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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要则 

十分感谢您选用我公司的产品！ 

请注意！不正确的安装、操作或保养都可能使电梯无法正常运行，进而可能导致财产损

失或人身伤害！为保证电梯安全、可靠、高质量的运行,在电梯安装、操作、维护保养和使

用前，请务必仔细阅读和理解手册的内容，如果在阅读本手册后，对其中的文字内容、表格

及图片含义仍然不能完全理解，请您与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及时取得联系并获得相应的

技术支持。 

电梯的安装和维保人员须具备法定的相关资质证书。如安装和维保人员不了解（或熟悉）

华升富士达电梯的安装、调试和维护相关知识，请及时联络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获得相

关信息和指导。 

制动器的安装和维保人员作业时应严格遵照本手册的规定，严格遵守国家以及当地的安

全、安装和维护规范。如当地的安全、安装和维护规范与本手册的要求不一致时，请及时联

系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本手册适用于 RA021系列曳引机用制动器。如发现本手册提及产品与实际操作的产品
不一致时，请勿擅自安装、操作或维护保养，立即联系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获得相关信

息和指导。 

未严格按照本手册以及国家或当地的安全、安装和维护规范的要求进行操作而导致的任

何损失或损害，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有权随时改变和更新本手册的内容，恕不事先通告。敬请您通

过如下官网获得最新版的维护保养手册。 

您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获取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的最新信息、产品资料和指导： 

官方网站：www.fujitec.com.cn 
24小时服务热线：4006-810-718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服务网点 

1.1符号说明 

本手册按提示作用采用了以下四种符号： 

 

必须有足够的警戒措施，否则有可能造成重大人身伤害（甚至危及生命）或设

备严重损坏。 

 

必须有足够的预防措施，否则抽点将对人的生命或健康造成直接伤害。 

必须有足够的预防措施，否则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不至于死亡）或损备损坏。

但当外部条件发生变化而预防措施没有作相应变更时，也可能会造成严重人身

伤害（甚至危及生命）或设备严重损坏。 

必须在检查、操作上引起相当的注意，否则可能引起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 

 

 

相关知识的提示。 

 

 

http://www.fujite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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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制动器维护保养操作前的注意事项 

    在对制动器进行任何安装、操作、维修保养前，必须由具备法定的相关资质证书，具备
相应专业技能的人员对电梯进行相应的安全防护操作，确保在对制动器进行维保操作时，操
作人员和电梯始终处于安全状态。 
在对制动器进行维保操作之前，应注意如下事项： 

l 将空载轿厢停于井道顶层； 

l 对重置于井道底部，并完全压实缓冲器，使空载轿厢不再移动，各层门全部

关闭，设置防止人员进入标志； 

l 切断电源。 

 

2 制动器结构 

2.1制动系统结构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A 撞板 F 制动鼓 

B 锁母 H 制动臂固定销轴 

C 制动间隙调整螺栓 I 制动弹簧 

D 制动瓦 J 锁母 

E 制动衬 K 制动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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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制动器电磁铁结构 

制动器电磁铁结构示意图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1 柱塞顶杆 6 缓冲垫 

2 导向套 7 微动开关 

3 线圈 8 复位弹簧 

4 衬套 9 撞板 

5 黄铜垫片 10 电磁铁座 

 

3 制动器电磁铁的维护保养                  

3.1 制动器电磁铁的维护保养周期 

制动器电磁铁的维护保养间隔为每工作 80 万次或 12 个月（以先到为准），如使用环
境恶劣（潮湿、腐蚀及高温等），应根据现场情况缩短周期；制动器必须进行周期检查，间

隔时间为 1个月，基本检查项目内容如下： 

   1）手动松闸杆的灵活程度； 

   2）各涂红漆处有无松动；  

   3）各表面的锈蚀情况； 

   4）制动力矩是否足够； 

   5）制动轮毂表面是否有黑色碳化物； 

   6）制动片厚度是否小于 6mm； 

   7）各转动部件及柱塞的灵活程度（见 3.2.1）。 

   8）柱塞顶杆有无松动。 
· 当制动器电磁铁每工作 80万次或 12个月后（以先到为准），应进行拆解保养作
业，及时更换制动器电磁铁内部两端的减震垫，检查各零件及密封状况是否完好，

