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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机构的安装工艺 

[摘要] 

随着我国高层建筑的日益增多。电梯的使用越来越普及。目前，我国电梯数量在不断

增加，业内的行话说；‘七分安装，三分质量（这里的质量是指设备的质量），而安装质量

就占了很大一部分。看来一部电梯运行的舒适性、安全性、可靠性，都是和安装质量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安装的质量离不开安装工艺，安装流程，安装人员的素质培养和责任意识。

安装工艺的分析是电梯安装最重要的一环，安装质量要求，施工前的准备，施工要求，样

板的制作，安装工艺流程，以及安装质量验收规范，安装后的自检。在本设计中都会有很

详细的说明。 

[关键词] 导轨安装  安装工艺流程  导轨支架  导靴 

 

 

 

 

 

 

 

 

 

 

 

 

 

 

 

 



                                          

 2 

一、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一）安全作业要求 

1.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安全帽，穿合适的工作服和防护鞋；在井道脚手架上工作中，

上下爬行时要注意站稳抓实，当工作高度超过 1.5米，必须系安全带，并紧系在牢固的物

体上。自己所携带的工具应放在工具袋内，大工具要用保险绳扎好，妥善改善。当拆除脚

手架时，必须把附在木板上的钉子除去或弄弯。 

2.厅门未安装前，必须在预留洞处设置防护栏，其高度不低于 1.2米，并张贴醒目的

安全警示标志。 

3.导轨应自下而上地安装，严禁立体作业，上下一起开工，这样容易发生事故。 

4.井道墙上凿墙洞时不允许用重 2.5磅以上的大锤，凿通孔时，应由两边向中心凿，

不许用大锤猛击而破坏墙面。 

5.导轨安装劳动强度较大，必须配备人力，由专人负责统一指挥，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吊装导轨时，应该用白棕绳打背扣结后用卸扣与滑车绳连结，安全地吊装。 

（二）井道测量检查 

1.根据电梯土建图复核测量：井道内的净平面尺寸（宽和深）、井道留孔、井道垂直

度、预埋件位置、底坑深度、顶层高度、层站数、提升高度、牛腿、和吊钩位置等是否与

图纸相符，并将测量结果按层数列表做好记录。当土建与图纸不符时，应书面通知甲方和

土建方确认,并及时要求甲方和土建方尽快按图纸要求进行修改，同时将井道勘查记录表

反馈电梯公司安装部，由安装部及时协调解决。 

国标规定的电梯井道水平尺寸是铅垂测定的最小净空尺寸，允许偏差为： 

高度 铅垂测定的最小净空尺寸允许偏差 

≤30m 0～＋25ｍｍ 

≤60m 0～＋35ｍｍ 

≤90m 0～＋50ｍｍ 

2. 检查井道杂物、积水是否清理完毕，井道及楼板的合子板是否拆净等。 

3. 检查样板架样线尺寸误差是否达标。 

（三）设备、材料及工具准备 

 1.设备：电梯导轨、导轨支架、压道板、接道板、导轨基础座及相应的连接螺丝等

规格、数量要和装箱单相符。产品要有出厂检验合格及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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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材料：凡使用的材料应有检验合格证或检验资料。使用的材料见表 1-1，根据电梯

设计不同分别采用。 

安装导轨支架和导轨所使用的材料   表 1-1 

材料名称 规格 要求 

镀锌膨胀螺栓 根据设计要求决定   

过墙穿钉 根据设计要求决定一般直径≥δ 20  

钢板 δ =16 或δ =20 的普通低碳钢   

电焊条 3.2mm 或 4.0mm 结 T-422 普通低碳钢焊条   

水泥 标号不小于 325 号普通硅酸盐水泥   

砂子 中沙 含泥量小于 5% 

石子 豆石 用水冲洗 

  

3.工具：根据导轨安装所需准备好工具、索具、保护用品（重要工具等在使用前应进

行检查）。 

小型卷扬机、电焊机、手砂轮、电锤、尼龙绳（提轨道用）、钢丝绳索（固定滑轮用）、

滑轮、电焊工具、鎯头、扳子、錾子、钢板尺、钢盒尺、塞尺、找道尺、铁锹、小铲、水

桶、不灰桶、油石、对讲机（或耳机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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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导向机构的安装 

电梯导向机构由导轨、导轨支架、导靴组成。 

（一）工艺流程： 

1.样板架安装、挂基准线→导轨架及导轨安装→机房机械设备安装→对重安装→轿厢

安装→层门安装→井道机械设备安装钢丝绳安装→电气装置安装-→整机调试 

2.导轨架及导轨安装：确定导轨支架位置→安装导轨支架→安装导轨→调整导轨→安

装导靴 

  

