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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维保方案

（一）、实施方案

我们非常期待就贵单位的电梯工作与您真诚的合作，根据贵单位电梯的实际情况

和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我们公司维护、维修规范的要求，我们谨向您提供下

列维护、维修服务组织方案，供您参考：

一）、规章制度管理程序：

1、将公司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张贴在规定部位，其中主要包括“电梯安全操作

规程；电梯维修工岗位责任制；机房、井道、底坑安全操作规程；消防管理制度；

应急预案；员工住宿管理制度等。

2、按照公司人员档案管理制度、技术培训考核、质量检验验收要求等规定对人

员进行评审考核技能。

二）、维修组织程序：

1、为了保证电梯的安全运行，我公司派维修人员一名 24 小时驻厂维修保养，电

梯出现故障随叫随到，影响运行的一般故障修复不超过 1小时，大故障不超过 48 小

时。维修保养时要在现场设置“检修标牌”，以提示起注意，确保人身的安全。

2、我们在现场长期派驻 1名专业维修技术人员及就近安排辅助维修人员 24 小时

对电梯进行监护和维修保养，电梯出现故障，随时对其故障进行排除，配备的人员

在形象、素质、处理事、技术能力等能够达到物业管理要求。

3、现场维修人员按电梯保养规范及质量标准对电梯进行日常巡视保养。巡视保

养范围主要是对电梯运行中发生的一般故障的检查、修理，通过调整或更换零件使

设备达到正常安全的运行，主要检查以下各部位工作是否正常、清洁、润滑：

电源开关、安全开关；

速机运行时是否平稳，减速箱油面高度应保持在规定的油位线内，油温不高于 85℃。

电动机运转是否正常无异常响声。

制动器是否灵活可靠。

控制柜各电气元件工作是否正常，仪表显示是否准确。

限速系统运转是否正常，张紧装置是否可靠。

厅、轿门系统动作时是否平稳、可靠。

轿内及层楼显示、按钮是否正常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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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道系统是否完好。

4、公司质检部每月派质检员和安全员对贵单位电梯在日常维护、修理的基础上

进行月检，检查保养部位主要是：

1）电梯机房内的控制系统、主机、限速器、制动器、钢丝绳、电源电压、机房

通风照明的检查。

2）电梯井道传感系统、随行电缆、二次保护装置、涨绳轮、极限、限位开关、

导轨润滑及润滑装置、井道及底坑各安全开关、底坑卫生的保养检查。

3）电梯轿厢内的轿门及自动门机构、操纵盘按钮、轿厢安全装置、安全开关、

安全钳间隙、轿厢称重装置、确认平层误差、轿顶卫生的保养检查。

4）电梯厅外的各层厅门安全装置、各层召唤按钮、指示灯、厅外开门机构、门

锁、消防开关的保养检查。

5、公司每季度派质检员对贵单位的电梯进行季度保养检查，主要保养检查部位

是：

1）电梯机房内的电源柜、控制柜、曳引机、抱闸、限速器的保养检查。

2）电梯轿厢内的轿门总程、轿门动作、轿门刀、安全触板、轿门光电、轿顶检

修盒、轿顶安全开关、轿顶卫生的保养检查。

3）电梯井道内的极限/限位开关、强迫换速开关、钢丝绳张力、缓冲器开关、

涨绳轮开关、底坑检修盒、井道串灯、底坑卫生的保养检查。

4）电梯的各层厅门、厅门锁、厅门上坎架、门滑块、厅外开门装置、各层

召唤按钮、各层楼层显示的保养检查。

6、公司质检部每半年派质检员对贵单位的电梯进行半年保养和检查，主要保养

检查的部位是：

1）电梯机房内的电源柜、控制柜、曳引机内的蜗轮咬合状态、电动机绝缘及工

作电流、抱闸、曳引轮、抗绳轮磨损、限速器的检查。

2）电梯轿厢的开门机总成的检查、保养，轿门门扇、门间隙、门滑道、门

导靴、安全钳动作试验，轿顶接线和接线端紧固，轿顶卫生的检查、保养。

3）电梯井道内的钢丝绳、缓冲器越程、垂直度、表面腐蚀、清洗及修理

轨道、底坑卫生的检查、保养。

4）厅门的调整、检查门间隙、门轮、门导靴的磨损，开关门灵活度，对门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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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保养。

7、公司质安部和现场维修人员每年年终对贵单位的电梯进行全面彻底的安全大

检查，并把一年来电梯运行情况和详细记录汇总交贵单位一份备档。

注：我们公司每次对贵单位的电梯进行月检保养、季度检查保养、半年检查

保养、年终检查保养的结果，都要有贵单位电梯负责人的签收，并对我们的工作提

出要求和指出不足，同时监督、帮助我们对工作进一步的提高和改进。

三）、监管组织程序

1、按 ISO9000-2000 质量保证体系和 GB/T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定期我司

