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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检验中的危险源分析与安全保护措施
李景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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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电梯检验中的危险源分析与安全保护措施，文章采用理论结合实践的方法，立足电梯检验的主要内容，分析

了电梯检验中的危险源和安全保护措施，并提出提升电梯检验效果的方法和电梯检验技术的发展前景。分析结果表明，电梯

是高层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电梯结构组成复杂，影响安全运行的因素较多，加强电梯检验可及时发现、处理故障，保证电

梯运行的安全性。但电梯空间有限，检修内容多，存在很多危险源，容易发生安全事故，要采取合理的安全保护措施和方法，

才能保证高效、安全、有序地完成电梯检验工作。

关键词：电梯检验；高空坠落；机械打击；电气

中图分类号：X928.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064（2022）04-040-03
DOI：10.12310/j.issn.1674-1064.2022.04.014

电梯检验是电梯运维的核心内容，电梯在长期运行

中，影响因素多，零部件磨损严重，存在很多安全问题。

电梯检验的主要作用是发现电梯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保证

电梯安全运行。电梯检验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作，要综合

考虑电梯的结构特点和运行原理，再采取技术措施，保证

电梯检验任务圆满完成。同时，电梯检验中还存在高空坠

落、机械打击、电气安全等危险因素，任何一个环节控制

不当，都会影响电梯检验的安全性。

1　电梯检验的主要内容分析

1.1　电梯型式检验

通过型式检验可进一步明确电梯的种类、样式、运行

原理等，为深入检验提供必要的参考和指导。型式检验的

内容包括电梯生产时的定型鉴定、电梯结构、电梯材料、

电梯工艺检验，以及按照实际要求检验电梯的各个零部

件，同时考虑电梯发生失效的原因和形式等。型式检验是

其他检验工作的基础，只有做好型式检验，才能保证后续

的电梯检验工作顺利开展。

1.2　出厂检验

电梯由专门的工厂按照特定工艺标准和要求生产制

造，进一步检验生产质量是否满足运行工况要求。尤其是

采用外购的零部件后，必须出具该零部件的合格证以及相

关的型式检验合格证。出厂检验除了要检验电梯整机和零

部件，还要在正式投入使用前调试各系统的协调性、运行

功能等，达标后才能启动运行。

1.3　定期检验

随着电梯使用时间的增加，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老

化、磨损等，影响电梯运行的安全性。此时，需要专业的

检验部门检验电梯磨损、老化、振动、异响等，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以保证电梯始终处于安全、稳定、可靠的运行

状态。通过定期检验，可及时发现电梯运行中存在的各种

问题和故障并及时处理。没有定期检验，或者超过检验周

期却没有检验的电梯，严禁继续使用。

1.4　全面检验

电梯经过改造或者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后，原有的运

行参数和指标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一些安全装置可

能已经发生损坏，全部都要重新更换。此时，要全面检验

电梯运行情况，保证各零部件的有效性、安全系统的可靠

性、电梯使用功能的安全性，全部检验合格后才能继续投

入使用。

2　电梯检验中常见的危险源

电梯检验时空间比较狭小，但检验的内容比较多，

任何一个细节检验不到位，都会影响电梯运行的安全性。

在具体检验中，存在很多危险源，包括高空坠落、电气伤

害、机械打击等。

2.1　高空坠落

电梯运行里程通常较长，短则几十米，长则数百米，

属于一种垂直运输设备，起升高度比较大，检验中极易发

生高空坠落安全风险。高空坠落既包括检验人员高空坠落

的风险，也包括零部件、检验工具坠落的风险。

电梯轿顶检验中，检验人员要爬上轿顶检验。通常情

况下，电梯轿顶的空间非常小，却布设了很多零部件和电

气线路，在具体检验中，一旦人为操作失误，或者不注意

周围的情况，发生绊倒坠落的风险。

电梯检验人员打开层门后，如果没有全面观察外部情

况，着急完成检修工作，盲目走出层门，可能电梯正好停

靠在非平层区，在踩空状态下会引起坠落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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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检验具有很强的复杂性，需要多个检验人员相互

