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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感谢您使用该系列永磁同步无齿轮曳引机产品！ 

永磁同步电机技术作为一种电动机新技术应用于电梯曳引机领域开始于二十

世纪九十年代，它带来了一次电梯公司形式上的革命。该系列永磁同步无齿轮曳引

机采用盘式制动器、内转子型式。 

本公司研发的永磁同步无齿轮曳引机的各项指标设计均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每

台曳引机出厂前都经过严格的质量检验，对制动力、绝缘耐压、振动、噪音等各项

指标进行了全面的检测，从而保证产品的质量和性能符合标准规定。 

此手册为产品的一部分，旨在为用户正确使用无齿轮曳引机并提供曳引机安装、

保养方面的指导，请务必妥善保管于安全的地方，以方便服务人员使用。在对机器

进行安装、调试、使用、维修前，请务必阅读并理解此手册的内容。对不按此手册

或不按我公司工程人员指导进行违规操作所产生的所有后果，我公司有权不予承担。 

我公司拥有对本手册及其所包含信息的所有权，并有权对手册内容进行版本更

新，而不另行通知。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经本公司同意复制部分或全部内容，用于同行业产品

的说明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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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安全 
以下为本操作手册内所使用的图片和表示的意义 ，请仔细阅读。 

安全标志例  
 

如果不按要求操作造成的危险，可能导致人员重伤或者死亡。 

 

如果不按要求操作造成的危险，可能导致人员轻伤，或者导致设备损坏。 

二 产品说明 

2.1 曳引机介绍 

曳引机主要由电机（永磁同步电动机）、曳引轮、编码器（速度/位置反馈元件）

及制动器（制动系统）组成，具有节能环保、体积小、效率高、安全稳定等特性，

适用于有机房、无机房两种安装方式。 

2.2 曳引机工作条件 

●海拔高度不超过 1000 米； 

●环境温度应保持在 5℃~40℃，相对湿度不大于 90%； 

●供电电压波动与额定值偏差不超过±7%； 

●环境空气中不含有腐蚀性和易燃易爆性气体； 

●曳引机必须由控制柜供电其额定参数以主机铭牌为准，严禁直接供电； 

●曳引钢丝绳及曳引轮绳槽表面不得有影响曳引性能的润滑剂及其它杂物； 

我公司有权拒绝不按以上使用条件运行而造成损坏的赔偿。 

2.3 防护等级 

根据国家标准 GB4942.1-2001 中规定的旋转电机外壳防护分级的具体规定，曳

引机的防护等级是 IP40，绝缘等级为 F 级。进行电气安装时，应确保端子盒的电缆

进线口正确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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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产品型号 

 

表 1 永磁同步无齿轮曳引机规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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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外形安装尺寸 

 

图一 外形安装尺寸图 

表 2 外形安装尺寸表 

 

 

 

 

 

使用机型 代号 Φ  L M 

载重320-450KG；梯速0.4m/s；曳引轮Φ 200 （320-450）/040Z5.X Φ 200 460 278 

载重320-450KG；梯速0.4m/s；曳引轮Φ 240 （320-450）/040Z6.X Φ 240 480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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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备件 

下表所列部件为用户可购部件 ： 

                         表 3  备件 

 

三 运输、仓储及吊装 

曳引机在运输、仓储及安装移动过程中应严格按照以下规定： 

●运输吊装时按箱体标识作业，运输及储藏时禁止将箱体叠放； 

●吊环按曳引机自身重量设计，不允许与底架一起吊装； 

●吊装时需保持曳引机平稳，不得有碰撞； 

●储藏于干燥、无尘、通风的室内且储藏时间超过6个月时，需以低速（<20转/

分）正反方向运转电机，使润滑脂均匀润滑轴承； 

 

 

序号 料号 名称 单台用量 

1 MTA395H 挡绳杆 2 

2 MWA633A 编码器 1387 1 

3 MTA471G 编码器托架 1 

4 MTA1400D1 远程松闸装置 1 

5 MTB174A1 1387编码器一体线 1 

6 MTA1700M 制动盘组件 1 

7 MTA384T 编码器防护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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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安装 