对有磨损的零件进行修复，不能修复或修复后也不能满足使用要求的应更换，密封 

圈如有损坏也应及时更换，在需润滑的部位进行适当的润滑作业。 

·如曳引机超过 6个月不使用且存放在潮湿的环境，则在使用前也应检查制动器电
磁铁内部是否生锈，若生锈应更换相关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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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制动器的检测和维护 

3.2.1拆卸制动臂组件 
                           3     1  2 

 
 
 
步骤1:测量弹簧尺寸或在标尺上做好标识。 
步骤 2: 完全松脱制动弹簧调节螺栓。 
步骤 3：卸除关联件，打开制动臂组件。 
 
 
 
 

 
 
步骤 4：拆卸制动臂组件后可对柱塞的灵活程度进行检查。
检查方法如图所示，用手轴向向内推动撞板，放手后撞板在

弹簧的作用下重新弹出。 
 
·检查如不顺畅，需要将制动器电磁铁拆开检修。 

3.2.2拆卸制动器电磁铁 

· 操作空间允许时,电磁铁拆解维保作业不需将电磁铁从曳引机机体上拆下。 

· 如需要将制动器电磁铁拆从曳引机机体上拆卸下。请注意拆解部件放在干净的

抹布上，防止灰尘和沙粒进入电磁铁内。拆解维保作业后，请确认制动力矩和 

制动间隙，并对制动机构进行调试，确保电梯正常运行。 

 3.2.3制动器电磁铁内部检测和维护 

二硫化钼请使用：Super Longterm grease或 SL3145或 SL3330SL3301。 

3    2    1 

步骤 1：松开螺母。 

步骤 2：取下撞板。 

步骤 3：取下复位弹簧。 

步骤 4：对侧实施 1-3步。 

步骤 5：抽出柱塞，擦除油污，检查柱塞及顶杆，如有明
显磨损、柱塞顶杆松动时，需更换。 

5 
 

                              

 

 

 

 

 

 

步骤 6：检查两端铜垫片及缓冲垫是否损坏，如损坏请及时更换。 

 

柱塞 

黄铜片 缓冲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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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步骤 7：清除导向套内部油污，确认是否有金
属粉末（如有金属粉末，查明其来源），确认导

向套是否有磨损。有轻微磨损时，可使用砂纸

打磨修复光滑。如有明显磨损，或磨损已对柱

塞动作有影响，需更换电磁铁组件。 
 

步骤 8：将导向套及柱塞接触部分均匀薄薄涂
一层二硫化钼（约 0.05mm）。 

3.2.4制动器电磁铁的组装 

按拆卸逆序装配。 

步骤 1：安装缓冲垫垫片及黄铜垫片。 

步骤 2：柱塞的滑动部分/柱塞顶杆和导向套上均匀薄薄涂一层二硫化钼（约 0.05mm）后，
插入柱塞和柱塞顶杆。 

步骤 3：将复位弹簧和撞板连接到柱塞顶杆上，并拧紧柱塞顶杆螺栓螺母。 

步骤 4：制动器电磁铁拆解维保作业后，要对柱塞的灵活程度进行检查。检查方法如图 3.2.1
的步骤 4所示，用手轴向向内推动撞板，放手后撞板在弹簧的作用下重新弹出。 

检查电磁铁动柱塞在推动和弹出的过程中是否顺畅、无卡顿，如不顺畅，联系厂

家更换制动器电磁铁。 
 
3.3 制动相关部件的检查和维护 

3.3.1 制动臂 

按 3.2.1方法拆卸制动臂组件后，分别转动两侧制动臂，检查两销轴灵活程度，注意在
销轴注油孔添加润滑脂。 

制动臂销轴无注油孔的机型，注意检查其灵活程度，若存在灵活程度不够，需

将销轴拆下，对销轴以及机座和制动臂上的销轴孔除锈并涂适量润滑脂。 

3.3.2 制动片和制动轮毂表面的碳化物的清理  

·曳引机经过长时间运行后，有可能因制动片与制动轮毂的长期磨擦，制动

片表面发生碳化，造成制动片与制动轮毂的表面有黑色碳化物的存留现象，

从而可能影响曳引机的制动力矩。如果有以上现象，应及时对制动片与制动

轮毂进行清理维护。 

·对碳化物进行清理前，必须将电梯停止运行以免发生意外。 

 

