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五

底坑设备及装置



（一）缓冲器的作用

避免电梯轿厢（或对重）直接撞底或冲顶，保护

乘客或运送货物及电梯设备的安全。

缓冲器是一种吸收、消耗运动轿厢或对重的能量，

使其减速停止，并对其提供最后一道安全保护的电梯

安全装置。

缓冲器安装在井道底坑内，有强的承载冲击能力，

缓冲器与地面垂直并正对轿厢（或对重）下侧的缓冲

板。



苏丹早期对载人的提升机
要求在底坑中放一个羽毛袋

许多年以后意大利发明了
一种轿顶橡皮弹性隔层



（二）缓冲器的类型

缓冲器可分为蓄能型和耗能型两种。

1、蓄能型缓冲器

又称弹簧式缓冲器，缓冲器受到轿厢（对重）的

冲击后，弹簧变形吸收轿厢（对重）的动能，并储存

于弹簧内部；当弹簧被压缩到最大变形量后，弹簧对

轿厢（对重）产生反弹并反复进行，直至能量耗尽弹

力消失，轿厢（对重）才完全静止。



带导套弹簧缓冲器

1、缓冲橡胶；2、上缓冲座； 3、

弹簧；4、外导管；5、弹簧座

弹簧缓冲器

1、缓冲橡胶；2、上缓冲座；3、缓

冲弹簧；4、地脚螺栓；5、弹簧座



弹簧缓冲器的特点：缓冲后有回弹现象，存在着

缓冲不平稳的缺点，所以弹簧缓冲器仅适用于额定速

度小于1m/s的低速电梯。



聚氨酯缓冲器是一种

新型缓冲器，具有体积小

重量轻、软碰撞无噪声、

防水防腐耐油、安装方便、

易保养好维护、可减少底

坑深度等特点，近年来在

中低速电梯中得到应用。

聚氨酯缓冲器



2、耗能型缓冲器

又称油（液）压缓冲器，

结构如图所示。

油孔柱式油压缓冲器

1、橡胶垫；2、压盖；3、复位弹簧；

4、柱塞；5、密封盖；6、油缸套；7、

弹簧托座；9、变量棒；10、缸体；

11、放油口；12、油缸座；13、缓冲

器油；14、环形节流孔



2.1 耗能型缓冲器的工作原理

当油压缓冲器受到轿厢和对重的冲击时，柱塞向下运动，

压缩缸体内的油，油通过环形节流孔喷向柱塞腔。当油通过环

形节流孔时，由于流动截面积突然减小，就会形成涡流，使液

体内的质点相互撞击、摩擦，将动能转化为热量散发掉，从而

消耗了轿厢或对重的能量，使轿厢或对重逐渐缓慢地停下来。

油压缓冲器的特点：是以消耗能量的方式实行缓冲的，

因此无回弹作用，能使电梯的缓冲接近匀减速运动。缓冲平稳，

有良好的缓冲性能的优点，适用于快速和高速电梯。



缸体内壁溢流 柱塞溢流油压缓冲器 多槽式油压缓冲器

油压缓冲器

1、缸体；2、柱塞；3、缓冲垫；4、复位弹簧；5、缓冲器油；6、油孔（槽）



（三）缓冲器的数量

缓冲器的数量要根据电梯额定速度和额定载重量

确定。一般电梯会设置三个缓冲器，即（额定载重量

大于两吨）轿厢下设置二个缓冲器，对重下设置一个

缓冲器。



（四）缓冲器行程和缓冲减速度的确定

蓄能型缓冲器由于只能用于额定速度不超过

1.0m/s的电梯，因此缓冲器可能达到的总行程至少等

于115％额定速度的重力制停距离的两倍。

即缓冲行程：

式中，V — 电梯额定速度（m/s）；

g — 重力加速度（9.8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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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情况下，此行程不得小于65㎜。

蓄能型缓冲器应能承受轿厢质量与额定载重量之

和（或对重质量）的2.5～3倍的静载荷。

耗能型缓冲器适用于任何额定速度的电梯，其可

能达到的总行程应至少等于相应于115％额定速度的

重力制停距离。

即缓冲行程： Sp = 0.0674v2 

但在任何情况下耗能型缓冲器的行程不应小于

420㎜。



（一）终端限位保护装置的组成

终端限位保护装置的功能：防止由于电梯电气

系统失灵，轿厢到达顶层或底层后仍继续行驶（冲

顶或蹲底），造成超限运行的事故。

此类限位保护装置主要由强迫减速开关、终端

限位开关、终端极限开关等三个开关及相应的碰板、

碰轮和联动机构组成。



终端超越保护装置

1、导轨；2、钢丝绳；

3、极限开关上碰轮；4、上限位开关；

5、上强迫减速开关；6、上开关打板；

7、下开关打板；8、下强迫减速开关；

9、下限位开关；10、极限开关下碰轮；

11、终端极限开关；12、张紧配重；

13、导轨；14、轿厢



1、强迫减速开关

强迫减速开关是电梯失控将造成冲顶或蹲底时的

第一道防线。

强迫减速开关由上下两个开关组成，安装在井道

的顶部和底部。

当电梯失控，轿厢已到顶层或底层，而不能减速

停车时，装在轿厢上的碰板，与强迫减速开关的碰轮

相接触，使接点发出指令信号，迫使电梯减速停驶。



端站强迫减速开关装置

1、橡胶滚轮；2、连杆；3、盒； 4、动触点；5、定触点



2、终端限位开关

终端限位开关由上、下两个开关组成，分别安装

在井道顶、底部，在强迫减速开关之后，是电梯失控

的第二道防线。

当强迫减速开关未能使电梯减速停驶，轿厢越出

顶、底层位置后，上、下限位开关动作，切断控制线

路，使曳引机断电并使制动器动作，迫使电梯停止运

行。



3、终端极限开关

3.1 机械电气式终端极限开关

该极限开关是在强迫减速开关和终端限位开关失

去作用时，控制轿厢上行（或下行）的主接触器失电

后仍不能释放时（例如接触器触点熔焊粘连、线圈铁

芯被油污粘住、衔铁或机械部分被卡死等），切断电

梯供电电源，使曳引机停车并制动器制动。其工作时

是当轿厢地坎超越上、下端站地坎200mm，轿厢或

对重接触缓冲器之前，装在轿厢上的碰板与装在井道



上、下端的上碰轮或下碰轮接触，牵动与装在机房墙上

的极限开关相连的钢丝绳，使只有人工才能复位的极限

开关动作，切断除照明和报警装置电源外的总电源。

终端限位保护装置动作后，应由专职的维修保养人

员检查，排除故障后，方可投入运行。

极限开关常用机械力切断电梯总电源的方法使电梯

停驶。



3.2 电气式终端极限开关

这种形式的终端极限开关，采用与强迫减速开关

和终端限位开关相同的限位开关，设置在终端限位开

关之后的井道顶部或底部，用支架板固定在导轨上。

当轿厢地坎超越上下端站20㎜，且轿厢或对重接触缓

冲器之前动作。其动作是由装在轿厢上的碰板触动限

位开关，切断安全回路电源或断开上行（或下行）主

接触器，使曳引机停止转动，轿厢停止运行。



电梯安全保护系统中所配备的安全保护装置一般

由机械安全保护装置和电气安全保护装置两大部分组

成，但是有一些机械安全保护装置往往需要和电气部

分的功能配合，构成联锁装置才能实现其动作和功效

的可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