4.1 使用前检查 

●开箱后检查主机铭牌确认是否为所购主机型号； 

●核对装箱单中所列部件，确认有无缺失、损坏等情况； 

●曳引机重要紧固件出厂前有红漆标示，检查红漆是否有断裂、移位等情况； 

●测量绕组对地绝缘电阻（500 兆欧表，其值应不低于 1MΩ）； 

4.2 安装注意事项 

●曳引机防护等级为 IP40，安装环境需符合此标准要求； 

●确保安装曳引机的机架表面平整，最大允许偏差为 0.1mm； 

●曳引机安装完成后，其旋转部件需按照 GB7588-2003<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

规范>进行防护处理； 

●在不挂负载的情况下，进行动态自学习，确保角度准确； 

4.3 远程松闸手动装置的安装及使用说明 

4.3.1 安装 

①出厂前已对松闸控制机构做了安装，用户只需将刹车线安装到位即可，将刹车线另

一端螺纹管嵌入松闸底座 U 型槽内，两端各用一个 M12 螺母及垫片固定。上端用配套的螺

钉固定好，如图二所示: 

 

图 二                                       图 三 

②松闸机构在出厂前已安装并已经调试好，用户只需要将刹车线安装好即可。这里对

松闸机构的安装步骤不作说明，松闸机构装好后效果见图三； 

③远程松闸手动装置安装尺寸如图四、图五所示； 

垫片 

M12 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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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四 

 

图 五 

钢索布置时角度半径必须大于 1 米以上，避免溜车或不松闸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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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使用说明 

①操作前请确认主电源已断开。 

②先取出限位螺钉（若限位螺钉不取出则弧形轮杠杆无法旋转）。如图六： 

 

 

 

图六                              图七 

③将随机携带的手柄与控制装置按照图六连接，将第一步取出的限位螺钉插入手柄与控制

装置连接处。如图七： 

④拉动手柄使手柄绕支点旋转，此时制动器打开，完成松闸动作。如图八： 

 

 

 

 

⑤松闸完成后所有零件必须复位，手柄放在规定的位置。 

⑥布置刹车线时要求使用专用的压线件（电缆用压线件或扎线带）固定，不可过紧，否则

可能导致拉索紧固导致运动失效。 

⑦装配完成后必须试运动几次保证该装置运动灵活，并且可自动复位后方可安全使用，如

有问题则必须对装置进行调整直至满足要求，否则禁止使用。 

 

松闸时注意溜车速度和轿厢平层，平层完成立即松开手柄停止松闸! 

 

4.4 电气连接 

曳引机由变频器供电，曳引机的引出端 U、V、W 与变频器的三个输出端相连，电机接

线如图九： 

图八 

限位螺钉 
限位螺钉 

旋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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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制动器装有状态监测开关(微动开关)，允许电流容量为 AC125V@5A、AC250V@3A。微

动开关信号输入端子为 3、4、5，接线原理如图十所示:   

 

图 十 

4.5 编码器 

4.5.1 海德汉 ERN 1387 

如果用户没有指定，该系列曳引机标配德国进口海德汉 ERN1387 正余弦编码器，同

时配置一根长 7m 的电缆线，用户连接端用标准 DB15 针三排接头。 

随产品发出的编码器线作如下说明以供用户参考使用：脉冲数 2048p/r，电源电压 DC5V

±5%，信号 sin-cos. 

图九 

电源 220V/380V 

接地 

热敏电阻 

图十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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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1 编码器 ERN1387 的安装及拆卸 

                              图十二 

4.5.1.2 编码器的连接 

编码器连接管脚说明： 

针脚号 6b 2a 3b 5a 4b 4a 7b 1a 2b 6a 1b 7a 5b 3a 

脉冲信号 
A B R C D Up+5

v 

悬

空 

0

V 

悬

空 ＋ － ＋ － ＋ － ＋ － ＋ － 

表四  

 

 

 

 

 

 

图十三                           图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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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器端连接接头管脚配:             

