还可以优化制动器的

维护计划，延长其使用寿命，降低设备更换和维修的

成本。电梯制动器的检验对于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具有

重要意义。

2.3　提高电梯运行效率

电梯制动器的性能不仅影响安全，还直接影响电

梯的运行效率。例如：制动器卡滞或制动力不均匀会

导致电梯启动和停止时的抖动，影响乘客的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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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器反应迟缓会导致电梯运行时间延长，降低运输

效率。通过定期检验，可以确保制动器的灵敏性和稳

定性，提高电梯的运行效率。此外，检验还可以优化

制动器的调整和维护，减少因制动器问题导致的停机

时间，提高电梯的整体运行效率。因此，电梯制动器

的检验对于提高电梯运行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3]。

3　电梯制动器常见失效形式

3.1　制动力不足

制动力不足是电梯制动器最常见的失效形式之一，

通常由制动片磨损、制动弹簧疲劳或调整不当引起。

制动片在长期使用中会逐渐磨损，导致与制动轮的接

触面积减小，制动力下降。制动弹簧因长期受力可能

出现疲劳，导致制动力不足。此外，制动器的调整不

当也会影响制动效果，例如制动片与制动轮的间隙过

大或过小，都会导致制动力不均匀。制动力不足的后

果是电梯在停止或紧急情况下无法可靠制动，可能导

致电梯失控或下滑，严重威胁乘客安全 [4]。

3.2　制动片脱落或断裂

制动片脱落或断裂是电梯制动器的严重失效形式，

通常由制动片材料质量差、安装不当或长期磨损引起。

制动片在长期使用中可能因材料疲劳或磨损而断裂，

或者在安装过程中未固定牢固而脱落。制动片脱落或

断裂会导致制动器完全失效，电梯在停止或紧急情况

下无法制动，可能导致严重事故。此外，制动片脱落

还可能对电梯其他部件造成损坏，例如制动轮或制动

臂，进一步加剧安全隐患。

3.3　制动器卡滞

制动器卡滞是电梯制动器的常见失效形式，通常

由润滑不良、异物进入或部件变形引起。制动器在长

期使用中可能因润滑不足或润滑剂失效而导致卡滞，

或者因异物进入制动器内部而影响其正常动作。此外，

制动器的部件在长期受力或环境因素影响下可能发生

变形，例如制动臂或制动弹簧变形，导致制动器卡滞。

制动器卡滞的后果是电梯在启动或停止时出现抖动或

延迟，影响运行效率和乘客舒适度，严重时可能导致

电梯无法正常启动或停止。

3.4　电气控制故障

电气控制故障是电梯制动器的关键失效形式，通

常由电磁铁损坏、控制电路故障或电源问题引起。电

磁铁在长期使用中可能因线圈烧毁或磁力减弱而失效，

导致制动器无法正常释放或制动。控制电路故障可能

由接线松动、元件老化或短路引起，导致制动器的电

气控制失效。此外，电源问题如电压不稳或断电也会

影响制动器的正常工作。电气控制故障的后果是电梯在

运行中无法正常释放制动器，或者在紧急情况下无法

可靠制动，可能导致电梯无法正常运行或发生事故 [5]。

4　电梯制动器检验关键点分析

4.1　制动片磨损检查

制动片的磨损程度是电梯制动器检验的关键点之

一，直接影响制动力和安全性。检验时应使用专业测

量工具检查制动片的厚度，确保其厚度在制造商规定

的允许范围内。如果制动片厚度低于最小允许值，必

须立即更换，以避免制动力不足。此外，还需检查制

动片的磨损均匀性，确保其表面磨损均匀，无明显偏

磨或局部磨损严重的情况。偏磨可能导致制动力不均

匀，影响制动效果。同时，应检查制动片与制动轮的

接触面是否平整、清洁，确保无油污、灰尘或其他异物。

油污或异物会降低摩擦系数，导致制动力下降。对于

磨损严重或存在缺陷的制动片，应及时更换，并确保

新制动片的材质和规格符合要求。通过定期检查制动

片的磨损情况，可以有效预防因制动片失效导致的安

全事故，保障电梯的安全运行。

4.2　制动弹簧性能测试

制动弹簧是电梯制动器的核心部件之一，其性能

直接影响制动器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检验时应使用专

业设备测试制动弹簧的弹力，确保其能够在断电或紧

急情况下迅速提供足够的制动力。如果弹簧弹力不足，

可能导致制动器无法可靠制动，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同时，应检查弹簧的疲劳程度，观察其是否存在变形、

