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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要旨： 

    为保证电梯能安全、可靠、高质量地运行，电梯工作人员在安

装、调试和使用本产品之前必须认真阅读本使用说明书并遵循本使

用说明书的相关规定，而且也应遵守 GB7588-2003《电梯制造与安

装安全规范》（egvEN81-1:1998《Safety rule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of electric lifts》）。凡是在安装、调试、使

用、保养和维修中，任何处理不当或违反上述规定引起的任何人身

或设备事故，制造厂将不承担任何责任。为保证电动机的正确安装

与使用，请先仔细阅读本使用维护手册。 

→ 警告： 

① 曳引机的安装以及后期的维护都必须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

进行。如需拆装，请与我公司联系，擅自拆装永磁同步曳引机有

可能导致曳引机损毁和人员伤害事故。 

② 曳引机必须由变频器供电下运行，切勿直接通电。 

③ 曳引机在断电抱闸后，三相动力线端子必须短接。 

④ 曳引机在被动条件下旋转则处于发电状态，此时将在电机端子

产生较高电压，应注意避免人员触电或引起外部设备损坏。 

⑤ 远程操作松闸装置的连接钢丝绳必须平滑展开布置，切勿套圈



 

 

缠绕、折叠。 

⑥ 制动瓦与制动轮之间应避免沾有油污及其它杂质，以免引起制

动力矩不足。 

⑦ 曳引机在开箱前后都务必保证不能淋雨，也不能放置在潮湿的

环境中。 

⑧电动机和制动器的电磁线圈是发热部件，不允许在外表覆盖任

何会影响其散热的其它物件。 

⑨在电动机高速运转时，禁止采用接线端子直接短路的方式来达

到制动目的，但允许在紧急状态时在零速起始条件下短接接线端

子，使轿厢能缓慢升降，实现紧急救援。 

→ 提示： 

① 曳引机编码器连接线必须与曳引机三相动力线不同线槽走线，也

严禁近距离平行走线，线槽材料须用金属导电材料。 

② 曳引机减振垫 4 个，有红色标记的减振垫放置曳引轮侧。 

③ 若曳引机运行有噪声或振动，请先按以下步骤来解决。 

Ⅰ 确认噪声或振动是否来自曳引机本身。 

Ⅱ曳引机机架不平整或刚度不够也会带来电梯轻微的振动 

Ⅲ 确认曳引机和变频器的接地是否良好，编码器信号线是否良好屏



 

 

蔽。 

Ⅳ 需要输入变频器的曳引机技术参数是否正确，曳引机的技术参数

见铭牌或随带的出厂证明书。 

Ⅴ 调整变频器的速度环和电流环的 PI 参数或调整变频器的载波频

率（一般为 8K～12KHz 之间）。 

Ⅵ 按上述步骤仍不能解决，请先联系变频器厂家寻求帮助。 

1  产品结构 

WYJ103-05 型无齿曳引机由三相稀土永磁同步电动机、曳引轮、制动器

和编码器等组成。 

 

电动机： 

为内转子三相永磁同步电动机；电动机的定子绕组采用 F 级绝缘并充分

考虑了变频电机的特点，在绕组的内部埋设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用于监

测绕组的温度；电动机前轴承采用制造的调心滚子轴承，后轴承采用制造的

圆柱滚子轴承。在后轴端还装有速度、位置监测反馈系统，标准配置为德国

Heidenhain 公司 ERN1387 型编码器和内密控（SBH-8192-5MD）编码器。 

 

制动刹车装置： 



 

 