管脚号 信号 管脚号 信号 

PIN1 B— PIN9 5V 

PIN2 悬空 PIN10 C— 

PIN3 R+ PIN11 C+ 

PIN4 R— PIN12 D+ 

PIN5 A+ PIN13 D— 

PIN6 A— PIN14 悬空 

PIN7 0V PIN15 悬空 

PIN8 B+   

表五 

用户在使用之前应认真确认所选变频器接口各管脚的信号与本公

司发货产品编码器线连接变频器接口各管脚信号一致，如不一致可让

专业人员把各管脚重新排布后安装。 

编码器电缆安装： 

将编码器电缆的前端按 20 度到 30 度的角度范围卡进凹槽,如图十五； 

电缆前端卡进凹槽后，向下按压电缆前端位置使其完整的卡进凹槽内,如图十六； 

 

 

 

图十五                             图十六 

 

4.5.2 汇通编码器 E158C9.25-2048-SA5N4T 

汇通编码器的安装及拆卸与海德汉 1387 一致，参考图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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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1 编码器的连接 

编码器连接管脚说明： 

针脚号 5 6 8 1 3 4 11 10 12 13 9 7 2 14 15 

脉冲信号 
A B R C D Up+5

v 

0

V 

空 空 悬

空 ＋ － ＋ － ＋ － ＋ － ＋ － 

表六 

4.5.3 多摩川编码器 TS513N2503 

4.5.3.1 多摩川编码器安装及拆卸如图十七所示 

 

                                 图 十七 

4.5.3.2 编码器的连接 

编码器连接管脚说明： 

针脚号 5 6 8 1 3 4 11 10 12 13 9 7 2 14 15 

脉冲信号 
A B R C D Up

+5v 

0

V 

空 空 悬

空 ＋ － ＋ － ＋ － ＋ － ＋ － 

表七 

4.5.4 亨士乐编码器 RS20/2048AA.0KS0 

1、拆卸及安装方法与多摩川编码器相同，请参考图十七。 

2、编码器连接与海德汉 1387 一致，请参考表四和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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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制动器的安装及调试 

4.6.1 制动器注意事项 

●制动盘的表面不能有油脂、污垢及其它异物，否则将使制动力急剧下降； 

●根据制动器接线图，正确连接电源类型和电压； 

●曳引机运行时禁止维修； 

●制动器表面温度较高谨防烫伤； 

 

4.6.2 制动器的拆卸 

①松开空心螺栓：将空心螺栓对角依次沿逆时针方向旋转 2圈； 

②拧出固定螺栓：将固定螺栓对角依次沿逆时针方向旋转，每次旋转 2 圈直至脱离电机端

盖； 

③取出花键盘：双手对称握住花键盘上的圆柱面（不可握住圆盘两侧，防止变形）用力均

匀往外拉； 

在旋转固定螺栓至快要脱离电机端面的时候，用手托住制动器，防止固

定螺栓拧下来时制动器掉下造成人身伤害或使制动盘碰撞到转轴损坏

制动盘。 

4.6.3 制动器的安装 

①检查制动器：检查制动盘摩擦面和电机端盖表面有无油污、水质、锈斑及溶剂等杂物，

如有则用工业酒精或松香水除去，确保线圈引出线没有破损情况； 

②安装制动盘：将制动盘对准主机上花键套，均匀的套入花键套内使制动盘接触制动面，

安装过程中不可戴有油污的手套，不可用榔头敲打制动盘面，以免变形； 

 
空心螺栓 

 

固定螺栓 

 

间隙检测面 

 

摩擦片 

图十八 图十九 

空心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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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固定制动器: 将 4 枚 M10x80的内六角固定螺栓穿过弹垫 10装入制动器安装孔中，将 4

