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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惊魂”事件何时休?

日前南京市中商万豪小区的电梯像发了疯, 从 29 楼陡降至 12 楼,

随后又从 12楼飙升至 30楼。 小区居民小杨被吓得不轻,到学校仍胸闷

气短,心跳加快。他表示,这部电梯使用时间较长,经常出问题。目前,物业

已经组织人手维修。面对频频出现的电梯故障,人们不禁再度质疑:电梯

故障为何频频发生?我们身边的电梯到底是否安全?“电梯惊魂”事件何

时才会休止?

大量老旧电梯带“病”运行

今年 5 月 14 日至 16 日三天时间里, 湖北宜

昌、陕西西安、广东深圳、云南玉溪相继发生电梯事

故,致 4 人死亡,电梯安全问题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

焦点。而在日常生活中,电梯“关人”、“夹人”、“溜梯”

等故障也时有发生。

在这些电梯事故中, 商用电梯事故因多发生于

公共场合而受到舆论普遍关注。然而,在老旧高层居

民住宅发生的电梯事故,无论是频率还是死伤人数,

远高于商用电梯, 对其维修保养工作仍未引起足够

重视。

中国电梯协会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电梯保有量

已达 250 万台左右,电梯生产量、保有量均为世界第

一。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上世纪 90 年代安装的电梯,

使用时间已十多年甚至超 20 年,大量老旧电梯依然

带“病”运行,使电梯事故发生率增大。

个别部门监管流于形式

在公布的电梯事故调查结论中,“制造缺陷”“超

龄服役”“维保流于形式” 等原因往往是电梯事故的

罪魁。

据一些电梯生产安装企业介绍,“价格战” 导致

电梯生产和安装企业鱼龙混杂。 一些小厂为降低成

本,在控制系统、变频器、接触器等关键设备上采用

低价劣质的零部件。

更有甚者, 收购旧电梯翻新、 贴标生产牟取暴

利。 近期媒体就集中曝光河北保定等地已形成翻新

电梯“生产基地”,郑州、深圳等全国多个城市发现翻

新后重新投入使用的电梯。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老旧电梯超龄服役现象也

普遍存在。 由于我国目前没有电梯整机的报废标准

和报废期限,为节省开支,不少老旧电梯仍超龄“服

役”。

一些电梯企业还反映, 个别监管部门只注重收

费和罚款,使监管流于形式。河北某地电梯协会会长

说, 河北省规定电梯每年年检,4 层以内 500 元,每

增加一层增加 60 元。 电梯初检最少要 3000 至

5000 元,之后还有定检、复检,反复收钱。“这种检查

流于形式,更多是收费的幌子,检测人员来了之后就

是填个表、盖个章,收钱了事,没有技术检测。 ”

合力构筑电梯“安全防护堤”

针对当前电梯生产安装、运行维护、监督管理存

在的诸多问题, 主管部门和业内专家呼吁对电梯行

业进行严肃整治。

首先应尽快制订和出台电梯强制性报废制度,

可由政府部门或委托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定期进行

电梯安全评估,并出台全国电梯使用年限、零部件报

废等国家标准。

此外,应通畅电梯维保资金渠道。重庆市质监局

相关负责人陈海膺说,对老旧电梯,政府应在维保上

给予补贴。 对大修基金提取问题,他建议打造“绿色

通道”,让物管公司先提取修理,再补齐手续,确保电

梯维修基金能及时到位。

针对电梯运行和维保的监管漏洞, 不少专家指

出,质监部门不能简单地“一罚了之”,应加大对维保

单位的监督检查力度,依法依规从严处理违规企业。

“质检部门既然收费,就要对所检验的设备承担一定

的法律责任。 ”