（二）确定导轨支架的安装位置 

1.没有导轨支架预埋铁的电梯井壁，要按照图纸要求的导轨支架间距尺寸及安装导轨

支架的垂线来确定导轨支架在井壁上的位置。 

2.当图纸上没有明确规定最下一排导轨支架和最上一排导轨支架的位置时应按以下

规定确定：最下一排导轨支架安装在底坑装饰地面上方 1000mm 的相应位置。最上一排道

架安装在井道顶板下面不大于 500mm 的相应位置。 

3.在确定导轨支架位置的同时，还要考虑导轨连接板（接道板）与导轨支架不能相碰。

错开的净距离不小于 30mm（图 2-1）。 

 

图 2-1 导轨支架安装 

3.若图纸没有明确规定，则以最下层导轨支架为基点，往上每隔 2000mm 为一排导轨

支架。个别处（如遇到接道板）间距可适当放大，但不应大于 2500mm。 

4.长为 4m 以上（包含 4m）的轿厢导轨，每根至少应有两个导轨支架。4m 至 3m 长的

轿厢导轨可不受此限，但导轨支架间距不得大于 2m。如厂方图纸有要求则按其要求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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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装导轨支架 

根据每部电梯的设计要求及具体情况选用下述方法中的一种。 

1.电梯井壁有预埋铁： 

(1)清除预埋铁表面混凝土。若预埋铁打在混凝土井壁内，则要从混凝土中剔出。 

(2)在预埋铁上补焊铁板。铁板厚度δ ≥16mm，长度一般不超过 300mm。当长超过 200mm

时，端部用不小于φ 16 的膨胀螺栓固定于井壁。加装铁板与原预埋铁搭接长度不小于 50mm，

要求三面满焊（图 2-2）。 

 

图 2-2 导轨支架满焊 

(3)安装导轨支架： 

a 安装导轨支架前，要复核由样板上放下的基准线（基准线距导轨支架平面 1~3mm，

两线间距一般为 80~100mm，其中一条是以导轨中心为准的基准线，另一条是安装导轨

支架辅助线（图 2-3）。） 

b 测出每个导轨支架距墙的实际高度，并按顺序编号进行加工； 

c 根据导轨支架中心线及其平面辅助线，确定导轨支架位置，进行找平、找正。然后

进行焊接； 

d 整个导轨支架不平度应不大于 5mm； 

e 为保证导轨支架平面与导轨接触面严实，支架端面垂直误差小于 1mm（图 2-4）；（f）

导轨支架与预埋铁接触面应严密，焊接采取内外四周满焊，焊接高度不应小于 5mm。

焊肉要饱满，且不能夹渣、咬肉、气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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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安装导轨支架的样线 

 

图 2-4导轨安装 

2.用膨胀螺栓固定导轨支架： 

混凝土电梯井壁没有预埋铁的情况多使用膨胀螺栓直接固定导轨支架的方法。 

使用的膨胀螺栓规格要符合电梯厂图纸要求。若厂家没有要求，膨胀螺栓的规格不小

于φ 16mm 

(1)打膨胀螺栓孔，位置要准确且要垂直于墙面，深度要适当。一向以膨胀螺栓被固

定后，护套外端面和墙壁表面相平为宜（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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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固定膨胀螺栓 

(2)若墙面垂直误差较大，可局部剔修，使之和导轨支架接触面间隙不大于 1mm，然后

用薄垫片垫实（图 2-6）。 

 

图 2-6导轨支架导轨的连接 

(3)导轨支架编号加工。 

(4)导轨支架就位，并打正找平。将膨胀螺栓紧固。 

3.用穿钉螺栓固定导轨支架： 

(1)若电梯井壁较薄，不宜使用膨胀螺栓固定导轨支架且又没有预埋铁，可采用井壁

打透眼，用穿钉固定铁板（δ ≥16mm）。穿钉处，井壁外侧靠墙壁要加 100×00×12（mm）

的垫铁，以增加强度。见图 2-7，将导轨支架焊接在铁板上。 

 

图 2-7导轨支架焊接在铁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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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工及安装导轨支架的方法和要求完全同有预埋铁的情况。 

4 .用混凝土筑导轨支架： 

若电梯井壁是砖结构，一般采用剔导导轨支架孔洞，用混凝土筑导轨支架的方法。 

(1)轨支架孔洞应剔成内大外小，深度不小于 130mm（图 2-8）。 

 

图 2-8 导轨支架孔 

(2)导轨支架编号加工，且入墙部分的端部要劈开燕尾（图 5-19）。 

 