枚上述螺栓固定在主机制动面上相应的孔内，制动器固定在机座上，对称拧紧螺栓； 

4.6.4 制动器的调试 

制动器的间隙检测：用塞尺测量间隙检测面（见图十八），间隙小于 0.25mm(制动面

与转子存在摩擦的危险)或大于 0.5mm（制动器可能不吸合，不动作），需对间隙进行调整； 

制动器间隙调整原理：制动间隙的大小是通过固定螺栓和空心螺栓来调节的：固定螺

栓为主调螺栓，空心螺栓为微调螺栓；当空心螺栓不动时，顺时针旋转固定螺栓时间隙减

小，反之间隙变大，固定螺栓不动时，顺时针旋转空心螺栓，制动间隙增大，反之则减小； 

出厂前已对制动器做好调整，用户无需再做调整，若因维护、检修必须调整时，需将

间隙调整为 0.35mm。（我们的合理工作间隙为 0.3mm-0.4mm）  

①制动间隙小于 0.35mm 的调整方法：用扳手逆时针方向旋松固定螺栓约 60°，顺时针旋

转空心螺栓，用塞尺确认间隙为 0.35mm，顺时针拧紧固定螺栓并锁死，依次调节其它 3

处的间隙均为 0.35mm。 

②制动间隙大于 0.35mm 的调整方法：用扳手逆时针方向旋紧空心螺栓，使间隙变小，用

塞尺确认间隙为 0.35mm，锁死固定螺栓，依次调节其它 3 处的间隙均为 0.35mm。 

③制动间隙调整完成后，松闸柄必须能灵活左右转动 15
o
左右，若不能则需调节松闸装置

的螺母（见图十九），否则会影响制动性能。松闸机构调整方法：用一扳手固定住锁紧螺

母，再用另一扳手，顺时针旋转调节螺母，则上紧松闸柄，逆时针则松开松闸柄。调节好

后顺时针紧住锁紧螺母。 

 

五 维护 

5.1 日常维护 

●保持机房的清洁和干燥； 

●保持曳引机表面的清洁； 

●定期检查曳引机各部分工况。尤其注意电磁制动器及电机异常高温情况，如发现异常

请及时与厂家联系解决； 

5.2 电机维护 

●每个月监控一次工况电压、电流是否在铭牌额定数据范围内，如果电流明显超过额定

数据，需重新对编码器角度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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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有机房的，定期清洁机房及曳引轮表面，并对机房进行抽湿； 

●每六个月检查电缆是否有裸线及松动； 

5.3 制动器维护 

制动器的检查周期一般为 6 个月一次。 

（1）定期检测制动器测试，制动器参考间隙为 0.3mm~0.4mm。 

（2）当制动器的使用次数超过 200 万次或噪声变大时，应更换减震垫。 

（3）当摩擦片厚度小于 1mm 时，应及时更换。 

（4）在曳引机使用过程中，至少 6 个月对制动力进行一次测试，达到电梯轿厢满载 150%，

持续 10 分钟不打滑。 

在维护过程中，拆卸、安装及调试请阅读制动器安装及调试部分的说明 

5.4 曳引轮维护 

对曳引轮磨损情况每六个月进行一次观察，如果有单槽磨损则需要调整钢丝绳绳头涨紧

力达到均匀。如果多槽磨损，需要根据电梯重新确认系统重量和钢丝绳硬度与曳引机是否

匹配。 

 

六 常见故障的处理方法 
序 

号 
常见故障 查找原因/处理方法 

1 制动器不开闸故障 
注意检查制动器接线及其电压值，可用万用表

测量，确保电压波动小于 8V。 

2 制动器动作声音过大 调节制动器制动间隙，详见附录 2 

3 制动器线圈过热 

检查线圈电压，最大值不超过额定值的 5%，必

要时在控制系统中增加强激电路降低运行时线

圈电压。 

4 
主机开启时有较大震

动并伴随声音 

1.将接地线做好正确连接。 

2.调整变频器的增益参数 

3.调整变频器抱闸打开时间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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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机过热 

1.查看变频器电流是否明显大于电机额定值。 

2.环境温度是否过高。 

3.检查电机运行时，制动器是否完全打开。 

6 
主机电流过大，明显

高于额定值 

1.编码器安装位置发生窜动，重新固定编码器

后进行初始值自学习（通过变频器进行） 

2.电机是否过载，如过载，查找过载原因。 

3.电梯平衡系数是否在 0.4~0.5 范围内。 

7 
主机正常运行停车时

有倒溜 

1.请增加变频器零速时间。 

2.增加变频器低速增益。 

8 主机开启后飞车 检查编码器是否固定紧。 

9 主机有轻微振动 曳引机机架不平整或刚度不够。 

10 曳引轮磨损异常 

1．曳引轮与钢丝绳不匹配，换上匹配的钢丝绳。 

2.检查钢丝绳张力，调整到一致。 

3.验算钢丝绳比压。 

表八 故障处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