·如果制动器不能完全打开，运行时不仅可使制动片过热而降低制动力矩，

甚或碳化剥离，而且可能使电机处在过负荷状态，导致非正常运行，甚至造

成损坏。 

·制动片和制动轮毂上不得粘有油或油脂，特别在润滑作业后，应用干净汽 

油或浓度≥75%的医用酒精擦试干净，并在汽油或酒精完全挥发后才能重新 

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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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4    2   

步骤 1：将一侧制动弹簧调节螺栓继续旋进 1~1.5
圈，增加曳引机在单侧制动状态下的可靠性。 

步骤 2：将对侧的制动弹簧调节螺栓完全松脱。 

步骤 3：松开制动弹簧螺栓锁紧螺母。将制动弹簧
螺栓从机体上取下。 

步骤 4：旋转平置制动臂组件。 

步骤 5：使用砂纸将制动片及制动轮毂表面上的黑
色碳化存留物清理干净。 

                                    若制动片已有磨损（制动片厚度小于 6mm时应按 

本文 3.3.3条进行 闸瓦的更换）。 

步骤 5：将清理好的制动臂组件恢复清理前的安装状态，并按本文 4.3.3条“制动间隙的调
节”步骤进行调试。 

步骤 6：重复以上步骤对另一侧的制动片及制动轮毂表面进行清理。 

3.3.3 闸瓦的更换  

·制动片的初始安装厚度是 8mm。当制动片因故损坏或其厚度小于 6mm、或在
正常运行时闸瓦不能抱紧制动轮缘时，必须更换制动片以保证电梯的安全运行。 

·在更换闸瓦前，必须停止曳引机的运行。 

                        3        1 
 

 

 

。 

 
 

 

 

 

 

 

 

 

 
 

闸瓦的更换示意图 

4 制动机构的调试  

4.1 制动机构的说明 

抱闸：当电梯轿厢平层、电梯断电或故障检修时，电磁铁处于断电状态，制动臂

在制动弹簧的作用下带动闸瓦抱紧曳引轮的制动轮毂，制动片与制动轮毂

摩擦使曳引轮制动。 

 

步骤 1：完全松脱制动弹簧调节螺栓。 

步骤 2：松开制动弹簧螺栓锁紧螺母。将制
动弹簧螺栓从机体上取下。 

步骤 3：旋转平置制动臂组件。 

步骤 4：松开闸瓦固定螺栓，更换新的闸瓦，
如有需要，可同时对制动轮毂表面进行清理 

步骤 5：将制动臂组件恢复正常安装状态，
并按本文 4.3条内容完成制动机构调试。 

4 

3 
碳化物的清理示意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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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松闸：当曳引轮准备或正在旋转时，电磁铁的电磁线圈通电，电磁铁推杆在

电磁力的作用下向外动作，克服制动弹簧的压紧力，将制动臂向外顶开，

使制动片松开曳引轮的制动轮毂。 

手动松闸：在安装、检修状态时，欲使曳引机解除报闸状态，可将松闸杆插入电

磁铁后部的松闸杆插孔中，向下压松闸杆，即可克服制动弹簧的压紧力将

制动臂向外顶开，达到手动松闸的目的。 

· 制动器微动开关的作用是判定制动机构的工作状态是处在松闸状态还是制动

状态。应将该开关的端子接到电梯的控制回路中。 

4.2 手动松闸装置 

 

                
手动松闸手柄                    制动器松闸装置示意图 

                  
手动松闸的操作方法： 

步骤 1：从机房的指定位置上取下松闸手柄； 

步骤 2：将松闸手柄插入到制动臂与电磁铁柱塞顶杆幢板中间。 

步骤 3：通过按压松闸手柄来打开抱闸红色箭头方向； 

步骤 4：操作完成后须将松闸手柄取下，并挂回到机房指定位置上。  

l 手动松闸操作时，会使轿厢产生移动。不正确的操作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人员

伤害或设备受损。 

l 电梯正常运行时，严禁将松闸手柄留在制动器中，务必保证将松闸手柄挂在

机房指定位置上。 

4.3 制动机构的调试 

完成制动器的检测和维护保养后，需对制动机构进行调试，确保制动力矩和制动间隙大

小合适，从而保证电梯正常运行。 

4.3.1 闸瓦与制动轮毂间的制动间隙调节 

·将空轿厢置于最低层，短接电动机三接线端子，手动松闸，此时空轿厢会非

常缓慢地上行，按本文 4.3.3条进行调节。调好一边后可再进行另一边调节。 

·制动间隙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制动器噪声、振动的大小和制动器打开的可靠性，

应予仔细、及时地调节。当间隙大于 0.2mm（正常为 0.15-0.2mm）或制动时噪
音显著增加时即应予以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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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制动力矩的调节 