质检

部对贵单位的电梯进行检查、不定期抽查服务和维保质量的监督；

2、按照甲方要求，我们无偿向甲方提供国家或地方政府及电梯全球保养规范全

部相关文件；

3、按照电梯维修技术要求和公司及贵单位的管理规范，作好维修人员的三级教

育工作，并持有专业的上岗证件，认真作到电梯维修保养规范中的每项维修工作，

认真听取和遵守甲方有关服务管理制度要求，作到文明施工、文明服务；

4、把贵单位列为我们公司维修百分比工作的重点单位，以便更好的促进电梯的

维保质量，以保证贵单位的电梯安全可靠的运行。

四）、材料组织程序

1、我们承包的电梯，公司材料部对此提供最优质的配件服务。、因我们公司是电

梯整梯生产厂家与多家生产厂家有密切的业务往来，同时自已也设 120 平米的备品

备件库，贵单位的电梯所需的配件经贵单位有关负责人确认后，我们以最快的速度，

最优惠的价格提供零备件的服务，并在现场提供易损配件，以备急用；

2、根据要求，我们提供甲方认可的零配件。

五）、人员组织程序

1、为保证贵单位的电梯维修质量，按照甲方要求和贵单位电梯的实际情况，

我公司对该项目安排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专业维修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按照行

业规定和甲方要求在现场长期派驻专业维修技术人员24小时对电梯进行监护和维修。

维修人员每半月对电梯进行一次常规保养和检修，电梯出现故障时我们维修人员接

到报修通知后将做到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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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遇电梯困人等突发事故时，乙方维保人员须在 20 分钟内到场解决。

（2） 乙方应定期对维保人员，进行预防人身安全及预防设备安全的培训，杜

绝人身及设备安全生产事故，保证电梯以及相关设备正常运行。

（3）日常电梯运行服务实行 24 小时制，在约定时间内连续运行不间断。

（4）自动运行的电梯，在电梯运行期间，服务人员应对运行电梯进行巡视，做

到出现问题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5）有备用电梯组，电梯运行率达 100％，无备用电梯组，每月故障停梯不超

过 4小时，运行率达到 98％及以上。

2、为加大贵单位的电梯维修保养力量，提高我们对贵单位电梯的服务质量，在

不影响电梯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我们公司不定期的对维修人员进行安全技术的培训

和考核。并把考核结果汇报给贵单位，以便贵单位对我们维修人员工作和技术上的

监督。

3、维修人员要严格遵守贵单位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条例，并按照贵单位的要求统

一着装，佩带明显的服务标志上岗，使用文明用语，同时保证电梯安全的运行，使

贵单位的电梯保持一流的服务水准。

根据贵单位电梯的实际情况和要求，我们向贵单位敬致此维修保养服务方案。

我们真诚的希望您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我们会以加倍的努力工作来回报您对我们

的信任，同时，我们也期待着您对我们工作中不足的发现和批评，并愿意随时为您

协调解决电梯服务方面的问题及提供进一步的服务。

六）、维保电梯故障应急处理程序流程图

接到故障报修电话

及时赶到现场

是否

是否有伤亡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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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维保施工准备

1、维保施工准备工作流程

见下图

↓

↓

维保计划

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

分析故障现象查找故障原因

因

手动盘车放人程序

领取并更换配件
排除故障恢复电梯运行

认真填写电梯维修记录

资料存档

完成维修

是

是否

否

是否需要更换

配件

是否困人

根据合同

维保工艺文件

维保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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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维保安全交底 需求甲方安全员同意

维保机具准备 维保机具的准备 公司仓库领取

2、电梯应急预案

1）、困人救援应急预案

电梯运行中因供电中断、电梯故障等原因而突然停驶，将乘客困在轿厢内时，

维修管理人员应安慰乘客，使他们安静等待，不要擅自行动，以免发生“剪切、坠

井”事故，在操作前，维修管理人员应做好下列工作：

①若有司机操作，司机应使乘客镇静等待，劝阻乘客不要强行手扒轿门或企图出入

轿厢，并与维修人员取得联系。

②维修人员应了解轿厢内被困人数及健康状况、轿厢内应急灯是否点亮、轿厢所停

层位置以便于解困工作

③告知乘客尽量离轿门或已开启的轿厢门口，更不要倚靠厅、轿门，不要在轿厢内

吸烟，打闹，必须听从操作人员指挥。

2）、发生火灾应急预案

发生火灾时应立即中止电梯运行，并采取如下措施：

及时与消防部门取得联系并报告公司管理部.发生火灾时，对于有消防运行功能

的电梯，应立即按动“消防按钮”，使电梯进入消防运行状态，供消防人员使用，对

于无此功能的电梯，应立即将电梯直驶至首层并切断电源或将电梯停于火灾尚未蔓

延的楼层。使乘客保持镇静，组织疏导乘客开轿厢，从楼梯撤走。将电梯置于“停

查看维保安全交底 需要甲方安全员同意 统计需要的配件及工具

维保机具的准备 放置检修护栏 公司仓库领取

按方案进行保养

如实填写记录

客户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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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运行”状态，用手关闭厅门并切断总电源。井道内或轿厢发生火灾时，应即可疏

