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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景区的实际情况，优先实现运营商手机用户数据的采

集和统计。

4.2  服务层
面向游客、居民、旅游服务企业、旅游行政主管部

门的4类主体，建设全域目的地旅游综合信息服务系统

（区域线上总入口），包括 PC-Web 门户网站、游客 

APP、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品牌电商旗舰店、

OTA 平台渠道合作等媒介展现，以及支持游客咨询自

助服务终端的展示和服务。实现全域旅游目的地品牌的

塑造和推广，整合和发布全域旅游的公共信息、公共服

务，提供一站式的目的地旅游信息服务系统，提供游客

咨询和投诉服务，以及整合区域内景点、旅游服务企

业、互联网服务相关应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互联

网+业务”的整合和应用发布，达到区域内的统一入口

功能，实现各类线下服务的推广，如图2所示。

4.3  业务层
建设平台的核心业务应用，主要提供游客体验、运

营经营、行业管理、指挥决策的核心业务及服务。

（1）全域智慧导览平台

提供区域内重点景区、核心吸引物、旅游线路、

自驾游服务体系的空间地理导览、远程体验、现场感知

和游玩服务，实现游前中后全程咨询、导航、导览、导

游、导购和分享评价等功能。

（2）运营管理平台

一方面实现系统平台的分级运营；另一方面搭建全

域旅游的电商服务能力。通过本地特色旅游电商和“互

联网+分销”能力，实现旅游产品全面上网，为各类景

区、旅游企业现有直销渠道实现引流合作，实现全域旅

游产品的一站式预订服务。

（3）行业综合管理保障平台

定位在对区全域旅游创建和行业工作实现提质增

效，主要解决行业和市场综合监管、旅游行业统计数据

报送，以及旅游主管部门、重点景区、旅游服务企业之

间涉及文件下发、工作通知、任务管理等相关的工作协

同事务的“互联网+业务”服务。

（4）全域旅游综合指挥调度中心

旨在旅游主管部门实现全域创建的管理中枢，有

效连接景区和旅游局，在应急调度、运行监测、资源管

理、旅游统计、全域评估、决策指挥方面发挥平台化建

设成效。

5  结语
大数据时代对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极大的支持，可为

游客提供更加便捷的信息支持。柳州市应紧跟大数据变

革的步伐，为发展旅游营销提供政策和技术支持，尤其

要加强社会民众对其重视程度和认知程度。本文主要利

用不同阶段内的信息化发展的不同之处对游客的需求进

行分析，发现游客的个性化需求明显，以此为导向建立

的平台，在实际生活中存在部分问题，要加强对游客的

关心和支持，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如电子商务的线上

线下可交易、虚拟体验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等，为游客

提供便利，为景区管理部门提供高效化的平台，为旅

游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柱，形成受游客欢迎的服务智慧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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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目的地综合信息服务系统

浅谈电梯加减速度和振动
□  刘昱军    李怀术

[摘  要] 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国民经济进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进程加快和人口老龄化

加剧，给电梯行业带来了刚性需求，电梯行业也借此机遇蓬勃发展，电梯已经成为日常常用的楼宇运输工具，而电梯的正常使用问

题也逐渐成为用户关注的焦点。电梯使用日常化，使得用户对电梯运行性能要求越来越高，电梯运行系统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关键词] 加速度；减速度；振动 
[文献标识号] A      [中图分类号] TU857       [文章编号] 1672-7045（2020）05-091-03

