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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本作业指导书依据 TSG T5002-2017《电梯维护保养规则》表-A4 年度维护保

养项目（内容）和要求，序号 3，制动器铁芯（柱塞）需进行清洁、润滑、检查，

磨损量不超过制造单位要求。

本作业指导书也是响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市监特函[2021]564 号，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电梯鼓式制动器安隐患专项排查治理的

通知的精神，贯彻落实已经经过了排查之后的，符合安全要求的鼓式制动器的年

度维护保养需要的拆解清洁。

2，本作业指导书不适用于非鼓式制动器，永磁同步曳引机的几款常用的块式、

碟式、轴式制动器为非鼓式制动器，不需要拆解维护。

3，本作业指导书所有资料均由曳引机生产厂家提供，要严格按照曳引机生产厂

家的资料说明进行拆装维护，如因拆装不当引起的安全事故由维保单位承担。

4，按照曳引机的生产厂家不同，分类说明。厂家依次为：(l)，宁波申菱机电股

份有限公司（后面简称申菱）；(2)，沈阳蓝光驱动技术有限公司（后面简称蓝

光）；(3)，宁波欣达电梯配件厂（后面简称欣达）；(4)，佛山市南洋电梯机械

有限公司（后面简称南洋）；(5)，东莞市三洋电梯有限公司（后面简称三洋）；

(6)，苏州通润驱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后面简称通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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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菱鼓式制动器拆解作业指导

目录

1，曳引机三维图

2，曳引机各主要部件图

3，制动器拆解步骤

4，制动器拆解工具清单

1，曳引机三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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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曳引机各主要部件图

3，制动器拆解步骤

1 先拧下曳引机两侧的螺母,取掉压缩弹簧(取下压缩弹簧前记录

下每个弹簧对应的压缩量),再拧下弹簧导向杆，向两侧放下制动臂。

假如放下制动臂时很紧，就需要用榔头对制动臂敲打下，再在制动

臂与机座连接部位上注点润滑油；

2 接着就是拆制动器。先取下制动器两侧的微动开关与防护罩。取

的时候只需拧下微动开关安装板和制动器连接的几个螺钉，取微动

开关的时候注意保护好微动开关的引出线（拉线之前要把接线端这

头松掉）。再松掉制动器端盖上的 14 个 M5 内六角螺钉，整体拉出

定子与动子，线圈可以不用取出；

电 动

机

制动器

曳 引

轮

大齿轮(盘车

防 护

罩

制动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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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都取出后，察看下制动器内表面和动子外表面是否光滑、有无锈

迹、磨损，有的话用沙纸打磨干净；转动下松闸杆是否灵活；用万

用表检测下线圈是否正常(198/99VDC 电阻 80Ω;110/55VDC 电阻

24Ω)。待动子和定子清理干净、线圈检测完毕后，按原来拆装步骤

装回制动器。（新梯子安装好后运行 4～6 个月检测下）。

制动器拆装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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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制动器拆解工具清单

工具 数量

30mm 扳手 2
十字槽螺丝刀 1
4mm 内六角扳手 1
砂纸 1
干净抹布 1
黄油 1
塞尺 1
万用表 1

(三)、蓝光鼓式制动器拆解作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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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欣达异步曳引机鼓式制动器拆解作业指导

1，拆解工具

2，作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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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欣达同步曳引机鼓式制动器间隙调节

由于欣达同步曳引机与异步曳引机的鼓式制动器拆解是一样的（参见前节），所以本节叙述欣

达同步曳引机的制动间隙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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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南洋鼓式制动器使用维护说明