导乘客撤离，切断电源，用二氮化碳、干粉和 1211灭火器灭火。共用井道中有电梯

发生火灾时其余电梯应立即停于远离火灾蔓延处。

相邻建筑物发生火灾时也应停梯，以免因火灾而停电造成困人事故

3）、发生停电应急预案

当电气系统出现故障，造成大厦照明系统及动力系统停电时，电梯被迫停梯，

这时，电梯维修人员应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采取措施，并与中控室联系，查清所有电

梯位置及有无被困人员情况。

①当出现停电事故后，电梯维修人员应手持应急照明设备第一时间到达中控室查看

电梯位置

②电梯维修人员到达电梯所在楼层时首先确定电梯的准确位置，判断是否可以放人

③当电梯离地面 80公分以上时不可以放人，需要盘车到平层位置后才可放人（盘车

放人操作方法见电梯困人救援应急预案）。

④当判断电梯位置无法放人时，应安慰乘客：“请您耐心等待，您在轿厢内最安全”

⑤当放出被困人员后，应引导客人走消防通道离开现场。

⑥电梯维修人员应到机房断掉所有电梯的总电源，防止电梯恢复后大电流冲击电子

板

4）、发生地震应急预案

接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布临震预报，由工程部通知顾客参照国务

院发布的《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于 1995年 4 月 1日起实施）执行 。 当地震已

发生，震级为四级以下，烈度为 6度以下时，应对电梯进行如下检查：

①检查供电系统有无异常

②电梯井道、导轨、轿厢有无异常。

③以检修速度做上下全程运行，发现异常即刻停梯，并使电梯反向运行至最远层站

停梯，通知专业维修人员检查修理。如上下全程运行无异常现象时，在多次往返试

运行后，方可投入运行。

④当地震震级为四级（含四级）以上，烈度为 6度以上时，应由专业人员对电梯进

行安全检验，无异常现象或对设备进行检修后方可试运行，经多次试运行一切正常

后方可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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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梯湿水应急预案

电梯机房处于建筑物最高层，底坑处于建筑的最底层，井道通过层站与楼道相连。

机房会因屋顶或门窗漏雨而进水；底坑除因建筑防水层处理不好而渗水外，还会因

暖气及上下水管道，消防栓，家庭用水等的泄露，使水从楼层经井道流入底坑，发

生洪水时，井道、轿厢也会遭水淹。当发生湿水事故时，除从建筑设施上采用堵漏

措施外，还应采取应急措施。当地坑内出现少量进水或渗水时，应将电梯停在二层

上，中止运行，断开总电源。当楼层发生水淹而使井道或底坑进水时，应将轿厢停

于进水层站的上二层，停梯断电，以防止轿厢进水。当底坑井道或机房进水很多，

应立即停梯，断开总电源开关，防止发生短路，触电等事故。发生湿水时，应迅速

切断漏水源，设法使电气设备不进水或少进水。对湿水电梯应进行除湿处理，如采

取擦拭、热吹干、自然通风、更换管线等方法。确认湿水消除。绝缘电阻符合要求

并经试梯无异常后，方可投入运行。对微机控制电梯，更需仔细检查以免烧毁线路

板。电梯恢复运行后，详细填写湿水检查报告，对湿水原因、处理方法、防范措施

记录清楚并存档。

（二）、维修保养计划书

1、电梯日常巡检内容

项目 巡检内容 备注

机

房

1、检查曳引机各传动部位有无过热和漏油，减速箱油温不应高于 85℃

2、检查减速箱油位应保持在规定的油位线：

3、检查制动器的闸瓦间隙应均匀，动作灵活可靠：

4、检查限速器运转状态及各安全开关是否良好有效：

5、检查主电源开关应无过热现象，接线应牢固：

井

道

1、检查补偿链的转动情况：

2、检查光电开关与遮磁铁板的间隙：

3、检查各层按钮及层楼显示应清晰准确：

4、检查限位、极限开关及各安全开关的状态：

5、检查各层厅门的开关情况：

6、检查导轨加油盒油位、毛毡：

轿 1、检查安全触板、光电、光幕的动作应灵活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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厢 2、检查轿内按钮和层楼显示应清晰准确：