近十年来，中国电梯行业高速发展，电梯年产量

从2010年的36.5万台增长至2018年的85万台。随着我

国电梯产业的不断增长，电梯市场保有量规模也快速

扩大，从2010年的162.9万台增长至2018年的627.8万

台，成为全球电梯保有量最多的国家。随着电梯在市场

上的需求量增多，在使用过程中问题也随之而来，笔者

对数以万计的各类问题进行归类，分析发现，电梯运行

的加减速度和振动直接影响电梯的稳定性、安全性、准

确性、运行摩擦力和舒适感，从而延伸到终端客户对电

梯品牌的直接评价，因而在电梯设计、生产制造、电梯

安装、调试维保和电梯销售等环节受关注。电梯的加减

速度和振动已然成为电梯整机中重要的两大因素。

1 电梯的曳引系统结构
电梯曳引系统结构由导向轮、曳引机、主机架、承

重梁、钢丝绳组织、对重架组件、轿厢组件等组成。其

中曳引机是电梯曳引系统中的核心部件，又是电梯的动

力设备，简称主机，其作用是输送以及传递动力使电梯

可以运行。曳引机按减速器配置有无分类为有齿轮曳引

机和无齿轮曳引机（见图1）。

有齿轮曳引机指拖动装置的动力，通过中间减速器

传递到曳引轮上的曳引机，其中的减速箱通常采用蜗轮

蜗杆传动（也有用斜齿轮传动），曳引机用的电动机有

交流的，也有直流的，主要用于1.0m/s以下的低速电

梯，如杂物梯、货梯。

无齿轮曳引机指拖动装置的动力，不用中间的减速

器可直接传递到曳引轮上的曳引机。曳引机大多是直流

电动机为动力，国内已经研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交流永

磁同步无齿轮曳引机，主要用于客梯以及1.0m/s以上的

货梯。

2  电梯运行原理
电梯运行原理以曳引机作为动力源，利用钢丝绳

或钢带压在曳引轮上，形成包角，包角（有计算要求范

围）的大小与摩擦力成正比，然后在钢丝绳两边绕着

1-导向轮  2-曳引机  3-主机架  4-钢丝绳组织  5-承重梁  
6-轿厢组件  7-对重架组件

图1  曳引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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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固定着电梯轿厢和电梯对重架。电梯轿厢在主导轨的

导向位置上，对重架在副导轨的导向位置上，电梯轿厢

和对重架的运动方向相反。当曳引机转动时，曳引轮和

钢丝绳或钢带形成的摩擦力，使电梯轿厢和对重架在各

自的导向位置做上下往复运动。正常使用电梯时，可通

过外呼梯发出指令信号，控制系统接收到呼梯指令信号

后，电梯启动做曲线运动，先加速运行，加速到设置的

运行速度时匀速运行；当快运行到呼梯楼层时，电梯会

做减速运行，直到平层位置才会停梯开门。在运行过程

中，电梯控制系统通过脉冲和楼层平层隔磁板的信号计

算电梯的运行位置，电梯按系统已经计算好的运行曲线

来走梯，从而保证了电梯运行的准确性及安全可靠，也

保证了乘客所要求的舒适感。

3  电梯的加减速度、振动对电梯整梯结构

和功能的影响
3.1  振动对电梯曳引结构的影响

在安装电梯机房方面，曳引轮的中心线与钢丝绳的

中心线需安装一致，每根钢丝绳要装到对应的轮槽内。

如有机房电梯中有导向轮，导向轮中心线与曳引轮的中

心线要一致，导向轮的垂直度不能有偏差。同时，曳引

机、导向轮与主机架组件的连接螺栓要固定牢靠。在井

道里，导轨的中心线、轿厢的中心线和轿顶返绳轮的中

心线，三线合一是最理想的，但受现场制造偏差、安装

偏差、井道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三线合一仅仅存在于理

论上。因此，三个中心线是相辅相成的，允许有小偏差

出现。如果三个中心线出现大偏差，那么电梯在运行时

就会出现振动现象，直接影响到电梯运行的稳定性。

3.2  加减速度、振动对电梯井道导向结构的影响
在安装井道的轿厢主导轨时，导轨与导轨的接口

处不能出现错位的现象。如果凸凹不平需重新校正，否

则电梯在运行时，就会因导靴和导轨接头摩擦，而出现

抖动现象。导轨的间距要按设计尺寸安装作业，轿厢主

导轨的间隙余量需满足《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 7588—2003）要求，轿厢主导轨的距离偏差为