图 2-9导轨支架开燕尾 

(3)用水冲洗孔洞内壁，使尘渣被冲出，洞壁被淋湿。 

(4)稳筑导轨支架用的混凝土用水泥、砂子、豆石按 1：2：2 的体积比加入适量的水

搅拌均匀制成。稳筑导轨支架时要用此混凝土将孔洞填实。支架埋入墙内的深度不小于

120mm，且要找平找正。 

(5)导轨支架稳筑后不能碰撞，常温下经过 6~7 天的养护，达到规定强度后，才能安

装导轨（轨道）。 

(6)对于导轨支架的水平误差要求同前。 

（四）安装导轨 

1.从样板上放基准线至底坑（基准线距导轨端面中心 2~3mm），并进行固定（图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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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导轨的样线 

2.底坑架设导轨槽钢基础座必须找平垫实，其水平误差不大于 1/1000。槽钢基础座位

置确定后，用混凝土将其四周灌实抹平。槽钢基础两端用来固定导轨角钢架，先用导轨基

准线找正后，再进行固定（图 2-11）。 

 

图 2-11 导轨架如固定 

3.若导轨下无槽钢基础座可在导轨下边垫一块厚度δ ≥12mm，面积为 200mm×200mm

的钢板，并与导轨用电焊点焊（图 2-12）。 

 

图 2-12导轨底板 

4.对用油润滑的导轨，需在立苊导轨前将其下端距地平 40mm 高的一段工作面部分锯

掉，以留出接油盒的位置（图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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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导轨接油位置 

5.在梯井顶层楼板下挂一滑轮并固定牢固。在顶层厅门口安装并固定一台 0.5t 的卷

扬机（图 2-14）。 

 

图 2-14 安装卷扬机 

6.吊装导轨时要采用双钩勾住导轨连接板（图 2-15）。 

 

图 2-15吊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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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导轨较轻且提升高度不大，可采用人力，使用δ ≥16 尼龙绳代替卷扬机吊装导轨。 

7.若采用人力提升，须由下而上逐根立起。若采用小型卷扬机提升，可将导轨提升到

一定高度（能方便地连接导轨），连接另一根导轨。采用多根导轨整体吊装就位的方法，

要注意吊装用具的承载能力，一般吊装总重不超过 3kN（≈300kg）整条轨道可分几次吊装

就位。 

（五）调整导轨（轨道）： 

1.用钢板尺检查导轨端面与基准线的间距和中心距离，如不符合要求，应调整导轨前

后距离和中心距离，然后再用找道尺进行细找。 

2.用找道尺检查、找正导轨（图 2-16）。 

 

图 2-16校正导轨 

(1)扭曲调整：将找道尺端平，并使两指针尾部侧面和导轨侧工作面贴平、贴严，两

端指针尖端指在同一水平线上，说明无扭曲现象。如贴不严或指针偏离相对水平线，说明

有扭曲现象，则用专用垫片调整导轨支架与导轨之间的间隙（垫片不允许超过三片）使之

符合要求。为了保证测量精度，用上述方法调整以后，将找道尺反向 180°，用同一方法

再进行测量调整，直至符合要求。 

(2)调整导轨垂直度和中心位置：调整导轨位置，使其端面中心与基准线相对，并保

持规定间隙（如规定 3mm）（图 2-17）。 

 

图 2-17 导轨的间隙 

(3)找间距：操作时，在找正点处将长度较导轨间距 L 小 0.5~1mm 的找道尺端平，用

塞尺测量找道尺与导轨端面间隙，使其符合要求。（找正点在导轨支架处及两支架中心处。）

两导轨端面间距 L（图 2-18），其偏差在导轨整个高度上应符合表 2-2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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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导轨距离 

两导轨端面间距的偏差要求   表 2- 

电 梯 

速 度 

2m/s 以上 2m/s 以下 

轨道用

途 

轿厢 对重 轿厢 对重 

偏差不

大于（mm） 

＋1 

－0 

＋2 

－0 

＋2 

－0 

＋2 

－0 

  

上述三条必须同时调整，使之达到要求。 

3.修正导轨接头处的工作面 

(1)导轨接头处，导轨工作面直线度可用 500mm钢板尺靠在导轨工作面，用塞尺检查 a、

b、c、d处（见图 2-19），均应不大于表 2-3 的规定（接头处对准钢板尺 250mm 处）。 

导轨工作面直线度允许偏差   表 2-3 

导轨连接

处 
a b c d 

不大于

（mm） 
0.15 0.06 0.15 

0.0

6 

  

(2)导轨接头处的全长不应有连续缝隙，局部缝隙不大于 0.5mm（图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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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导轨连接板 

 

图 2-20导轨连接板的间隙 

 

图 2-21导轨连接板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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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导轨的侧工作面和端面接头处的台阶应不大于 0.5mm（图 2-21）。 