3、检查轿内照明，风扇及整个轿厢的清洁状况：

4、检查开关门限位开关是否准确有效：

5、检查各安全开关的工作情况：

6、电梯在运行中有无异常声响及刮、蹭现象：

2、半月保养项目内容及要求

序号 内容及要求 是/否

1 机房、滑轮间、轿顶、底坑应清洁

2 警铃、通讯系统、应可靠有效

3 轿厢照明应齐全，风扇工作应正常

4 轿厢内应急照明应能正常工作

5 轿厢内按钮应齐全有效

6 轿厢内显示应正确

7 候梯厅按钮应齐全有效

8 候梯厅显示应齐全正确

9 制动器动作应可靠，应保持有足够的制动力

10 制动器各销轴部位应润滑，动作灵活

11 制动衬磨损不应大于原厚度 1/3

12 制动器线圈维持电压的检查

13 抱闸弹簧刻度的检查

14 门锁回路的检查

15 安全回路的检查

16 制动器铁芯的检查

17 制动器打开时，闸瓦与制动轮不应发生摩擦

18 控制柜内各元器件应整洁，各仪表指示（显示）正确，各接线应坚固

19 电机在运行时应平稳，无振动

20 曳引机运行时不得有杂音、冲击和振动

21 直流电机换向器工作正常

22 测速发电机皮带工作正常，无裂纹

23 选层器动静触点应清洁，无烧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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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限速器各销轴部位转动灵活

25 平层精度应达到标准要求

26 自动门在开启和关闭时应平稳无振动，换速准确

27 自动门防夹保护装置功能正常

28 厅门自闭功能正常，用厅门钥匙开锁释放后能自动复位

29 门锁触点应清洁，接触良好

30 厅门锁紧元件啮合长度不小于 7㎜

31 导靴油杯吸油毛毡齐全，油量适宜，保证油质

维护保养人员（签字） 保养日期

使用单位电梯安全管理人员

确认（签字）
日期

注：经清洁、检查、润滑、调整、更换零部件等保养工作后功能正常的项目，在是/

否一栏内划“√”；有不正常项目但不影响正常安全使用而要求另外安排处理的划

“×”；无此项划“/”，有数据要求的填写实测数据。

3、月保养项目内容及要求

序

号
内容及要求 是/否

1 机房、滑轮间、轿顶、底坑应清洁

2 电机在运行时应平稳，无振动

3 直流电机换向器工作正常

4 测速发电机皮带工作正常，无裂纹

5 电动机与曳引机连轴器螺栓无松动

6 曳引机运行时不得有杂音、冲击和振动

7 减速箱内油量适宜，除蜗杆伸出端外均无渗漏，箱体内油温不应高于 85℃

8 制动器动作应可靠，保持有足够的制动力

9 制动器各销轴部位应润滑灵活

10 制动衬磨损不应大于原厚度 1/3

11 制动器打开时，闸瓦与制动轮不应发生摩擦

12 制动器线圈维持电压的检查

13 抱闸弹簧刻度的检查

14 门锁回路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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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安全回路的检查

16 制动器铁芯的检查

17 限速器销轴部位润滑转动灵活

18 限速器轮槽清洁无油腻

19 限速绳清洁无油腻

20 限速器夹绳钳口无磨损，应有足够夹持力

21 控制柜内各元器件应整洁，各仪表指示（显示）正确，各接线应坚固

22 选层器动静触点应清洁，无烧蚀

23 警铃、通讯系统，应可靠有效

24 轿厢照明应齐全，风扇工作应正常

25 轿厢内应急照明应能正常工作

26 轿厢内按钮应齐全有效

27 轿厢内显示应正确

28 候梯厅按钮应齐全有效

29 候梯厅显示应齐全正确

30 平层精度应达到标准要求

31 厅轿门润滑

32 厅轿门各固定部位无松动，间隙尺寸无变化

33 轿门开关门终端位置开关工作正常

34 自动门在开启和关闭时应平稳无振动，换速准确

35 自动门防夹保护装置功能正常

36 厅门自闭功能正常，用厅门钥匙开锁释放后能自动复位

37 门锁触点应清洁，接触良好

38 厅门锁紧元件啮合长度不小于 7㎜

39 轿顶应清洁，检修功能正常

40 导靴油杯吸油毛毡齐全，油量适宜，保证油质

41 安全钳传动机构应灵活

42 安全钳座固定无松动

43 安全钳楔块与导轨间隙均匀，动作一致

44 缓冲器固定无松动

45 耗能缓冲器内油量适宜，柱塞无锈蚀

46 轿厢称量装置有效、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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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保养人员（签字） 保养日期