制动部件是利用弹簧产生的弹簧力作为制动力，由制动器中松闸器线圈

产生的电磁力作为松闸力，当过励整流装置给松闸器线圈通以过励电流时，

松闸器产生的电磁力抵消弹簧的压力，抱闸装置打开。过励整流器在固定周

期后由全波切换到半波，电压为原电压的一半，松闸器继续维持打开状态，

切断电源后，曳引机恢复到制动状态。曳引机本身没有装配上述的过励控制

装置，完成上述过励控制的电路要由用户在电梯控制系统中自行设置。 

制动器上装有微动开关用于监测抱闸系统，当抱闸打开时，微动开关的

常闭触点断开，曳引机正常运行。此开关可有效地保护曳引机。 

制动力的大小是可调的，根据需要调整制动器两端的 4 个 M20 螺母来改

变制动弹簧的长度即可方便改变制动力。 

曳引轮： 

曳引轮的外端面上有 6 个 M14 的螺孔，在需要手动盘车时，用来安装盘

车装置中的盘车齿轮。盘车齿轮在曳引机出厂时已安装。 

2 曳引机的使用条件和电机技术参数 

曳引机应安装使用在以下条件 

 海拔高度：最大 1000m（当海拔高度大于 1000m 时，应降低负荷使用）； 

 机房内环境温度应保持在： 5～40℃； 

 .环境空气不含有腐蚀性和易燃气体； 

 最大相对湿度：不大于 90%，同时该月月平均最低温度不高于 25℃； 

 电机绝缘等级：F 级； 

 电机极数：见基本参数表； 



 

 

 防护等级：IP42； 

 冷却方式：IC00； 

 曳引机必须由控制柜供电，并且工作在闭环控制方式。其额定参数以电机

铭牌为准，严禁直接供电，以防烧毁曳引机； 

 供电电压波动与额定值偏差不超过±7%。 

3 曳引机的使用前检查和安装 

3.1 曳引机使用前应做好以下检查 

● 检查开箱时包装是否完整无损，有无受潮的迹象，如果受潮导致曳引

机零部件生锈，则务必进行除锈处理； 

● 检查铭牌数据，确认选用的曳引机型号是否符合使用要求； 

● 检查曳引机结构件有无损坏，紧固件是否松动、脱落，制动系统是否

灵活； 

● 应用 500 伏兆欧表测量电动机绕组和电磁铁励磁线圈绝缘电阻，其值

不低于 0.5 兆欧，否则应进行干燥处理。 

3.2 曳引机的安装 

    曳引机的安装必须严格按照工厂提供的图纸进行，以确保电梯的曳引条

件满足设计的要求。曳引机必须整体吊装和安装，严禁解体安装。 

安装前要检查基座的允许载重，机器安装面的平面度不超过 0.1mm。使

用机械强度等级为 12.9 级的 4 只 M24 螺栓把曳引机固定在基座上，螺栓的拧

紧力矩为 880N·m。安装钢丝绳时，先拆下安装在曳引轮上的盘车大齿轮，

然后再拆下防护罩。钢丝绳装好后，再安装防护罩（钢丝绳和防护罩之间的



 

 

距离不超过 3mm），最后装上盘车大齿轮(其 6只 M14×35螺钉拧紧力矩为 180 

N·m)。  

4  曳引机的接线 

电气连接应由经考核后合格的电气人员来完成，各端子连接要牢固，接

线柱螺母要拧紧。进行任何联接操作前（特别是在打开接线盒前）应切断所

有电路（包括附加的和辅助的）。 

电动机/绕组保护接线盒在曳引机的侧面，制动器/微动触点接线盒在曳引

机的上部。 

4.1 电动机/保护绕组接线： 

电动机/保护绕组接线盒如下图： 

①三个 M6 的螺栓分别接变频器的输

出 U、V、W，由于曳引机要和变频器联

合工作，首次使用时需要自学习（见变频

器使用说明书），有时需要交换相线，因

此，变频器的输出和曳引机连接无相位对应要求。连接变频器和曳引机的动

力电缆应使用屏蔽电缆，屏蔽层应可靠接地，并在布线时和速度、位置监测

反馈系统（编码器）的连接电缆分开。②带引线的两个 M3的接线柱是曳引电

动机绕组的温度传感器接线柱。这两个接线柱无正负之分，当曳引机定子绕

组内的温度达到 145℃时，接线柱上的电阻值上升到 1650Ω以上，曳引机外

电动机/绕组保护接线

接地 电动机

接线柱M6

热敏电阻接线柱M3

接线柱M6



 