1、制动器在制动及释放应灵活可靠，销轴转动灵活。经常加机油润滑，

制动闸瓦工作表面应保持清洁、无油污油漆， 如沾有油污油漆时，应

擦干净。

2、固定闸瓦刹车皮的铆钉头须沉入刹车皮厚度 1/2 以上，铆钉头不允

许与制动轮接触，当刹车皮磨损使铆钉头快要露出时，应及时更换刹

车皮，更换后的闸瓦和制动轮的轴线应在同一水平上。

3、抱闸直流线圈的接线应牢固，绝缘良好，制动时闸瓦应紧贴在制动

轮的工作表面，松闸时，两侧闸瓦应同时离幵制动轮表面，制动轮与

闸瓦间隙平均值不得超过 0.7mm，而制动轮的径向跳动值不大于制动

轮直径的 1/3000。

4、曳引机在通电持续率为 40%时，在检验平台上做下列 高速正反方向，

连续无故障，且减速箱油温不超过 85°C，制动线圈温升与最高温度

均不得超过以下规定。

线圈绝缘材料等级 A 温升 6 5 最 高 温 度

1 0 0 65 最 高 温 度 1 0 0

E 温 升 8 0 最 高 温 度

1 1 5

B 温 升 9 0 最 高 温 度

1 2 5

F 温 升 1 1 5 最 高 温 度

1 5 0

5、制动器两电磁铁芯的吸力面的接触应均匀，制动器铁芯在半年内保

养一次，取出铁芯，用干净软布抹干净铁芯接触部份，保证制动力度。

6、当闸瓦制动皮与制动轮表面的磨损间隙增大时，影响 制动性能和

产生撞击，应调整衔铁与闸瓦制动臂连接螺丝以使间 隙符合 0.7mm
以内的要求，制动弹簧应调节适宜，在满载运行制动时，能提供足够

的制动力，使轿厢迅速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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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附单线圈整流电源原理图，谨供参考。

DT为磁力器抱闸单线圈。

B——变压器输出为 127V，功率为 220W。

DT——电磁抱闸线圈，线圈电压，直流 110V。
C——接触器常开触点。

D——整流二极管，耐压 550V，整流电流 10A-20A可选用 2CZ13E
2CZ13F。

8、附双线圈整流电源原理图，谨供参考。

DT和 DT为磁力器抱闸双线圈（串联接线）。

B——变压器,输出为 127V，功率为 220W。

DT——电磁抱闸线圈，线圈电压，直流 110V。
C——接触器常开触点。

D——整流二极管，耐压 550V，整流电源 10A-20A 可选用 2CZ13E
2CZ1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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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VF变频、YS双速电梯主机系列直流制动器的使用与调整。

(1)、电梯主机制动机构是电梯主机的主要组成部分，使用直流 110V起动及工作的双线圈双向
推力直流制动器。
(2)、制动器两侧均采用独立制动线圈、独立制动臂，独立制动弹簧，独立调试方式等，优于单线圈
推力器，符合国际国内最新安全标准要求。
(3)、制动器出厂前经一定时间的运行测试并调整好，整机经过严格总检调试合格出厂，使用时基本
不需要再调整。
(4)、幵闸手柄是为电梯在运行过程出现停电或其他故障，轿厢不到站的情况下，用来打开抱闸盘车用，
要求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方可操作。
(5)、制动器在使用过程能满足使用时，尽量不要对制动器作任何调整。确实不能满足使用要求需要作调整，

请按以下方法：（如图）
a、制动臂分开独立调整的方式进行（调整好一边再调整另一边）。
b、制动轮与制动皮的间隙用限位螺丝调整，将推杆向里面压缩时，制动轮与制动 皮的间隙就大，
推杆向外移期间隙就小。
c、推杆不能无限度向里面压缩，会使制动轮与制动皮不能接触，制动处于开启状 态，造成不能
制动或出现制动无力，造成轿厢平层不准确或轿厢冲顶、冲底。
d、在使用过程发现制动力不足或电梯平层需作调整时，可调整拉杆螺母，适当压缩 或适当放松弹簧
来达到所需要的要求，但不要盲目过度压缩弹簧，这样使弹簧 没有回力余地，使制动轮与制动皮接
触产生磨擦，使电机与制动器不同步容易 损坏电机，弹簧放得太松，出现制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会
使电梯轿厢冲顶或下 坠。
e、为保证轿厢在停站时制动平稳，减少制动时的冲击，两边制动皮与制轮之间的间隙应保持对称，
其间隙应保证在 0.7mm以下，间隙越小越好。越小会使轿厢停站平衡。调整好间隙后要锁紧螺母，
没有必要，不要随便调整限位螺丝。

YJVF、 YS直 流 制 动 器 结 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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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2.5 单速电梯主机系列直流制动器的使用与调整。