注：经清洁、检查、润滑、调整、更换零部件等保养工作后功能正常的项目，在是/

否一栏内划“√”；有不正常项目但不影响正常安全使用而要求另外安排处理的划

“×”；无此项划“/”，有数据要求的填写实测数据。

4、季度保养项目内容及要求

序

号
内容及要求 是/否

1 机房、滑轮间、轿顶、底坑应清洁

2 机房照明设备齐全，有足够照度

3 电机在运行时应平衡，无振动

4 直流电机换向器工作正常

5 测速发电机皮带工作正常，无裂纹

6 电动机与曳引机连轴器螺栓无松动

7 曳引机运行时不得有杂音、冲击和振动

8 减速箱内油量适宜，除蜗杆伸出端外均无渗漏，箱体内油温不宜高于 85℃

9 制动器动作应可靠，保持有足够的制动力

10 制动器各销轴部位应润滑灵活

11 制动衬磨损不应大于原厚度 1/3

12 制动器打开时，闸瓦与制动轮不应发生摩擦

13 制动器线圈维持电压的检查

14 抱闸弹簧刻度的检查

15 门锁回路的检查

16 安全回路的检查

17 制动器铁芯的检查

18 限速器各销轴部位润滑转动灵活

19 限速器轮槽清洁无油腻

20 限速绳清洁无油腻

21 限速器夹绳钳口无磨损，应有足够夹持力

22 控制柜内各元器件应整洁，各仪表指示（显示）正确，各接线应紧固

23 控制柜接线整齐，线号齐全清晰

24 位置脉冲发生器工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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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选层器动静触点应清洁，无烧蚀

26 警铃、通讯系统应可靠有效

27 轿厢照明应齐全，风扇工作应正常

28 轿厢内应急照明应能正常工作

29 轿厢内按钮应齐全有效

30 轿厢内显示应正确

31 候梯厅按钮应齐全有效

32 候梯厅显示应齐全正确

33 厅外消防开关正常、有效

34 平层精度应达到标准要求

35 厅轿门门头、地坎无松动、变形

36 厅轿门系统润滑

37 厅轿门各固定部位无松动，间隙尺寸无变化

38 轿门开关门终端位置开关工作正常

39 自动门在开启和关闭时应平稳无振动，换速准确

40 自动门防夹保护装置功能能正常

41 厅门自闭功能正常，用厅门钥匙开锁释放后能自动复位

42 门锁触点应清洁，接触良好

43 厅门锁紧元件啮合长度不小于 7㎜

44 轿顶应清洁，检修功能正常

45 导靴油杯吸油毛毡齐全，油量适宜，保证油质

46 靴衬，滚轮无变形，脱落

47 曳引绳张力均匀

48 曳引绳绳头组合螺母无松动

49 补偿链（绳）与轿厢，对重连接处固定无松动

50 安全钳传动机构应灵活

51 安全钳钳座固定无松动

52 安全钳楔块与导轨间隙均匀，动作一致

53 缓冲器固定无松动

54 耗能缓冲器内油量适宜，柱塞无锈蚀

55 轿厢称量装置有效，准确

56 上下极限开关，限位开关，强迫换速开关应工作正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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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井道、底坑照明齐全

维护保养人员（签字） 保养日期

使用单位电梯安全管理人

员确认（签字）
日期

5、半年保养项目内容及要求

序

号
内容及要求 是/否

1 机房、滑轮间、轿顶、底坑应清洁

2 机房照明设备齐全，有足够照度

3 电机在运行时应平稳，无振动

4 直流电机换向器工作正常

5 直流电机碳刷及刷架工作正常

6 测速发电机皮带工作正常，无裂纹

7 电动机与曳引机连轴器螺栓无松动

8 曳引机运行时不得有杂音、冲击和振动

9 曳引轮轮槽无变形，磨损不超标，轮槽无油腻

10 导向轮轴承无异常

11 上行超速保护装置的接触器触点应清洁，无烧蚀

12 上行超速保护装置的机械装置应动作灵活，可靠

13 减速箱内油量适宜，除蜗轩伸出端外均无渗漏，箱体内油温不宜高于 85℃

14 制动器动作应可靠，保持有足够的制动力

15 制动器各销轴部位应润滑灵活

16 制动衬磨损不应大于原厚度的 1/3

17 制动器打开时，闸瓦与制动轮不应发生摩擦

18 制动器线圈维持电压的检查

19 抱闸弹簧刻度的检查

20 门锁回路的检查

21 安全回路的检查

22 制动器铁芯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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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限速器各销轴部位润滑转动灵活