 

接的保护系统开始工作。接线盒左下角的螺钉 M6为接地螺钉，曳引机使用时

一定要可靠接地。 

②主机接线盒内的端子上的最大允许电压上升率为 1.3kV/μs，电压的最高

值为 1.3kV。若有可能超过上述数值时，应采用滤波器或外串电抗器。滤波器

或外串电抗器将显著提高电机的绝缘寿命，但将降低电机的最大转矩 3～5%。 

③为防止主电缆（变频器输出电缆）对周围空间的电磁幅射干扰，信号

传输电缆（编码器与变频器连接电缆）受到电磁幅射干扰，主电缆应尽可能

短，且应为带屏蔽的三芯电缆，屏蔽电缆的金属护套二端绞扭后同时接地，

主电缆电流密度应不超过 7A/mm2，其线路压降不超过 0.3V。 

4.2 制动器\微动触点接线 

制动器\微动触点接线盒如下图： 

两接线板边上两边的接线孔是

用于监视抱闸打开情况的微动开关

触点接线孔，微动开关为常闭触点，

其容量为 AC220V/100mA。制动器电

磁铁左右电枢各一组，两接线板中

间两组接线孔为制动器接线孔。该接线孔上通以额定电流时抱闸打开。常温

下，两个制动器励磁线圈的并联电阻约为 51.5Ω，推荐使用适应 AC220V 电路、

额定输出 10A 的整流桥作为制动器的电源。制动器采用过励磁方式，在 DC198V

（DC110V）电压下启动，DC99V（DC55V）下维持。本曳引机内部没有过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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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装置。此装置需要用户自己在电梯控制系统中设置。 

 

4.3 速度、位置测量系统接线 

该系统安装在曳引机的后轴端，标准的配置 

是装有德国 Heidenhain 公司的 ERN1387 正弦-余

弦光电编码器作为测量系统。编码器通过一个 14

芯信号插头引出信号，系统上插头各极的功能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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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R C D 

+ - + - + - + - + - 

1b 7a 5b 3a 

Up  +5V +5 V  sensor 0 V 0 V  sensor 

各功能的意义详见编码器说明书，曳引机出厂时，编码器说明书作为产

品随机文件一同发给用户。接线时要仔细对照编码器说明书焊接插头和信号

电缆； 焊接时不要使用有腐蚀性的助焊剂；信号电缆应有屏蔽层，屏蔽层要

可靠接地，布线时要和变频器的动力输出电缆分开。请仔细验证插头和信号

电缆是否焊牢；插头是否正确插入编码器的插座上；接地线是否和编码器的

机壳接触良好，否则可能导致曳引机不能可靠工作。 

建议使用电缆套件连接测量系统和变频器。电缆套件我们可以作为附件

提供，长度可由用户定制。 



 

 

信号电缆插入编码器后，要将电缆固定在机架上，不要让和编码器的插

头和导线焊处承受电缆的重量。 

曳引机的编码器与所用的变频器相匹配，不要随意调整，否则可能导致

曳引机不能工作。 

我们可以按用户要求配装其它型号的速度、位置编码器，具体可供选配

的编码器详见曳引机订货参数表。 

4.4 接地 

为了安全和运行稳定，曳引机必须可靠的接地！ 

使用屏蔽电缆时，保证电缆屏蔽层大面积地接触机架，可使用专门的屏

蔽接触套管。 

5 使用和维护 

5.1 允许轿厢最大减速度 

不同规格型号的曳引机在运行过程中允许设置的轿厢最大减速度与钢丝

绳在曳引轮上的包角之间的关系如下表所示，请在调试使用电梯时注意！ 

注意：若轿厢质量 P不在以下范围，即 P≠（1.2～1.6）额定承载质量 Q，

钢丝绳包角小于 180 度时，请自行根据电梯曳引系统的计算来确定最大允许

的加速度，或与我司联系！ 

载重 kg 

KG 

速度m/s 绕绳比 轿厢质量（P）kg 包角 最大减速度 m/s2 

1350 1.0 2:1 1620~2160  180° 1.18 

1350 1.75 2:1 1620~2160  180° 0.98 



 