（1）、电梯曳引机制动机构是电梯主机的主要组成部分，使用直流 110V起动及工作。

（2）、直流制动器出厂前己调整好，在满足使用时，尽量不要再作调整。

（3）、在使用过程发现制动力不足或电梯平层需作调整时，可调整拉杆两边螺母，适当压缩

或放松弹簧调整，但不要盲目将弹簧压缩，致使制动轮与制动皮接触产生磨擦，使电

机与制动器不同步而损坏电机，制动力不足时，会使轿厢平层不准确或导致轿厢冲顶

或下坠。

（4）、制动器的调整方式：（如图示）

a、松开锁紧螺母，转动有内外牙螺丝的六角头，带动衔铁转动，调整两个衔铁至适当

行程（一般 2.5〜3mm)调整好后锁紧螺母。

b、制动器通电后抱闸打开,通过制动臂的“限拉螺丝”调整闸瓦与制动轮之 间的间隙，

使两边间隙对称，每边间隙在 0.7m/m以下，间隙越小越好。

c、闸瓦与制动轮上下间隙应保持一致、若两侧不一致，可通过闸瓦调整螺丝调整，调

整后要锁紧螺母。

d、没有必要，不要随便调整“限位螺丝和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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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洋鼓式制动器拆解作业指导

制动器拆解工具清单

工具 数量

30mm 扳手 2
十字槽螺丝刀 1
4mm 内六角扳手 1
砂纸 1
干净抹布 1
黄油 1
塞尺 1
万用表 1

目 次

1 适用范围――――――――――――――――――――――—――――――――――3

2 制动器拆装示意图——――――――――――――――――――――――――――—4

3 安全注意事项———————————————————————————————5

4 制动器拆装步骤———――――――――――――――――――――――――――—5

5 调整和维护规程―――――――――――――――――――――――――――――—6

6 制动器的润滑—―――――――――――――――――――――――――――――—8

7 制动器声音过大时的排除——————————————————————————8

8 故障排除表―――――――――――――――――――――――――――――――—9

9 维修保养记录―――――――――――――――――――――――――――――——10

1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东莞市三洋电梯有限公司制造的各型电力驱动曳引式电梯曳引机制动器（以

下称：制动器）的维修保养规程。

本标准用于制动器的调整、维修保养和内部检验（含施工或维保单位自检）。

本标准不适用除东莞市三洋电梯有限公司提供的电梯产品以外的其它厂牌的制动器。

本标准术语引用 GB/T7024－2008、GB7588－2003、GB/T10059－2009 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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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动器拆装示意图

3 安全注意事项

3.1 调整制动器之前应确认电梯轿厢位置，防止在调整过程当中发生冲顶、蹲底或溜车事故。

空载轿厢一般置于电梯运行中部尽量靠上的位置，检查控制系统“封星”装置，确认可靠。

3.2 制动器的调整必须在一个调整完成并确认合格之后再行调整另外一个，不得同时调整。

3.3 时刻保持制动器的任何一侧拥有足够的制动力（符合 7588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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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安全标准：轿箱内加载至额定载荷的 150%，观察制动轮，历时 10 分钟，制动轮与闸瓦之

间应无打滑现象。

3.5 上述制动力测试不合格，严禁电梯通电运行，防止安全隐患和事故发生。

3.6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按照本规程持证作业。

3.7 电梯整机的使用条件应符合 GB/T 10058－2009《电梯技术条件》中第 3.2 规定。

3.8 调试过程中，轿厢内禁止载人、载物。

4 制动器拆装步骤

5 制动器调 整和维护规程

5.1 主要部件 功能

示意图



东莞市三洋电梯有限公司 工艺文件

第 34 页 / 共 57 页

1—调整螺母 2—紧锁螺母 3—锁紧螺母 4—顶杆螺钉 5—压缩弹簧 6—

弹簧垫圈

7—压缩螺母 8—锁紧螺母 9—顶紧螺钉 10—锁紧螺母 11—制动瓦 12—

拉杆锁紧螺母 13—拉杆 14—顶杆螺钉 15—制动器顶端压缩弹簧 16—

手动开闸手轮 17—标尺

5.2 制动体开闸行程的调整

松开制动臂两端顶杆锁紧螺母 3，用扳手沿螺纹旋向逆时针转动顶杆螺钉 4，使顶杆螺钉

4与制动体顶杆螺钉 14 脱离，然后再顺时针旋转至与制动顶杆螺钉 14 刚好接触。此时再沿螺

纹旋向顺时针旋转 2.5 圈（螺距为 2mm），推动制动器顶杆，使铁心向内移动 5mm。给制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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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电，当铁心移动时，制动器顶杆从内侧向外移动的最大行程为 4mm。若行程小，应顺时针旋