·曳引机出厂时已将弹簧调节至制动力矩约为 2×1.25倍额定转矩。一般情况下
用户不需重新调节，当用户有需要时，可作微小调节。在重新更换闸瓦后，应

对制动力矩重新调节。 

·制动力矩调节过小，固然不能满足制动的需要，但过大将有可能使制动器不

能打开，特别是电压波动，运行温度较高时。同时过大的制动力矩在紧急制动

时产生的过大减速度也不满足 GB7588要求。 

·用户可根据需要，根据轿厢、对重的质量和制动时的减速度要求作适当调整。 

·在出厂时，制造厂整定的制动力矩和允许最大制动力矩见相应型号曳引机的

使用说明书。 

4.3.3 制动间隙的调节 

             4                                  2 

 
步骤 1：调节制动弹簧调节螺栓，使制动弹簧处于即将压缩的临界点，记下尺寸 A。 

步骤 2：按相应型号曳引机使用说明书中提供的尺寸 B(B为出厂设定值)，旋入制动弹簧调

节螺栓，然后旋紧制动弹簧调节螺栓的锁紧螺母。 

步骤 3：调节制动瓦固定螺栓，最佳位置为：曳引机在不大于检修速度运行状态下，电磁铁
推杆顶开制动臂时，制动片与制动轮毂间无摩擦或仅有极微小的磨擦，或用塞尺测量闸瓦与

制动轮的间隙为 0.15-0.2mm。旋紧制瓦固定螺栓的锁紧螺母。制动器断电，制动瓦压紧制
动轮鼓后，向内推动撞板，确保其在可自由移动行程内与制动器间隙调整螺栓之间的间隙≥

0.5mm后，旋紧制动间隙调整螺栓的锁紧螺母。 

步骤 4：调节制动器微动开关调节螺栓，使电磁铁通电时，此调节螺栓能触发电磁铁微动开 

关的有效动作。旋紧制动器微动开关调节螺栓的锁紧螺母。 

 

·注意轿厢运行是否已接近极限位置,若已接近，应停止调节工作。将轿厢往反

方向运行,再继续进行调节。 

1 

3 

4 



RA021系列曳引机用制动器维护保养手册 

文件编号：3CA0141-13   版本：3                                         9 

5.制动机构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发生表 1所述故障现象应及时停止运行电梯，检查并排除故障后方可恢复运行电梯。 

   表 1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故障排除 

制动力矩不足 

1 制动弹簧压力不足 1检查制动弹簧压缩尺寸 

2 制动轮毂有油脂或污物 2 予以清理 

3 制动片磨损过度 3 更换闸瓦 

制动器不能释放

或释放后不能保

持 

1 制动器电磁线圈无电 

 

1 检查接线和可控整流电路直流输出端，
若无直流输出，更换电路板。 

2 制动气隙过大或过小 2 检查和调节气隙 

3 过励电压太低 3 检查过励电压是否＜80%额定电压 

4 保持电压太低 4 检查保持电压是否＜50%额定电压 

5 电磁铁柱塞卡住 5 排除卡住的原因 

6 电磁铁发热严重 

 

6 检查电压是否太高（保持电压是否＞ 

  60%额定电压） 

7 制动弹簧压力过大 7 按要求设定制动弹簧压力 

制动器释放迟后 

 

1 制动间隙过大 1 检查和调节制动间隙 

2 续流回路损坏 2 检查续流回路有无损坏 

制动器不能制

动、制动迟后、

柱塞动作不灵活 

1开关断开后，线圈残留电
压太高。 

1 检查线圈残留电压，续流回路有无损坏 

 

2 电磁铁柱塞动作迟缓 2 拆解制动器检查迟缓的原因 

3 制动弹簧压力不足 3 检查制动弹簧压缩尺寸 

4 制动片过度磨损 4 更换制动闸瓦 

制动器制动和释

放时噪音过大 

1制动间隙过大 

2 缓冲垫损坏 

1检查和调整制动间隙 

2更换缓冲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