 

1350 2.5 

 

2:1 1620~2160  180° 0.90 

1600 1.0 2:1 1920~2560  180° 1.20 

1600 1.75 2:1 1920~2560  180° 1.02 

1600 2.0 2:1 1920~2560  180° 0.98 

1600 2.5 2:1 1920~2560  180° 0.90 

5.2 首次运行 

曳引机必须和变频器共同工作，首次使用前必须自学习，以便变频器确

定转子磁极相对于定子绕组轴线的位置。自学习必须在空载下进行。 

按本说明书接线，并检查无误后接通电源，曳引机空载（不挂钢丝绳），

按变频器说明书指示的步骤进行驱动系统自学习。若首次自学习不成功，请

按变频器说明书的指示交换曳引机的相线再次自学习，若自学习还不成功，

请检验接线、特别是编码器电缆是否正确；自学习成功结束重新接电源后，

给系统运行指令，若曳引机仍不能正常运行，一般是编码器电缆有断路，请

仔细排查。系统调整成功后，调节变频器的速度指令，使曳引机以 0.2m/s 的

速度（约 20r/min）正反向运转 5min，以均匀润滑脂润滑轴承和检验系统的

匹配情况。 

对 KEB 的 F4（或 F5）变频器，自学习成功后变频器即将位置储存，即

使在不通电的情况下驱动曳引轮使曳引机转动任意角度（如盘车），只要不更

换变频器或编码器，通电后，曳引机也能照样工作而不必再次自学习。 

。 

5.3 使用中的常规维护 



 

 

操作人员负责根据安全要求和适用条例适当安装曳引机并进行检查和维

修。 

常规的维护项目如下：  

 在曳引机运输安装过程中，曳引机不允许受敲击或撞击的影响，   

这样可能导致曳引机损坏无法正常运行； 

 保持机房的清洁和干燥； 

 检查曳引轮，曳引轮是否有磨损，绳槽表面不能有油污； 

 定期润滑曳引轮驱动端调心滚子轴承，具体见 5.4 润滑指导 

 检查抱闸两边的打开和闭合是否同步； 

 清洁曳引机表面（切忌用水冲洗）； 

 检查电气联结的端子是否松动； 

 检查曳引轮和刹车毂之间连接螺栓（12 只 M14×60-10.9）的拧紧力

矩（160N·m）； 

 检查曳引机的 4 只 M24 的机器固定螺栓的拧紧力矩（880N·m） 

电梯维保人员负责制动安全部件和曳引轮的定期检查，包括目视检查。 

5.4 润滑指导 

每 2 年或视需要添加（更换）润滑脂，一次加油 60g，推荐使用壳牌佳

度 S3 T150J2。使用常规润滑枪进行润滑，加油嘴采用直通式压注油杯。该油

杯拧在曳引机左脚处（自曳引轮一侧看过去）；润滑点在刹车毂靠近电镀轴盖

处，该孔用 M10×1 的螺塞封着，使用时拧下该螺塞，换上油杯，润滑后各



 

 

自拧回原处。 

 

5.5 刹车装置的调整和维护 

5.5.1 刹车制动力矩的调整 

分别调整制动器两端的 2 个 M20 的螺母，可以改变制动力矩的大小，调

整时应保持 2 个压缩弹簧压缩产生力矩相同。压缩后的弹簧长度和制动力矩

的关系如下表： 

力 

1350 

(kg) 

弹簧长度

(mm) 
114 112 110 108 106 

力矩（N·m） 2*1065 2*1200 2*1335 2*1470 2*1605 

 