0mm~2mm。导轨支架安装距离要达到《电梯监督检

验和定期检验规则——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TSG 

T7001—2009）中规定要求：每一条导轨都必须要有两

个以上的导轨支架进行固定，每个导轨支架之间的距离

必须要小于2.5m（如果超过2.5m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计算校核）。这样，电梯导向运行部件的强度就有所保

障，从而保证电梯的安全性。

3.3  加减速度对电梯井道平层组件的影响
井道的平层隔磁板安装垂直度不能有偏差，隔磁

板用料不能太薄，以保证材料的强度。隔磁板支架安装

在导轨上的螺栓要牢固，避免日后出现松动。每层楼平

层隔磁板的安装距离根据楼层高度来安装，并在安装完

成后经厂家调试。在调试过程中，原则上不能移动平层

隔磁板组件。与平层隔磁板配套使用的平层感应器，按

2016年推行的新国标电梯验收标准，验收电梯一般需要

配套4个（至少2个）。在现场安装平层感应器时，安装

尺寸按厂家图纸要求固定；有的厂家出于系统配置的需

要，平层感应器会有常开和常闭的配套搭配，在安装时

需注意具体位置严格按照厂家的安装工艺文件作业。平

层感应器与平层隔磁板的配套使用，给电梯提供准确的

位置信号指示，确保电梯位置的准确性。

3.4  加减速度对运行摩擦力的影响
某小区有A、B、C区，每个区的部分电梯存在共同

的特点：电梯运行到负2、负1两个楼层，当电梯有载物

时则运行正常；当电梯空载时出现打滑现象，电梯自动

返回到1楼层，导致小区住户出行不方便。为解决该问

题，维保人员在轿厢顶临时搬进对重快，以增加轿厢重

量。笔者对小区部分电梯进行抽查，计算机房曳引轮包

角的大小，经过计算确认包角符合《电梯制造与安装安

全规范》（GB 7588—2003）要求。并对抽查的8台电

梯重新做平衡系数，得出数据40%~50%，符合《电梯

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 7588—2003）要求。最后

在控制系统的参数中，把加速度和减速度相关的参数调

小，以增加运行摩擦力，修改后电梯运行正常。后期对

其进行跟踪，电梯运行情况良好。

3.5  加减速度、振动对电梯舒适感的影响
当轿厢启动加速往上升时，由于惯性的作用，会重

叠到重力上，体内各器官承受的重力加大，使人体产生

超重感；当轿厢减速度下降时，由于惯性的作用，会抵

消部分重力，体内各器官所受的重力变小，使人体产生

往上漂浮感。超重和失重会使电梯乘客的体内器官发生

位移，从而引起头晕、耳鸣、恶心等症状。

经过多次实验，国家对电梯运行的加速度和减速度

制定相关标准，并在《电梯技术条件》（GB 10058—

2009）第3.3.3 条中规定，电梯起、制动加、减速度最

大值不大于1.5m/s2，额定速度1.0m/s＜V≤2.0m/s的

电梯平均加、减速度不小于0.5m/s2 ，额定速度2.0m/s

＜V≤6.0m/s的电梯平均加、减速度不小于0.7m/s2。

具体的参数根据现场情况把加速度和减速度参数适当调

小，让乘客感受柔和的舒适感。

电梯在上行或下行的运行过程中，轿厢出现振动、

晃动、甚至抖动，乘客会惊慌失措，造成对搭乘电梯有

阴影。出现以上现象除了上述的机械原因外，还有电器

系统方面的原因，需把对应的参数做适当调整，从而使

电梯运行正常化，提高电梯运行的舒适感。

4  结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房地产楼盘在不断增

长，旧楼加装电梯的需求量在日益增大，私人房屋安装

电梯的需求在加速增长，人们对电梯运行性能和舒适感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目前，电梯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电

梯在安装环节严格按照工艺要求作业；维保环节按规定

要求排查，把各个细节做好，以保证电梯正常使用，让

乘客放心和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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