裂纹或断裂现象。疲劳或损坏的弹簧必须及时更换，

以确保制动器的正常工作。此外，还需检查弹簧的安

装状态，确保其固定牢固且无松动。松动的弹簧可能

导致制动力传递不均匀，影响制动效果。对于长期使

用的制动弹簧，建议定期更换，以避免因疲劳失效导

致的安全事故。通过定期测试和检查制动弹簧的性能，

可以有效预防因弹簧失效导致的制动器故障，保障电

梯的安全运行。

4.3　制动轮表面状态检查

制动轮的表面状态是电梯制动器检验的重要环节，

直接影响制动效果和安全性。检验时应使用目视检查

和专业测量工具检查制动轮的表面是否平整、光滑，

确保无裂纹、凹坑或严重磨损。裂纹或凹坑可能导致

制动轮在运行中破裂，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如果制动

轮表面出现磨损或缺陷，应及时修复或更换，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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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制动片的接触面平整。此外，还应检查制动轮与

制动片的接触面是否清洁，确保无油污、灰尘或其他

异物。油污或异物会降低摩擦系数，导致制动力下降，

影响制动效果。对于长期使用的制动轮，建议定期检

查其表面状态，并根据磨损情况进行修复或更换。同时，

应检查制动轮的安装状态，确保其固定牢固且无松动。

松动的制动轮可能导致制动效果不稳定，影响电梯的

安全运行。通过定期检查制动轮的表面状态，可以有

效预防因制动轮失效导致的安全事故，保障电梯的安

全运行。

4.4　制动臂动作灵活性测试

制动臂是电梯制动器中传递制动力的关键部件，

其动作灵活性直接影响制动器的响应速度和制动效果。

检验时应通过手动操作或模拟测试，检查制动臂的动

作是否灵活，确保其在制动和释放过程中无卡滞、延

迟或异常阻力。如果制动臂出现卡滞或动作不灵活，

可能是由于润滑不足、异物进入或部件变形引起的，

应及时进行润滑、清理或调整。同时，应检查制动臂

的固定状态，确保其安装牢固且无松动。松动的制动

臂可能导致制动力传递不均匀，影响制动效果。此外，

还需检查制动臂与制动片的连接部位，确保其无磨损

或变形。磨损或变形的连接部位可能导致制动力传递

不准确，影响制动器的整体性能。对于长期使用的制

动臂，建议定期检查其动作灵活性和固定状态，并根

据需要进行维护或更换。通过定期测试和检查制动臂

的动作灵活性，可以有效预防因制动臂失效导致的制

动器故障，保障电梯的安全运行 [6]。

4.5　电磁铁及控制电路检查

电磁铁和控制电路是电梯制动器电气部分的核心，

其性能直接影响制动器的释放和制动功能。检验时应

首先检查电磁铁的线圈是否完好，确保其无烧毁、短

路或磁力减弱现象。如果电磁铁线圈损坏，可能导致

制动器无法正常释放或制动，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同时，

应测试电磁铁的动作是否灵敏，确保其在通电时能够

迅速释放制动器，断电时能够可靠制动。此外，还需

检查控制电路的接线是否牢固，确保无松动、老化或

短路现象。松动的接线可能导致电路接触不良，影响

制动器的正常工作。对于长期使用的控制电路，建议

定期检查其接线状态和元件性能，并根据需要进行维

护或更换。同时，应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稳定，确保电

磁铁和控制电路能够正常工作。不稳定的电源电压可

能导致电磁铁动作异常，影响制动器的性能。通过定

期检查电磁铁和控制电路的状态，可以有效预防因电

气故障导致的制动器失效，保障电梯的安全运行。

4.6　制动器整体调整与测试

制动器的整体调整是确保其性能和安全性的关键

步骤。检验时应首先调整制动片与制动轮的间隙，确

保间隙在制造商规定的允许范围内且均匀分布。间隙

过大可能导致制动力不足，间隙过小可能导致制动器

卡滞，影响制动效果。同时，应测试制动器的制动效果，

确保其在断电或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可靠地制动。测

试时可以通过模拟断电或紧急情况，观察制动器的动

作是否迅速且制动力是否足够。如果制动效果不理想，

应重新调整制动片与制动轮的间隙，或检查其他部件

是否存在问题。此外，还需检查制动器的整体安装状

态，确保各部件固定牢固且无松动。松动的部件可能

导致制动力传递不准确，影响制动器的整体性能。对

于长期使用的制动器，建议定期进行整体调整和测试，

并根据需要进行维护或更换部件。通过定期调整和测

试制动器的整体性能，可以有效预防因制动器失效导

致的安全事故，保障电梯的安全运行 [7]。

5　结束语

电梯制动器检验技术的完善是保障电梯安全运行、

提升检验效率和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建立

技术研发中心、加强人员培训、推动数据共享平台建

设以及加强国际合作，可以为电梯安全管理提供更加

科学、高效和创新的解决方案。未来，随着智能化、

无损检测和远程监控等技术的不断进步，电梯检验将迈

向更高水平，为公众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坚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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