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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体验：钢丝绳全剪断也无碍

上午10点半左右，在西子奥的斯另一栋大楼里，有一位

“全副武装”的专业人员已经早早地站了2楼电梯井壁外的

平台上，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本次实验仍旧选择全透明的

观光电梯。

据奥的斯机电浙江服务大区总经理李强介绍，本部电梯

共有8根钢丝绳，但为了节省时间，暂时安装了4根。

“开始剪了！”旁边有人喊了一声后，大家立即安静下来，一

双双眼睛透过玻璃紧紧盯着这位手持钢丝绳液压钳的师傅，只

见他蹲下来，不慌不忙地剪断第一根钢丝绳后，电梯纹丝不动。

紧接着，他又开始剪第二根，通过观察可以看到电梯有

轻微晃动。

第三根被剪断后，电梯晃动明显起来，到了第四根，也就

是剪断了最后一根钢丝绳后，电梯轿厢猛地往下坠去，然后

仿佛一眨眼的功夫，轿厢就被紧紧地夹在两侧导轨上，一动

也不动了。下落距离大约有30公分左右。

专家解读：为保障电梯运行，有诸多的安全保障

“我可以肯定地说，现实中并没有也不会发生影视剧中

的电梯‘下坠’事件。”金新锋向记者解释，电梯制造单位及国

家安全技术规范为保障电梯安全运行，有诸多的安全设计。

也就是说，要使电梯如自由落体般下坠，要突破至少四层安

全防线。

首先，钢丝绳是不会“答应”的。

一般来说，电梯曳引钢丝绳的强度安全系数大于 12。

钢丝绳安全系数12指的是，电梯钢丝绳能吊起相当于轿厢

自重+额定载重+钢丝绳自身重量的12倍重量。且每台电

梯装备多根钢丝绳，相互之间为独立悬挂。根据设计，电梯

钢丝绳全部都断裂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其次，电梯控制系统也不是吃素的。

“电梯控制系统里有相关测速装置，当正常运行过程中

检测到电梯速度不正常（欠速或超速）时，电梯制动器将立即

工作从而停止电梯运行。”金新锋说。

第三，关键时候，安全钳起重要作用。

电梯设置了独立的电梯超速保护装置（目前使用较多的

为限速器—安全钳）。当电梯轿厢运行速超过额定速度

115%时，先让限速器电气开关动作，从而电梯制动器动作使

得电梯停止；如果速度没有下降，限速器马上进一步触发安

全钳装置，以机械形式强制将轿厢制停在导轨上。

最后，轮到缓冲器登场了。

电梯底坑设置了缓冲器，当轿厢落到缓冲器时，会将惯

性力、冲击力全都缷掉。

应对措施：只要待在电梯里，人就相对安全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使剪断缆绳电梯下坠，

也绝不会发生自由落体运动，而是会在下坠一小段距离后紧

紧刹车停住。

所以说，不管电梯出了什么事故，只要待在电梯里，人就

是相对安全的。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遇到电梯故障时，人

最好稳稳地站在电梯轿厢内，如感到轿厢加速下落，为防意

外，也可屈膝，手抓住轿厢内栏杆。

电梯会坠落吗？滑梯是怎么回事？被困后人会窒息吗？

电梯安全实验：即使“坠梯”也能自动停止
今年前5月，杭州“96333”解救被困人员3031人

阮妍妍

电影《生化危机》里有一个电梯突然失控急速下坠的镜头让不少观众看得胆战心惊。生活中，电梯轿厢会由上而下自由落体般的速度降
到电梯底坑里吗？一旦发生“滑梯”我们该怎么办？

上周六，由市质监局下属市特种设备应急处置中心设置的电梯安全试验在西子奥的斯举行，模拟了“滑梯”、困人、钢丝绳断开三大实验，
并详解了电梯的安全装置。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工程师金新锋表示，“从电梯诞生至今，全球无一例电梯钢丝绳断裂引发相关事故的。所
谓的钢丝绳全部断裂，也就是电影电视剧里的一些镜头，为了拍摄效果做的特效或模拟而已。”

一旦电梯发生故障甚至困人，乘客也不必惊慌，第一时间按下报警按钮或者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电话“96333”，报出电梯6位编码，耐
心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

而值得一提的是，据数据显示，今年1-5月，96333电梯应急处置平台解救被困人员3031人，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平均用时13.77分钟，远
低于国家标准要求30分钟。

记者体验：“我感到了失重”