对台阶应沿斜面用手砂轮或油石进行磨平，磨修长度应符合表 2-4的要求。 

台阶磨修长度     表 2-4 

电梯速度

（m/s） 
3m/s 以上 3m/s 以下 

修整长度

（mm） 
300 200 

  

 

三、导轨安装注意事项 

（一）成品保护 

1.运输导轨时不要碰撞地面。当地面已做好面层时要用草袋或纤维板等物保护，且要

将导轨抬起运输，不可拖动或用滚杠滚动运输。 

2.当导轨较长，遇到往梯井内运输不便的情况，可先用和导轨长、短相似的木方代替

导轨，反复进行试验，找出最佳的运输方法。若必须要破坏结构时，要和土建、设计单位

协商解决，决不可自行操作。 

3.当剔层灯盒、按钮盒、导轨支架孔洞，剔出主钢筋或预埋件时，不要私自破坏，要

找土建、设计单位等有关部门协商解决。 

4.在立导轨的过程中对已安装好的导轨支架要注意保持，不可碰撞。 

5.导轨及其它附件在露天放置必须有防雨、雪措施。设备的下面应垫起，以防受潮。 

（二）应注意的质量问题 

1.用混凝土浇筑的导轨支架若有松动，要剔出来，按前述的方法重新浇筑，不可在原

有基础上修补。 

2.用膨胀螺栓固定的导轨支架若松动，要向上或向下改变导轨支架的位置，重新打膨

胀螺栓进行安装。 

3.焊接的导轨支架要一次焊接成功。不可在调整轨道后再补焊，以防影响调整精度。 

4.组合式导轨支架在导轨调整完毕后，须将其连接部分点焊，以增加其强度。 

5.固定导轨用的压道板、紧固螺丝一定要和导轨配套使用。不允许采用焊接的方法或

直接用螺丝固定（不用压道板）的方法将导轨固定在导轨支架上。 

6.调整导轨时，为了保证调整精度，要在导轨支架处及相邻的两导轨支架中间的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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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设置测量点。 

7.冬季尽量不采用混凝土筑导轨支架的方法安装导轨支架。在砖结构井壁剔筑导轨支

架孔洞时，要注意不可破坏墙体。 

四、导轨安装质量要求 

（一）保证项目： 

1.导轨安装牢固，两列导轨顶面的距离偏差，轿厢导轨为 0～+2mm，对重导轨为 0～

+3mm。 

2.每根导轨应当至少有 2 个导轨支架，其间距一般不大于 2.50m（如果间距大于 2.50m

应当有计算依据） 

3.当对重（或轿厢）将缓冲器完全压缩时，轿厢（或对重）导轨长度必须有不小于

0.1+0.035V（以米表示）的进一步制导行程。 

（二）基本项目： 

导轨支架应安装牢固，位置正确，横竖端正。焊接时，双面焊牢，焊缝饱满，焊波均

匀。锚栓（如膨胀螺栓）固定只能在井道壁的混凝土构件上使用；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三）允许偏差项目： 

导轨组装的允许偏差、尺寸要求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4-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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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轨组装允许偏差、尺寸要求和检验方法  表 4-1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或尺寸

要求（mm） 
检验方法 

1 导轨垂直度（每 5m） 0.6 吊线、尺量检查 

2 

接 

头 

处 

局部间隙 0.5 用塞尺检查 

台阶 0.05 用钢板尺、塞尺检查 

修光长度 
甲 ≥300 

尺量检查 
乙、丙 ≥200 

3 顶端导轨架距导轨顶端的距离 ≤500 尺量检查 

 注：电梯额定速度分为三类： 

 甲梯：2、2.5、3m/s（简称高速梯）； 

 乙梯：1.5、1.75m/s（简称快速梯）； 

 丙梯：0.25、0.5、0.75、1m/s（简称低速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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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果 

经过这几个月的学习与实习工作，我终于完成了本篇毕业设计，从开始接到毕业设计

题目到系统的实现，再到毕业设计文章的完成，每走一步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尝试与挑战。

在这段时间里，通过自己学习查看相关资料、书籍和向指导老师请教，让我学到了很多知

识。学习了电梯各部件安装的方法及要求，同时也重点学习了电梯导轨安装的方法及工艺

要求等知识。更重要的是有了宝贵的实践操作经验，尤其是通过对学校实训基地导轨模块

的安装与学习，让我充分的掌握了导像机构的安装方法，在安装过程中也学会如何安全进

行电梯安装工作。 

此次设计是我们在学完规定的全部课程的基础上进行的最后一个实践学习环节，是我

们全方面、系统的掌握所学专业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此次电梯安装工艺流程的设计，

能够更好的培养我们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的有关理论安装知识去独立分析、解决实际电梯安

装过程中的问题的能力，为我们今后走上工作岗位从事实际安装、维保工作打下一个良好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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