24 限速器轮槽清洁无油腻

25 限速绳清洁无油腻

26 限速器夹绳钳口无磨损，应有足够夹持力

27 控制柜内各元器件应整洁

28 控制柜内各无器件应整洁，各仪表指示正确，各接线应紧固

29 控制柜接线整齐，线号齐全清晰

30 位置脉冲发生器工作正常

31 选层器动静触点应清洁，无烧蚀

32 警铃、通讯系统应可靠有效

33 轿厢照明应齐全、风扇工作应正常

34 轿厢内应急照明应能正常工作

35 轿厢内按钮应齐全有效

36 轿厢内显示应正确

37 候梯厅按钮应齐全有效

38 候梯厅显示应齐全正确

39 厅外消防开关正常、有效

40 平层精度应达到标准要求

41 厅轿门润滑良好

42 厅轿门门头、地坎及各固定部位无松动，间隙尺寸无变化

43 轿门开关门终端位置开关工作正常

44 开门机械清洁、润滑

45 直流门机碳刷及换向器工作正常

46 自动门在开启和关闭时应平稳无振动，换速准确

47 自动门防夹保护装置功能正常

48 厅门自闭功能正常，用厅门钥匙开锁释放后能自动复位

49 门锁触点应清洁，接触良好

50 厅门锁紧元件啮合长度不小于 7毫米

51 轿顶应清洁，检修功能正常

52 导靴油杯吸油毛毡齐全，油量适宜，保证油质

53 靴衬、滚轮无变形、脱落

54 曳引绳磨损、断丝未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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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限速绳磨损未超标，无断丝

56 衬偿绳磨损，断丝未超标

57 限速绳磨损、断丝未超标，无油腻

59 曳引绳绳头组合螺母无松动

60 衬偿链（绳）与轿厢、对重连接处固定无松动

61 导轨支架固定无松动

62 安全钳传动机械应灵活

63 安全钳钳座固定无松动

64 安全钳楔块与导轨间隙均匀，动作一致

65 以检修速度下行，安全钳功能试验

66 缓冲器固定无松动

67 耗能缓冲器内油量适宜，柱塞无锈蚀

68 对重距缓冲器距离

69 轿厢称量装置有效，准确

70 上下极限开关、限位开关，强迫缓速开关应工作正常有效

71 井道、底坑照明齐全

维护保养人员（签字） 保养日期

使用单位电梯安全管理人员

确认（签字）
日期

注：经清洁、检查、润滑、调整、更换零部件等保养工作后功能正常的项目，在是/

否一栏内划“√”；有不正常项目但不影响正常安全使用而要求另外安排处理的划

“×”；无此项划“/”，有数据要求的填写实测数据。

6、年度保养项目内容及要求

序号 内容及要求 是/否

1 电梯全面清洁

2 机房照明设备齐全，有足够亮度

3 电机在运行时应平稳，无振动

4 直流电机换向器工作正常

5 直流电机碳刷及刷架工作正常

6 测速发电机皮带工作正常，无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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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动机与曳引机连轴器螺栓无松动

8 曳引机运行不得有杂音，冲击和振动

9 曳引轮轮槽无变形，磨损不超标，轮槽无油腻

10 导向轮轴承无异常

11 上行超速保护装置的接触器触点应清洁，无烧蚀

12 上行超速保护装置的机械装置应动作灵活，可靠

13 更换减速箱内齿轮油（按使用维护说明书）

14 减速箱内油量适宜，除蜗轩伸出端外均无渗漏，箱体内油温不宜高于

85℃

15 制动器铁芯清理

16 制动器动作应可靠，保持有足够的制动力

17 制动器各销轴部位应润滑灵活

18 制动衬磨损不应大于原厚度 1/3

19 制动器打开时，闸瓦与制动轮不应发生摩擦

20 制动器线圈维持电压的检查

21 抱闸弹簧刻度的检查

22 门锁回路的检查

23 安全回路的检查

24 制动器铁芯的检查

25 限速器销轴部位润滑转动灵活

26 限速器轮槽清洁无油腻

27 限速绳清洁无油腻

28 限速器夹绳钳口无磨损，应有足够夹持力

29 控制柜内各元器件应整洁

30 控制柜内各无器件应整洁，各仪表指示（显示）正确，各接线应紧固

31 控制柜接线整齐，线号齐全清晰

32 动力电路绝缘性能测试

33 其他电路绝缘性能测度

34 接地电阻性能测试

35 位置脉冲发生器工作正常

36 选层器动静触点应清洁，无烧蚀

37 警铃、通讯系统应可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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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轿厢照明应齐全、风扇工作应正常

