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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特种设备作业很容易发生伤亡事故，并对操作者本人、他人及周围的设施、设备安全造成重大危
害。
而大多数事故是由于直接从事这些作业的操作人员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缺乏安全知识、安全操作技能或
违章作业造成的。
　　2004年12月24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第七十号令，并于2005年7月1日起实施《特种
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该办法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有了更加明确的考核管理办法。
按照要求，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必须经过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持证上岗，此后每两年定期进行一次复
审。
2007年8月8日，国家质检总局颁布实施《电梯安全管理人员、作业人员考核大纲》（TSGT6001-2007）
，该大纲对电梯作业人员的培训、考核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为了更好地完成电梯作业人员的培训、考核工作，大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根据新大纲的要求，特
组织相关人员编写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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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实施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并参照《电
梯安全管理人员、作业人员考核大纲》的要求进行编写。
主要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电梯基本介绍、机械部分、电气部分、安全保护系统；第二部分为
电梯作业安全要求、紧急情况处理；第三部分为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本书可作为电梯作业人员上岗前自学和培训的教材用书，也可供相关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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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林，1961年生，安徽人，1982年毕业于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工程机械系港口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
高级工程师（安全工程），现任大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总工程师，主要从事特种设备的检验检测
培训的技术管理工作。
现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全国特种设备检验人员考核委员会委员、大连市特种设备管理协会副
会长，辽宁省质量技术监督协会技术委员会辽宁质量技术监督科技进步奖特种设备专业评审组委员，
大连市特种设备专家组成员。

    主要著作有《起重机械技术检验》和《起重机械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教材》等。
主要获奖情况有《起重机防爬装置》1 999年获第十二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金奖；《集装箱岸边起重机仿
真训练系统》2007年获大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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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电梯机械部分　　2.2 导向系统　　电梯运行中的导向系统严格规定了电梯的运行轨迹，
导向系统的功能是限制轿厢和对重的活动自由度，使轿厢和对重只沿着各自的导轨作升降运动，使两
者在运行中平稳，不会偏摆，如图2—30所示。
　　有了导向系统，轿厢只能沿着左右两侧的竖直方向的导轨上下运行。
对重只能沿着位于对重两侧的竖直方向的导轨上下运行。
所以电梯的导向系统，包括轿厢的导向和对重的导向两部分。
不论是轿厢导向和对重导向均由导轨、导靴和导轨架组成，如图2—31、2—32所示。
轿厢和对重是通过曳引绳分别挂在曳引机的两侧，两边就形成平衡体，起到相对重量平衡作用。
　　另外，连接轿厢和对重的曳引绳，若楼层高，钢丝绳长，自身的重量增多，通　　过连接在轿厢
底和对重的补偿链(见图2—30中的补偿链)起着两边重量平衡的补偿作用。
这样，导向系统配合了重量平衡系统，从而保证了电梯曳引传动的正常，运行的平衡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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