据记者了解, 北京市质监局等部门正研究建立

公共场所电梯安全责任“终身制”制度,由电梯制造

厂家终身负责本品牌电梯安全工作。 国家质检总局

也正在研究制定《电梯安全监察规定》,进一步明确

并促进电梯使用、维保单位主体责任的落实。

另外, 多位专家还提出, 科学使用电梯非常重

要。公众应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不要在超载的临界点

挤入电梯,乘梯时尽量保持均衡而不要剧烈晃动,儿

童乘梯必须有大人看管, 扶梯不能托载大件行李更

不能运货。 更重要的是,在人流巨大的交通要道,使

用部门应派专人监管电梯运行情况, 及时疏导人流

避免短时间内负载过大。

话中音

●电梯安全不单纯是行业的问

题，已成为公共安全的重大社会课题。

加强当前城市电梯生产、安装、维护、质

量监管是保证电梯安全的必要基础。

———斯涵涵

●相关部门应当出台电梯的报

废年限。 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的报废

年限，许多电梯超期服役，带病工作，

这是电梯惨案的一大诱因。

———黄齐超

●杜绝不安全行为才能共同避

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只有质量过硬、

安防明确，监管有力，安全意识全面

到位，才能确保安全责任不“过期”，

电梯安全不“失控”。

———凌寒

●住在高层，“上上下下”不仅有

享受，还有烦恼和恐惧。

———高行

●在电梯落下的那几秒， 是怎样

的一种绝望、无助和牵挂，在对电梯事

故的发生感到悲伤和惋惜之余，希望政

府能承担起应有责任，防止悲剧重演。

———陶观

●可筹建电梯协会对电梯厂家

和产品的监督和管理，以行业自律来

避免电梯事故。 对一些事故频率高、

维修能力差的电梯厂家实施“永久性

禁入”。

———刘英团

●对电梯维保不到位的实行零

容忍，坚决严惩决不姑息！否则，电梯

夺命事故就不会绝迹！

———李方向

电梯这种建筑物内载人载物的交通运输工

具，为人们日常出行提供了很大便利。 然而，最近

两日湖北宜昌和深圳罗湖区因电梯故障而发生的

惊魂惨剧，让人们倍感触目惊心。 那么，日常乘坐

电梯时有哪些安全常识是必知的呢？ 当电梯出现

故障时，又有哪些自我保护办法呢？

事件回顾：

宜昌、深圳两地两日连发电梯惊魂惨剧

5 月 14 日上午， 湖北宜昌沃尔玛超市一部

正在运行的电动扶梯突然断裂， 导致一名正乘

坐扶梯的老婆婆踩空，坠入扶梯内不幸身亡。 无

独有偶， 由电梯故障而引发的惊魂惨剧在深圳

也发生了。 5 月 15 日，深圳市罗湖区长虹大厦

一部电梯在下行时突然发生故障， 停至二三层

之间打开电梯门后， 一位正在玩手机的医院女

实习护士拟走出电梯时被迅速关上的梯门夹住

了头， 但电梯并未就此停止运行而是下行至负

一层，导致该护士颈部动脉被拉断而当场身亡。

事后，相关部门查封了该电梯并介入调查。

网友关注：

日常乘梯安全常识及发生故障时自救办法

近日发生的这两起电梯事故引发了众多网友

的关注与热议。一些网友感叹生命真的很脆弱，一

些网友担心电梯不安全、直呼不敢再乘坐，而更多

网友则是关注日常乘坐电梯时的安全常识及发生

故障时的自救办法，不少网友都认为，乘坐电梯时

一定要懂得一些安全常识，学会提前预防，学会在

事故来临时自我保护。

建议：

乘坐电梯时 安全“五须知”需谨记

对于电梯这种建筑物内载人载物的交通运输

工具，如果我们某天在乘坐时不幸遇到故障，那么

我们该如何迅速处理， 从而确保人生安全少受事

故威胁呢？谨记以下五项安全须知建议，或许可以

在事故来临时减少不安全因素。

须知 1、乘坐电动扶梯 站在黄色安全警示框

内

当我们日常乘坐电动扶梯时， 一定要遵守这

些安全常识。首先是站立的位置，一定要始终站在

电梯梯级的黄色安全警示框内； 其次是注意脚不

要迈出梯级边沿位置， 否则很容易引发乘梯者跌

倒等事故；再次是手要紧握扶手，面向前方站稳，

以免扶梯运行时重心不稳跌倒或人多拥挤时造成

摔倒。 最后是不要在扶梯上奔跑、打闹。 当到达后

要及时踏出，避免在出口范围内停留。

须知 2、乘扶梯摔倒时 头部和颈椎要护好

如果乘坐的扶梯出现故障， 此时切记不要惊

慌失措，如果靠近急停按钮，则应当立即按下。 如

果不慎摔倒， 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头部和

颈椎。错误的做法是慌乱扑倒在地，正确的做法是

身体呈弯曲状， 双手十指交叉相扣放在后脑与颈

部位置，以避免颈部遭受猛烈撞击而损伤神经，同

时两肘向前以保护双侧太阳穴。

须知 3、电梯故障停止运行时 联系外界

当电梯轿厢正常运行时， 乘坐者一定不要用

手乱扒轿门。因为一旦轿门被扒开，轿厢就会紧急

制停，影响电梯正常运行。当乘坐电梯遭遇电梯出

现故障而停止正常运行时， 首先记得保持清醒的

头脑，不要在电梯内蹦跳或使劲摇晃。 其次，用手

机或电梯内的电话联系外界， 或按下电梯内警铃

以报警。

须知 4、如遇电梯加速下坠 按下每层按钮

当乘坐电梯遭遇突然加速下坠时， 一定迅速

按下每一层的按钮。 记得将整个背部和头部紧贴

梯箱内壁，通过电梯壁来保护脊椎。同时用手抱住

脖子以避免其受撞击， 膝盖要呈弯曲状以便承受

下坠压力、保护骨骼，脚尖点地、脚跟提起以减缓

冲力。

须知 5、儿童乘梯 应有大人陪护

由于儿童自理能力较弱， 不太懂得乘梯安全

常识，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都不强，且活泼好动，

容易造成操作失误， 如果任由其单独乘坐扶梯或

电梯，一旦发生突发事故，很容易受到伤害。所以，

儿童乘梯时应当有大人陪护。

近来， 全国发生多起电梯伤