39 轿相内应急照明应能正常工作

40 轿相内按钮应齐全有效

41 轿厢内显示应正确

42 候梯厅按钮应齐全有效

43 候梯厅显示应齐全正确

44 厅外消防开关正常、有效

45 平层精度应达到标准要求

46 厅轿门润滑良好

47 厅轿门门头、地坎及各固定部位无松动，间隙尺寸无变化

48 轿门开关门终端位置开关工作正常

49 开门机构清洁、润滑

50 直流门机碳刷及换向器工作正常

51 自动门在开启和关闭时应平稳无振动，换速准确

52 自动门防夹保护装置功能正常

53 厅门自闭功能正常，用厅门钥匙开锁释放后能自动复位

54 门锁触点应清洁，接触良好

55 厅门锁紧元件啮合长度不小于 7㎜

56 轿顶应清洁，检修功能正常

57 导靴油杯吸油毛毡齐全，油量适宜，保证油质

58 靴衬，滚轮无变形，脱落

59 曳引绳磨损、断丝未超标，无油腻

60 限速绳磨损，断丝未超标，无油腻

61 补偿绳磨损，断丝未超标，无油腻

62 曳引绳张力均匀

63 曳引绳绳头组合螺母无松动

64 补偿链（绳）与轿厢，对重连接处固定无松动

65 随行电缆检查，应无损伤

66 上下限位，极限检查

67 导轨支架固定无松动

68 安全钳传动机构应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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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安全钳钳座固定无松动

70 安全钳楔块与导轨间隙均匀，动作一致

71 检修速度下行安全钳功能试验

72 缓冲器固定无松动

73 耗能缓冲器内油量适宜，柱塞无锈蚀

74 缓冲器复位性能试验

75 对重距缓冲器距离

76 轿厢称量装置有效，准确

77 上下极限开关，限位开关，强迫换速开关应工作正常有效

78 井道、底坑照明齐全

79 消防联动功能试验

维护保养人员 保养日期

使用单位电梯安全

管理人员确认
日期

注：经清洁、检查、润滑、调整、更换零部件等保养工作后功能正常的项目，在是/

否一栏内划“√”；有不正常项目但不影响正常安全使用而要求另外安排处理的划

“×”；无此项划“/”，有数据要求的填写实测数据。

（三）、电梯维修保养规范

由于电梯的种类、用途、驱动、曳引方式、控制方式差别很大，各种电梯产生的

故障往往不完全相同，在接到不同厂家生产的电梯维修保养工作时，必须按照厂家

所提供《电梯维护说明书》中的要求对各个部件来调整与维护。对电梯作定期仔细

的检查和维修保养，把隐患排除在故障出现前，本着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的原则，

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去排除，调整电梯的各种故障，为了更好地满足电梯能正常运行，

特制定原则电梯维修保养工艺，使用时，需结合电梯的具体措施情况，采取正确的，

切合实际的安全步骤，才能迅速有效地排除各种电梯故障，使电梯安全运行。

1、电梯维修保养人员到达电梯现场后，应询问电梯管理人员或电梯司机有关电梯运

行及故障情况，并做好记录。

2、维修保养人员在对电梯进行维修、保养、检修时，应先在厅门外挂上“电梯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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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牌。

3、维修保养人员在电梯进行维修、保养、检修时，应先切断电梯的进线主电源，并

测电器验电，确认无电时，方可进行检查和加油。

3.1 控制柜检修、保养。

3.1.1 检查控制柜主回路上各接触点及接线，并紧固各主回路各接线柱。

3.1.2 检查控制柜各继电器，修复烧蚀触点或更换继电器。

3.1.3 检查控制柜所有的电阻、电容，是否有虚焊、脱焊，电阻环断裂，电阻丝断等，

及时更换电阻，电阻环及电容，并重新焊接。

3.1.4 检查控制柜上熔断器座及熔断丝，旋转并更换熔断丝使其符合规范化。

3.1.5 检查、调整控制柜上接触器、继电器的机械连锁。

3.1.6 检查、紧固控制柜上各接线柱，并作好清洁工作。

3.1.7 检查硒整流器、硅整流器，并作好清洁工作。

3.2 曳引机检修、保养

3.2.1 检查曳引机蜗轮、蜗杆的情况，蜗轮箱换油每年一次。（油标：根据产品技术

要求）。

3.2.2 检查曳引电动机前后端滑动轴承（铜衬套）的油质和油位，前后端滑动轴承每

年清洗换油一次。

3.2.3 对曳引机蜗轮轴上注的“锂基润滑脂“（每年至少一次）。

3.2.4 对曳引机复绕轮，过桥轮注锂基润滑脂（每月一次）。

3.2.5 对曳引机制动器手动松闸凸轮，在退出 3～5m/m 处用螺钉紧固。

3.2.6 检查测速电机输出皮带磨损和调整皮带松紧。

3.2.7 检查紧固曳引机座，曳引机箱体螺栓。

3.2.8 对曳引机整体做清洁工作。

3.3 限速器检修、保养

3.3.1 检查限速器开关是否良好可靠。

3.3.2 对限速器传动轴加油或注黄油。

3.3.3 对限速器做清洁工作。

3.3.4 检查、效验限速器（每年一次）

3.4 机房总开关、极限开关检修、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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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检查、调整总开关极限开关接触情况，修正烧蚀刀片检查熔丝，使其符合使用