上周六早上9点半，在西子奥的斯一栋大楼里，我和同

一组人坐上了轿厢壁为透明玻璃的观光梯。本次实验由专

业人员操作。当电梯上行到5层时，该工作人员人为地制造

了电梯故障后，只见电梯晃了一下就停了，然后就由原来的

上行状态突然转变为下行直至最底层，这时电梯门自动打开

了。

在电梯突然停下来的刹那间，我感到了失重，而且下行

复位时确实有一种滑梯的感觉。

专家解读：“滑梯”是自动复位的过程

所谓电梯“滑梯”，是指电梯在运行的过程中检测到某个

系统问题，做出的复位措施，“其实这和我们的电脑重启一

样。”金新锋介绍，当电梯主板识别到楼层位置不正常（如：平

层感应器出现问题）、电梯供电电压不稳定、门锁突然断开又

立即闭合、安全保护信号不正常等，控制系统便会发出复位

信号，电梯将以检修速度到基站位置复位。

通俗地讲，运行中的电梯有时也会发生“迷路”，“找不到

楼层”等故障，不过，很多电梯都能启动“自动寻址”功能，将

电梯运行到基站以校正楼层计数。

应对措施：做好相关的保护措施

当电梯发生“滑梯”情况时，轿厢内人员不要过于恐惧，

做好相关自身的保护措施：

1.如果有时间按下所有楼层按钮，可能会让电梯更快找

到其复位位置。

2.如果电梯停止运行能正常开门，请及时撤离轿厢，并

告诉电梯使用管理单位，电梯有故障发生过，请专业的维修

人员到现场进行检修确认后使用电梯。

3.如果电梯停止后不能正常开门，请及时通过紧急报警装

置或96333与外界取得救援联系，并在轿厢里耐心等待救援。

针对电梯“滑梯”现象，金新锋特别强调，不文明的使用

行为可能引起电梯“滑梯”。比如：乘坐电梯时，在电梯里乱

蹦乱跳；在电梯运行过程中，去乱扒轿门；在电梯外面，无故

去乱扒电梯层门。

实验 电梯“滑梯”是怎么回事？实验 电梯“滑梯”是怎么回事？

众所周知，电梯轿厢是一个密闭的狭小空间，有人可能

担心被困在电梯轿厢中会遇到呼吸困难甚至窒息而死。事

实果真如此吗？

记者体验：“被困”20分钟，氧气浓度变化不大

本次实验依然是在西子奥的斯。不过这一次我们选择了

公司里的实验塔，在一个普通金属轿壁的封闭电梯内进行。

参与实验的共有15名成员，其中一名是专业的工作人员。

当电梯上行时，工作人员同样人为地制造了电梯故障，

电梯“突然”停止。但是因为当时电梯内开着通风机，5分

钟的“困人”时间内，我没有感到一丝不舒服，而工作人员手

持的轿厢氧气浓度监测仪器也显示，这时的氧气浓度与正

常运行时一样，为20.8。

为了让实验更加逼真，在接下来“被困”15分钟内，工

作人员关闭了通风装备，我顿时感到热、闷起来，不过依然

能够接受。

而测量到的氧气浓度最低值仅仅略有下降，为20.4。

专家解读：电梯“窒息”事件多是乘客恐惧所致

要了解电梯乘客“窒息”情况，先要对电梯设计原理进

行了解：

电梯轿厢不是密闭空间，平时有风扇可通风，停电后，

风扇不能开，但通风口仍在。另外，轿厢门与轿壁之间有间

隙，所以即使停电，轿厢依然可保持空气流通，不会发生窒

息危险。

“通过现场使用含氧测试仪实际检测，还有大家现场感

受也证实了这一点。”金新锋说。

所以，电梯“窒息”事件发生，多是由于乘客被困轿厢

里，对电梯结构不了解而引发恐惧，导致乘客高度紧张，进

而心跳加快、呼吸困难的一种现象。

应对措施：乘客可以报出电梯编码等待救援

大家首先要知道，电梯困人是一种保护状态，并没有

危险。如果乘客被困电梯内，建议乘客不必惊慌，第一

时间按下报警按钮或者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电话

“96333”。

“目前，在杭州市的电梯中都张贴了‘96333’标志，每

张标志都有一个电梯设备编号，对应所张贴电梯所在的位

置等信息。”市特种设备应急处置中心主任张文介绍，一

旦电梯发生困人事件，乘客可以报出电梯 6 位编码，耐心

等待救援，这才是最安全的。

新闻助读

有些市民在乘梯时可

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形：电梯

的目的地是 10 楼，但是走

到中间楼层，假设5楼时忽

然电梯停止但不会开门，过

了一会，电梯开始向下运行

直到底层或者就近楼层，此

过程会让人感到电梯“滑”

或者“溜”下来。

电梯“滑梯”是怎么一

回事？当发生滑梯的情况

时该采取什么样的安全措

施呢？带着这些疑问，记者

和热心市民一起参与了这

个实验。

1

实验 电梯真的会坠落吗？2

在各种影视剧里上演

的电梯轿厢自上而下，以自

由落体般的速度降到电梯

底坑的场景，会出现在日常

生活中吗？这种场面是不

是就如人坠楼一样呢？

针对市民关心的热点，

工作人员通过剪断电梯缆

绳实验，进行了实测。

实验 被困电梯后人会窒息吗？3
众所周知，电梯轿厢是一个密

闭的狭小空间，有人可能担心被困

在电梯轿厢中会遇到呼吸困难甚

至窒息而死。事实果真如此吗？

杭州96333是全国首个特种

设备（电梯等）应急处置、咨询与

投诉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开通

了全国首条电梯应急救援专线电

话“96333”，率先建立了三级应急

保障机制，在全市设立了 133 个

应急救援分中心。

据统计，今年1-5月，杭州市

特种设备应急处置中心96333电

梯应急处置平台共受理咨询、救

援电话19230通，现场应急处置电

梯困人、故障共2842起，其中困人

1315起，设备故障1527起，解救被

困人员总计3031人，救援人员到

达现场平均用时13.77分钟，远低

于国家标准要求30分钟。

数字96333

一要等：耐心等退两步，重复

按钮没帮助。

二要看：门打开细巡视，轿厢

平层再步入。

三要快：进出门要提速，手足

挡门是错误。

搭乘客梯“三要”

不要搭乘有故障的电梯

不要搭乘超载铃响的电梯

不要在电梯内蹦跳和嬉闹

不要在电梯内扒门和撬门

不要将电动车搬进电梯

不要将超重超长物搬进电梯

不要在进出电梯时玩弄手机

不要在火警时使用电梯

搭乘客梯“八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