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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AB_98_E5_9E_8B_E5_c57_612853.htm 日本日立公司将

于2008年2月在茨城县建设世界上最高的电梯试验塔，总高

达203米。建成后，它将用来进行最高时速达78公里的电梯运

行试验。从电梯公司对电梯试验塔的高度追求可以看出，在

其未来的商业决策中，超高型建筑仍然是他们瞄准的重要市

场。 超高速电梯市场几何？ 近日有消息称，日本日立公司将

于2008年2月在茨城县建设世界上最高的电梯试验塔，总高

达203米，这将刷新三菱电机公司2007年9月建成的电梯试验

塔高度纪录173米。据报道，这项工程预计耗资约60亿日元（

约合5400万美元），建成后，它将可以用来进行最高时速

达78公里的电梯运行试验。以它为代表的超高速电梯目前在

电梯领域发展如何，将对整个行业产生什么影响？《科学时

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电梯学会理事长任天笑及西子奥的斯电

梯有限公司副总裁虞横。 电梯试验塔并非越高越好 日本三菱

电机公司于2007年9月建成的电梯试验塔高173米，曾经是世

界上最高的电梯试验塔，日立公司的203米试验塔将刷新这一

纪录，但这只是地面以上的高塔。任天笑告诉记者,芬兰通力

电梯公司利用废矿井改成的地下电梯试验塔深达300多米，应

该是最高纪录。 任天笑说，电梯试验塔的主要功能在于，模

拟电梯实际运行环境，在新产品推向市场前，对电梯的技术

性能、安全部件性能进行充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测试。 虞横

说，电梯与汽车、飞机不一样，它作为建筑的一部分安装在

建筑物内部运行，因而要适应建筑物本身的变化。 日常看见



的静止于地表的高层建筑，其实时刻在变化，受风力、气流

的影响，大楼会有前后左右几厘米的摆动，越到高处，摆动

越明显；由于采用钢架结构，大楼热胀冷缩，早晚与中午的

高度也有差别。 十几米高的建筑物中，两种变化幅度非常小

，但100多米的高楼变化幅度就会大很多，因此在设计建造时

就需要更精确的计算。理论计算和实验室中的数据都无法解

决电梯运行中规避或适应这种变化造成的问题。 因而，需要

有比较高的试验塔来模拟这种状态，观察电梯在实际运行情

况下会发生什么问题，或是运行的效果能否达到设计构想。 

建筑物越高，要求电梯的额定运行速度越快。超高电梯试验

塔，常用于对超高建筑物的超高速电梯的试验需要。通常，

运行速度在1米/秒以下的电梯被称为低速电梯，1~2米/秒为

中速电梯，2米/秒为高速电梯，4米/秒以上的电梯被称为超高

速电梯。超高速电梯在以额定速度运行之前和之后，都需要

一个较长的加速和减速过程，如果电梯塔过低，需要的速度

就跑不出来。 电梯除了要保证乘客的安全和舒适之外，还要

追求心理的满意。乘坐电梯时如果呆在轿厢里的时间在60~90

秒以下，一般不会使乘客出现焦急的心理。所以电梯从最底

层直接到达最高层的运行时间常常控制在60秒以下，这也是

为高楼选择电梯速度的常用准则。 超高速电梯对安全装置、

受力部件、振动、噪声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气压、加速曲

线等也会纳入试验。因而，需要在与运行环境相近的电梯塔

中进行几百万次的无事故试运行，新产品才能最终走向市场

。试验塔是必需条件。 但是，针对不同的楼房市场，电梯试

验塔的高度会有所差别。 据了解，目前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

的电梯被安装在中国台北101大楼中。其运行速度可达16.7米/



秒，是由日本东芝电梯公司提供的。此前速度最快的电梯

是12.5米/秒，由日本三菱电梯公司制造。但这两家公司的电

梯试验塔在当时都不是世界最高的。 超高速电梯面临几大难