要求。

3.4.2 对极限开关机械部分作清洁、加油，并用手动作极限试验。

4、送上电源在机房操作电梯运行检查

4.1 在检修位置时关上厅、轿门，使门锁继电器吸合，断开开门继电器线圈线，防止

电梯中途进入，产生误伤。

4.2 检修状态慢车运行检查。

4.2.1 检查、调整制动器间隙不大于 0.7mm 并调整制动器弹簧压力。

4.2.2 检查控制柜检修运行时，继电器、接触器动作是否正常。

4.2.3 检查曳引机在检修状态下，运行有无异常声音。

4.2.4 制动器维持电压是否在 70V 左右。

4.3 机房内对电梯作快车运行检查。

4.3.1 快车运行时，检查主回路动作是否正常。

4.3.2 快车运行时检查登记，停站、消号各继电器动作是否正常。

4.3.3 检查曳引电动机前后端滑动轴承处有无发热情况。

4.3.4 检查曳引机前后端盖处有无发热情况及有无异常声音。

4.3.5 检查完毕后将电梯停在最高层站，将开门继电器接上。

5、由电梯司机或维修保养人员将电梯用检修慢车将电梯向下运行到轿顶面与层楼面

基本齐平停梯，然后检修保养人员进入轿顶面，打开轿顶照明，关闭厅门，用轿顶

检修开关箱自行操纵检查精到。

5.1 用检修慢车上行检查，快转慢限位及上极限限位是否可靠及相关尺寸，并清洁。

5.2 检查上极限开关装置是否可靠，并清洁。

5.3 用检修慢车向下运行检修。

5.3.1 检查、紧固各导轨连接板、导轨支座，并清洁。

5.3.2 检查各层感应器，调整相关尺寸，并清洁。

5.3.3 对主、付导轨油杯加油，并检查、调整或更换导轨油杯上的油毡。

5.3.4 检查、清洗各层厅门的机械门锁，电气门锁的性能调整其相对的配合尺寸。

5.3.5 检查、调整（更换）各层厅门滑块。

5.3.6 检查、自动关门重锤及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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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检查、清洗井道电缆挂线架，中间接线盒线槽，线管等。

5.3.8 检查轿顶安全钳开关，安全窗开关。

5.3.9 检查并紧固安全钳钢丝绳夹。

5.3.10 检查、清洁轿顶。

5.3.11 离开轿顶时，将轿顶检修箱开关位置放正。

5.4 在二层厅外作轿门检查，《切务在厅外，轿内作骑套式操作》

5.4.1 检查开门电机，调整门机皮带松紧。

5.4.2 检查调整轿门开关门速度，作好清洁工作。

5.4.3 检查调整清洁轿门传动部位及加油。

5.4.4 关闭轿顶照明，关上厅门，让电梯开到二层平层。

6、电梯井道底坑检查

6.1 用检修慢车将电梯向上开后，检修人员进入底坑。

6.2 打开底坑照明开关。

6.3 切断底坑检修开关。

6.3.1 检查、调整清洁限速器涨紧轮及断绳开关。

6.3.2 检查、调整清洁井道下部限位及感应器。

6.3.3 检查底坑清洁缓冲弹簧或液压缓冲器。

6.3.4 检查、调整清洁底坑选曾器钢带涨紧轮及断带开关。

6.4 合上底坑检修开关

6.4.1 电梯检修慢车运行检查下限位是否可靠及相关尺寸。

6.4.2 检查和调整活络轿底限位开关及清洁工作。

6.4.3 检查调整层外基站开关门限位。

6.4.4 电梯检修慢车上行，作好底坑清洁工作。检修人员离开底坑时不得攀拉轿底电

缆。

7、对轿厢内操纵及各层厅外检查

7.1 检查轿厢操纵箱上各指令按钮、指令灯、蜂鸣器，有问题进行调整及更换。

7.2 检查、调整，修复各层召唤按钮指层灯。

7.3 检查基站层外开门电钥匙。

7.4 检查基站层外机械开门三角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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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检查基站消防专用按钮动作可靠。

8、检修保养工作完毕：对电梯进行数次快慢车运行，在确实安全无误时，再将“电

梯检修”牌收回，然后让其投入正常运行。

9、作好维修保养的工作记录，每半个月争得一次甲方的意见，由甲方签字认可后交

回维保部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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