配合，才能安全、有序地完成检修任务。尤其是检验轿顶

和轿底时，如果地面人员和检修人员配合不当，发出错误

的口令、误操作，有可能引起井道部件掉落或者是轿厢坠

落问题。

2.2　电气伤害

电梯检验中存在很多电气伤害危险源，包括静电伤

害、触电伤害等，都是电梯检验中常见的伤害。这些伤害

的危险程度可能会很大，也有可能会非常小，这与电气

伤害的程度、电能以及电梯检验现场的湿度等因素密切相

关。如果电梯检验现场的湿度比较大，则可能引起漏电触

电事故。为控制和避免电气伤害危险源，在电梯检验正式

开始前要全面分析和了解现场情况，如果电梯坑底处存在

渗水或积水情况，检验人员进入电梯坑底检验时，有可能

发生触电危害。

电梯检验人员如果随意操作，没有按照相关规定和操作

规范使用专用工具，或者使用超过质保的工具，会引起电气

伤害。电梯上还存在很多高压带电部件，如果操作不当，会

引起触电事故，甚至威胁电梯检验人员的生命安全。

2.3　机械伤害

电梯属于特种机械设备，组成的部件比较多，每个部

件在运行时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其中，机械打击发生

概率较大。在检验中，如果不了解电梯各设备的性能和运

行原理，未制定科学的检修方案，盲目检修极易发生机械

伤害。

电梯运行中，很多部件随着电梯的升降持续运转，

特别是限速器、导向轮等，运转速度非常快，如果检验

人员的衣角不慎卷入正在运转的设备，可能造成无法挽

回的伤害。或者未按照规定的方法和流程检验，在检验

中误碰了正在运转的设备，可能引起夹伤和机械打击伤

害。此外，还有很多通风设备，缺乏完善可靠的保护

罩，在运行中控制不当或误操作，都会对电梯检验人员

造成伤害。

电梯盘车检验中，检验内容较多，也是主要的危险

源，如果发生误操作，会加快轿厢移动速度，导致检修人

员来不及撤离到安全地带，引起安全事故。

电梯轿厢底部检验中，引起机械伤害的因素较多。

电梯轿厢底部空间狭小，但布设的设备较多，检验空间有

限，容易引起护脚板碰撞问题[1]。

电梯轿厢检验中，影响检验安全的因素较多。如果检

验人员没有按照相关规定和规范操作，抱着侥幸心理在检

验中做一些危险动作，容易被电梯井道中的导轨架刮伤、

碰伤。

安全钳是避免电梯发生超速上升的关键装置，在检验

中安全钳必须及时复位，如果检验人员忙于操作，未能及

时复位安全钳，容易引起安全问题。

3　电梯检验中的安全保护措施

3.1　针对高空坠落的安全保护措施

高空坠楼是电梯检验中比较常见的危险源，造成的伤

害也比较大。为控制高空坠落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要采

取科学合理的安全保护措施。

电梯检验必须做好前期准备工作，每个细节都要考虑

到位。凡是进入电梯检验现场的人员，都必须穿戴好劳动

保护用品和专业防滑劳保鞋。电梯检验中用到的各种检验

仪器和设备要准备到位，确保后期检验工作顺利开展。

进入电梯检验现场前，要详细检查现场环境及存在

的危险因素，做到心中有数，保证安全后才能进入施工现

场。如果电梯检验操作平台和地面之间存在较大高差，要

避免在电梯检验中倚靠保护栏杆。如果没有安装栏杆，更

不能在平台边缘作业。同时，避免被线路或其他杂物绊

倒，发生高空坠落问题。

检验轿顶前要提前开启照明灯，详细观察井道情况，

保证安全后再开启层门。要加强控制和观察，检验人员要

系好安全带，扶住安全把手，以免跌落井道，引起安全事

故[2]。此外，在开启层门时，不能一次全部打开，应先打开

一条细缝，确认轿厢位置准确无误后再进入，否则容易引

起踩空问题。

轿顶检验中，必须保证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在安全护栏

内，更不能倚靠护栏。严禁在轿顶随意走动，以免护栏老

化、稳定性不足引起跌落问题。

3.2　针对电气伤害的安全防护措施

针对电梯检验中存在的电气伤害危险源，要结合电梯

检验的实际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检验，并做好个人安全防

护。

检验电梯电气时，要保证每种绝缘用具都具有良好

的绝缘性能，并穿戴好劳动保护用品。每位电梯检验人员

都要做好技术交底，掌握操作规范，按照具体的检验方案

和规范标准检验。尤其是检验漏电情况时，要先用电笔确

认，安全无误后再操作。

检验电梯门锁时，严禁检验人员徒手接触带电部分，

要用专业的工具检验，避免发生触电事故。

如果在潮湿天气或者阴雨天检验电梯，必须格外小

心，凡是浸水的工具、金属构件都存在绝缘失效和漏电的

可能。必须随时随地检验是否存在漏电问题，保证每个部

件都安全后，才能进入下一道检验工序，最大限度保证电

梯检验的安全性，避免发生触电伤害问题[3]。

3.3　针对机械打击的安全防护措施

机械打击也是电梯检验中比较常见的危险源，对检验

人员造成的伤害比较大，为保证电梯检验工作有序开展，

必须切实做好机械打击的安全防护措施。