人事故。 在浙江温州，一对母子进

入电梯后，一脚踏空从 6 楼坠落，

母亲当即身亡；在武汉一处工地，

发生了电梯从 30 层坠落、导致 19

人遇难的惨剧……

在太原， 经质监部门登记的

电梯数量约 13000 部， 且正以年

均 1500—2000 部的速度增长，全

市每天约有 70—80 万人乘电梯。

我们身边的电梯是否安全？ 监管

部门对此做了哪些努力？ 当遭遇

溜梯、被困等故障时该如何应对？

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目前，太原市在用电梯运行状况平稳，所有

电梯全部实现了智能化监管。”太原市质监局特监

处相关人士表示，从 2009 年 8 月起，他们就在全

市每部电梯内安装芯片和扫描仪，构建“智能数字

化管理系统”。 而通过该系统，监察人员可迅速查

清每部电梯的维保检修情况， 有效减少电梯困人

等常见故障。

不仅如此，在全市电梯智能化监管全覆盖的基

础上， 质监部门也正在对现有的智能化监管系统进

行一次升级。升级完成后，当乘客在电梯内遇到故障

时，安装在电梯内的特别装置可以通过人体感应器，

判断电梯里是否有人，并发出语音提示，安慰被困人

员，稳定其情绪。 此外，这种装置还能自动将故障信

息快速传递到维修人员和小区管理者手机上， 便于

通知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值得一提的是， 太原市电梯行业分会于日前

正式成立并投入运转。 省质监局特设处负责人要

求，电梯行业分会将承担起制定行业标准、统一行

业行为的职责，并借鉴广东、上海等其他省市行业

协会的成功经验，将联合会做强做大。太原市质监

局特监处负责人也对这个协会表现出很大的期

望，他说，“现在电梯救援的水平还不高，希望借助

行业协会的力量，组建电梯 110 救援队伍。”而且，

计划将电梯 110 与 110 报警平台联网，由 110 值

班人员转给电梯 110 救援中心， 通知分布在各街

区的电梯救援人员及时行动。

另外， 一旦发现没有张贴安全检验合格证或

合格证过期的电梯， 市民可拨打质监部门的举报

热线 96315 反映。 最后，消防官兵还为广大市民

介绍了一个口诀，请您记好：“电梯突停莫害怕，电

话急救门拍打。 配合救援要听话， 层层按键快按

下。 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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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监工作人员介绍， 正常的电梯内应张贴质

监部门颁发的合格证，也应有必要的标识。只要是

检验合格、尚在有效期内的电梯，市民就可以放心

乘坐。其实电梯远没有人们印象中那样可怕。因为

现在安装的电梯，一般都有多重保护系统，常见的

有超速保护装置、缓冲装置、急停装置和超载保护

装置。

在常见的电梯故障中， 轿厢坠落的情况较

多，后果也较为严重。 此时，电梯内的速度保护

系统会发挥作用。 当轿厢速度超过额定速度

10%时， 超速保护装置中的限速器和安全钳会

让轿厢停下来， 而一般电梯超速运行距离不会

超过 3 米。 如果超速保护装置失效，缓冲装置又

会起到双保险的作用， 此时电梯井道两端的液

压或弹簧缓冲器可吸收动能， 减轻对电梯内人

员的伤害。

电梯轿厢里有一个红色按钮， 但很多人不知

道它的作用，其实这是急停装置的启动键。发生紧

急情况时，按下红色按钮，电梯将立刻停运。此外，

每部电梯内都有超载保护装置，人员超载时，轿厢

下面的称重装置会向控制系统发出超载信号，发

出蜂鸣声提醒乘客已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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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区的电梯每年都要检验，而且也贴

有检验合格标志， 为什么还会出现困人的事

故？ ”市民马先生在省城五一路一家小区居住了

两年， 仅他自己亲身遇到的电梯困人事故就有

三四回了。 马先生疑惑，很多检验过的电梯还经

常出事故， 是检验部门对电梯年检时把关不严

造成的吗？

对于马先生的疑问， 省特种设备检验所相关

负责人表示，电梯属于特种设备，国家对于电梯的

检验有着严格的规定。 当一部新电梯安装完成时

需要检验， 一部旧电梯大修后也要检验， 除此之

外，任何一部在用电梯每年都要检验一次，检验合

格后在轿厢内张贴检验合格证。

该负责人介绍，按照国家规定的检查项目，一

台电梯完成现场检验大约需要两小时， 检验内容

多达 140 项，检验人员也必须取得相关资质。“检

验只是一种手段， 不能保证检验合格的电梯完全

不出问题。 ”该负责人举例说，“就像人体检时没发

现问题，但并不代表他过一段时间就不会生病，检

验合格证只能代表检验项目当时是否合格。 ”这位

负责人称，一部电梯是否安全，主要得靠物业部门

的管理和维保单位的日常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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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连发电梯惊魂事件

安全乘坐“五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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