题 任天笑认为，在电梯研究中，有几大难题是必须在电梯试

验塔中解决的。 首先是安全问题。1853年，美国奥的斯公司

首次发明了安全装置，才使得原本用于载物的升降机首次成

为载人工具。在高层建筑中，电梯是垂直方向的运输工具，

是机电一体化的大型综合性设备，包括许多电气安全装置和

机械安全装置，如电源保护装置、紧急停梯开关、超速保护

、超载保护、限位开关、急停开关，以及制动器、限速器、

安全钳、缓冲器等。这些安全装置能够保证电梯的安全运行

。 电梯有轿厢和对重，通过钢丝绳将它们连接起来，钢丝绳

通过驱动装置（曳引机）的曳引传动，使轿厢和对重沿着导

轨作上下运动。钢丝绳的配置不只是为承担电梯轿厢和额定

载重量，还要保证曳引力的大小。电梯轿厢与楼层信号、控

制柜之间随时保持通讯，需要有随行电缆。电梯的提升高度

越大，钢丝绳和电缆也越长，钢丝绳和电缆的振动问题也十

分突出，热胀冷缩带来的长度变化及其自身重量等都带来了

许多新问题。 其次是舒适性研究。超高速电梯常常有较大的

加、减速度，会给乘客造成较大的超重和失重感。电梯运行

速度过快时，会出现较大的振动和噪声，轿箱内的气压会急

剧变化，有些乘客的耳膜会感到不舒服。 电梯既然是一种交

通工具，就有一个运输能力问题。在配置电梯时需要作复杂

的交通分析计算，以保证满足使用要求。许多复杂的运算要

靠计算机来完成，交通分析的输入数据包括大楼交通模式、

电梯运行速度、开关门时间和停梯时间等。停站时间是交通



分析中一项复杂的输入数据，因为它是一个取决于电梯载客

人数与出入电梯轿厢人数的函数，具有很大的离散性。通常

停站时间是电梯使用过程中耗时最多的参数，它因此成为决

定电梯系统运输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之一 

原纽约世贸中心综合大楼建筑面积900万平方英尺，在设计之

初就采用了计算机模拟技术作电梯乘客客流量的交通分析。

每座110层塔楼拥有104部区域电梯和直达高速电梯,为大楼内

的5万名雇员和每天约8万名参观者提供垂直交通服务。 另一

种提高电梯运输能力的方式是双层轿厢电梯。双层轿厢电梯

已经安装在芝加哥人寿大厦、波士顿约翰汉考克大厦，并在

芝加哥西尔斯大厦被用作通往空中中转大厅的直达高速电梯

。顾名思义,双层轿厢分为上下厢体结构，乘客从上下两个层

站厅门分别出入轿厢，下层轿厢停靠单数楼层，上层轿厢停

靠双数楼层。这样布置的优越性在于缓解一层候梯大厅人群

的拥挤程度。这一模式在客流高峰期间具有极高的运行效率

。 任天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建筑师和建筑公司追求高层

建筑，只是对其想象力和技术水平的展示。目前，世界上超

高层建筑最多的城市主要还是集中在亚洲，像中国的香港、

台湾、上海、广州,以及日本、马来西亚、阿联酋的一些发达

城市。 虞横则表示，高速电梯在中国电梯市场的销量大概为

每年15万台左右，而运行速度达5米/秒之上的，大概只有一

两百台，不过占整个电梯市场份额的万分之几。 任天笑说，

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电梯市场，但是起步较晚。在1979年

以前，中国大陆只有1万台左右的电梯。改革开放后，世界一

流的电梯公司，如美国奥的斯，日本三菱、日立、东芝，欧

洲通力、迅达、蒂森等都相继进入中国。与此同时，一批优



秀的本土电梯公司如江南嘉捷、康力、申龙、沈阳三洋、博

林特、河南西继、山东百斯特等也迅速成长起来。但就研发

能力来说，我国的民族品牌赶不上跨国品牌，而这些跨国公

司在中国的研发能力赶不上其本土母公司的研发能力。目前

我国电梯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电梯企业要生存发展，质量

要上去，成本要下来，这都需要技术创新，需要提高研发能

力，否则会被市场淘汰。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