检验电梯机房前，要全面观察机房内部情况，掌握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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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件的具体位置、运转情况等。每位检验人员都要充分

认识到存在危险源的区域，以及危险源的种类，不允许徒

手随意触碰正在运行的部件，以免发生机械打击事故。

检验盘车要戴好绝缘手套，并至少有两个人相互协同

操作。特别是在松闸操作时，松闸操作的一方绝不能持续

用力，否则会导致盘车车轮转速加快，引发安全事故。

检验轿厢顶部时，检验人员要和开梯操作人员及时沟

通，确认好对方的指令后，才能正常操作。在没有听清或

者没有听懂对方意思的前提下，不能盲目操作。

检验电梯顶层时，每位检验人员要调整好站姿，保证

电梯不再继续上升，最好选择点动运行方式，避免因电梯

上升速度太快导致保护装置无法响应，引起冲顶事故[4]。

检验轿厢底部时，要选择合适的站位，以免轿厢护脚

板、补偿链对检验人员造成机械打击伤害。

4　提升电梯检验效果的方法

4.1　提高检验人员专业水平

电梯检验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存在很多危险源，

且技术含量较高，对检验人员的专业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因此，要定期开展培训和教育，向电梯检验人员传授

最新的电梯检验知识、检验技术、检验方法、检验设备的

操作技巧等，提高其安全素质和专业水平。同时，要定期

召开安全会议，相互交流在电梯检验危险源控制方面的经

验，相互学习，相互进步，保证电梯检验工作高效完成。

4.2　制定科学作业规程

安全作业规程指在保证电梯检验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上

全面系统地分析和评价电梯检验过程，选择科学合理的检验

方法，保证电梯检验规范化和标准化[5]。制定科学作业规程

还能保证电梯检验更加安全有效，最大限度地避免电梯检验

人员不安全的作业行为，保证检验人员的人身安全。

4.3　严把电梯检验环境关

电梯检验环境和检验安全之间联系紧密，如果电梯检

验环境昏暗、潮湿、恶劣，则增大跌倒、坠落、触电、机

械打击等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明亮、舒适、安全的电梯

检验环境，则可以在保证电梯检验人员人身安全的基础上

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保证检验工作。

5　电梯检验技术的发展趋势

电梯检验技术是否先进、科学，直接关系到电梯运行

的安全性。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许多高新技术和设

备被广泛应用到电梯检验中，使得电梯检验技术越发先进

和完善，正向着安全化、绿色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为更好地解决和处理电梯安全事故，我国非常重视

电梯检验技术研发。尤其是非接触式检验设备的应用，

保证了在发生故障时，电梯检验人员无须接触电梯设

备，就能完成对电梯运行情况的检验，保障了检验人员

的安全[6]。

绿色化是目前全球范围内都比较关注的理念，打造

一个绿色、安全、生态、无污染的生存环境是全人类的共

同愿景。在新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机械设备运行的低碳环

保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电梯检验中也要加大绿色材

料、绿色技术的应用，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

将“互联网＋”技术、虚拟技术、大数据技术应用到

电梯检验中，可大幅提升电梯检验的速度，实现智能化、

数字化、智慧化检验，既能保证电梯检验的质量，还能更

好地保证检验人员的人身安全。

6　结语

综上所述，电梯检验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影响检

验安全的因素较多，检验现场存在很多危险源，会对检验效

率、安全性、电梯检验技术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电梯检验

中要切实结合电梯检验的特点，加强安全防护，采取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推动电梯检验

任务能够高质量、高效率完成，保证电梯始终处于安全可靠

的运行状态，推动我国电梯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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