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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5_85_E6_A1_88_E4_c62_95473.htm 1.电梯事故的种类 电梯

事故的种类按发生事故的系统位置，可分为门系统事故、冲

顶或蹲底事故、其他事故。据统计，各类事故发生的起数占

电梯事故总起数的概率分别为：门系统事故占80％左右，冲

顶或蹲底事故占15％左右，其他事故占5％左右。门系统事故

占电梯事故的比重最大，发生也最为频繁。2.电梯事故的原

因及防范措施 使用或维保人员的缺陷和电梯的安全隐患，两

者是电梯发生事故的前提条件。条件具备其一，则电梯事故

也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是两个条件都具备，则电梯

事故一定发生。如果了解或掌握了这一原理，使其中的条件

皆不具备，就能有效地预防电梯事故的发生。（1）维保单位

或维保人员的缺陷 部分维保单位或维修保养人员不是执行“

安全为主，预检预修，计划保养”的原则，而是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不是有计划地进行预防性维修，而是待出现故障

停梯后，才进行抢修，既误时又误事，部分维保单位或维修

保养人员，甚至是敷衍了事，置电梯安全于不顾。 管理者或

维修保养人员，应加强有关法规的学习，做到有法必依。有

关部门应加强执法力度，不断完善法规建设。（2）电梯自身

的安全隐患及预防措施 门系统事故之所以发生率最高，是由

电梯系统的结构特点造成的。因为电梯的每一运行过程都要

经过开门动作过程两次，关门动作过程两次，使门锁工作频

繁，老化速度快，久而久之，造成门锁机械或电气保护装置

动作不可靠。若维修更换不及时，电梯带隐患运行，则很容



易发生事故。 冲顶或蹲底事故一般是由于电梯的制动器发生

故障所致，制动器是电梯十分重要的部件，如果制动器失效

或带有隐患，那么电梯将处于失控状态，无安全保障，后果

将不堪设想。要有效地防范冲顶事故的发生，除加强标准的

完善外，必须加强制动器的检查、保养和维修。 其他事故这

类事故主要是个别装置失效或不可靠所造成的。3.事故案例

（1）门系统事故1 1999年7月14日，北京市朝阳区光熙门北

里14号楼南侧电梯在运行时开门走梯，致使三层楼住户祖孙

二人在上电梯时被剪切，造成一死一伤。1998年9月24日，山

东某银行的电梯，也出现了一起开门走梯的事故。那天，一

位乘客进入轿厢选好层，站在门口等人一同乘梯。就在这时

电梯开着门却以正常速度向下运行，将这位乘客的头与下颌

分别由轿厢上沿和地坎形成挤压，造成重伤。（2）门系统事

故2 1995年9月13日，山东某服装厂，发生了一起恶性电梯死

亡事故。该电梯为客货电梯，6层6站，XPJ型，额定速度0

．5m／s，额定载荷1000kg，门锁为GS7511型。因该电梯制造

较早，各部件的型号已趋于老化，因三角碰块与勾子锁频繁

碰撞，使三角碰块已磨成倒圆弧状，加之弹簧老化，啮合深

度只有3mm，只要在层门外，用手一扒层门则很容易就打开

。针对这一情况，维修人员已向单位领导汇报三次，均答复

为企业效益不好，资金紧张，先用着等以后再说。9月13日下

午5：30车间下班，因高某系车间一班组长，下班后晚走一会

儿，大约在5：40左右，从车间出来(车间在四层)，发现电梯

正要关门，高某离电梯15m左右，便急匆匆地跑过去，此时

电梯已启动，正快速驶向六楼，高某用手扒开层门迈进去，

一步踏空，跌入底坑，当场死亡。这是一起典型的管理者及



使用者不重视安全而引发的事故。（3） 冲顶或蹲底事故 北

京市某房管所一幢24层楼的MBDS电梯，由于维修工在作业时

忘记了拔出开闸扳手，随着电梯运行的震颤，扳手越插越紧

，最终导致了抱闸无法闭合。这时电梯回到一层，维修工正

欲从轿里撤出，却发现电梯自动上行，正犹豫间只见电梯移

动越来越快。他打下轿顶急停开关，但无济于事，维修工无

计可施。电梯失控了，加速直冲24层，呼啸冲顶，维修工立

即将身体收拢、蜷伏在轿顶的最低处。轰隆一声巨响，轿厢

；中项震动了整个大楼。维修工的性命保住了，但轿顶复绕

轮被楼板击碎，机房顶面拱起一个大大的鼓包。（4）其他事

故 1999年8月25日，东北某学院新装了两部电梯，李、高二人

对电梯厅门与轿厢门刀间的距离进行调整。当他们正在调整

螺栓时，有人按动了呼梯按钮，电梯快速上行，李某被挤入

轿厢与6层厅门侧井道内，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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