转顶杆螺钉 4增大行程；反之，应逆时针旋转顶杆螺钉 4减小行程。并观察开闸时动铁心有无

撞击端盖的声音，以动铁心不撞击端盖为宜，且间隙最小为好。调整好后，用顶杆锁紧螺母 3

将顶杆制动臂螺钉 4锁紧。

5.3 制动瓦与制动轮吻合程度的调整

锁紧螺母 1、2可用来调节制动器顶杆两端压缩弹簧 15 的压力，减小合闸时的噪音。调节

原则是，当给电开闸时锁紧螺母 1压在弹簧顶端时弹簧受微力即可。调节方法，弹簧处在自由

状态，旋转锁紧螺母 1压在弹簧顶端刚好接触，然后再顺时针旋转 1圈，再用锁紧螺母 2 锁紧

螺母 1即可。

当压力弹簧产生足够大的压力压紧制动臂，使制动瓦弧面紧贴在制动轮圆周弧面上，这时

调节制动瓦下端两侧的顶紧螺钉 9，使顶紧螺钉 9刚好顶在制动瓦下端两平面上，但螺钉顶力

不能过大，原则上顶紧螺钉 9与闸瓦平面接触后，扳动螺钉 9转 300角即可，即顶紧螺钉 9 与

制动瓦 11 接触即可，然后用锁紧螺母 10 锁紧顶紧螺钉 9。

5.4 开闸间隙的调整

松开拉杆锁紧螺母 12，给制动器通电，开闸后观察制动瓦 11 与制动轮两弧面的间隙，保

证制动瓦弧面下端与制动轮的弧面间隙为 0.15～0.30mm，并用塞尺检查。原则上保证制动瓦

与制动轮开闸不产生摩擦为宜，间隙越小越好。当开闸间隙过大时，用扳手扳动弹簧拉杆 13

的顶端部分，沿拉杆螺纹旋向顺时针旋转，开闸间隙将减小，逆时针旋转，开闸间隙将增大。

调整到合适位置时，用拉杆锁紧螺母 12 将拉杆 13 锁紧。

5.5 制动力及开闸同步性的调整

将压力弹簧端的压缩螺母 7和锁紧螺母 8松开，使弹簧处于自由状态，扳动压缩螺母 7，

使弹簧垫圈 6紧靠在弹簧自由端面上，受微力。将此位置作为弹簧压力的调整基准点，调整压

紧螺母以获得足够的制动力。

观察两侧制动臂开闸闭合时的快慢统一性，当开闸时一侧慢另一侧快时，若制动力矩足够，

慢的一侧应减小压力；反之，快的一侧应增加压力。边调整边观察，直到同步。合闸时，一侧

快另一侧慢，慢的一侧应增加压力，快的一侧应减小压力，直到同步。调整同步开始时应记好

标尺位置，调好后核算制动力矩，均满足后，将压缩螺母 7与压缩簧锁紧螺母 8锁紧。调整结

束后，检查一遍有互联锁紧关系的部件是否锁紧，并进行制动力试验或电梯静载实验。如果静

载实验不合格，应该重新调整。

6 制动器的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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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制动器声音过大时的排除

8 故障排除表



东莞市三洋电梯有限公司 工艺文件

第 37 页 / 共 57 页

9 制动器调整维修保养记录

9.1 制动器的维护保养周期同按照电梯整机保养周期（每月至少 2次），保养记录按照各地管

理部门要求的格式填写，当地管理部门没有要求的，按照本公司工程部制表填写。

9.2 制动器在保养过程中进行过调整的，应在保养记录当中注明调整内容。

9.3 制动器因故障更换、维修、调整的，作业人员应负责做好现场记录，原始数据报工程管理

整理存入该电梯的技术档案内。

(八)、通润鼓式制动器拆解作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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