1600 

(kg) 

弹簧长度

(mm) 
112 110 108 106 104 

力矩（N·m） 2*1200 2*1335 2*1470 2*1605 2*1740 

制动力矩出厂前已经初步调整好，用户在调试电梯时必须根据相关标准

要求适当调节弹簧长度以调整制动力矩，保证曳引机制动条件！ 



 

 

 

 

5.5.2 微动触点的调整 

调整调节螺钉的长度，在制动器未通电时，使微动开关接线柱间电阻值

为零；给制动器通电，让制动器打开（不制动），测量微动开关接线柱，其电

阻值应为无穷大（断路不通）。调整好螺钉位置，拧紧 M8 螺母，使制动和打

开时触点保持通、断状态。 微动开关从接通到断开或从断开到接通均会发出



 

 

正常响声。 

5.5.3 摩擦间隙调整 

如果通电状况下制动器不能打开即轮毂不能灵活转动，可在断电时调节

M20 螺钉螺母，改变制动器内部电磁气隙以调整制动瓦与制动毂间的摩擦间隙

和开合闸声音。制动瓦与制动毂之间的间隙尽量小（但在通电开闸状况下不

能影响制动毂灵活转动以及不能产生摩擦噪音），该间隙调整在 0.1～0.3mm

为宜，在调整好摩擦间隙后可锁紧制动瓦后的锁紧螺钉、螺母和拧紧 M20 螺

母和弹簧垫圈。 



 

 

制动器故障及排除方法见下表： 

 

故障 原  因 排除方法 

抱闸打 

不开 

①间隙过小 

②刹车装置未得电 

③励磁电压过低 

④整流器故障 

⑤电磁力不够 

①检查制动弹簧长度和检查调整

M20 螺栓、螺母 

②检查电气连接 

③测量制动器接线柱上的电压 

④更换整流器 

⑤检查接线柱上的电压；测量电枢

电阻，更换电枢 

抱闸打

开慢 

①顶出柱塞受摩擦力大 

②励磁绕组电压过低 

③气隙过大 

①检查柱塞摩擦或旋转柱塞 

②测量制动器接线柱上的电压 

③检查和调节气隙 

抱闸制 

动慢 

 

①柱塞机械阻塞 

 

①排除阻塞或旋转柱塞 

抱闸两

边打开

闭和不

同步 

①制动弹簧两边压缩力

不一样 

②制动器两侧开闸行程

不一样 

 

① 分别微调制动弹簧的两边压缩

量（保证制动力足够的前提下

尽可能使双侧压力相等） 

② 分别调整制动器两侧的开闸行

程 



 

 

5.6 盘车装置 

如果停电或发生故障需要手动移动轿厢时，可以选装机械盘车装置， 

如下图所示； 

 

安装盘车装置时先断开曳引机的所有电源!盘车装置大齿轮是用 6 只 M14

故障 原  因 排除方法 

制动器

发热严

重 

通入制动器的电压过高 

（不能大于制动器额定

电压的 10%） 

 

重新调整通入制动器的电压 

抱 闸 声

过 大 

摩擦片表面磨损变薄或

调节不合适致闸瓦间隙

过大 

向外调整 M20螺栓，使摩擦间隙变

小 



 

 

的螺栓和弹簧垫圈固定在曳引轮上（出厂时已安装），然后将手轮上带小齿轮

的轴正对曳引机上盘车支架的中通孔推入。在盘车手轮支架上装有常闭开关，

盘车手轮推入时开关断开。注意：盘车至少要两人共同操作，一人操作曳引

机制动器上手动松闸手柄，另一人转动盘车手轮，使轿厢缓慢移动，两人要

密切配合，将轿厢平层到最近楼层。 

盘车结束后，各部件必须恢复原来位置。 

5.7 手动释放装置 

该型制动器配有手动释放手柄（或远程转动臂），通过转动手柄（或拉动

释放钢丝绳远端转动手柄）打开制动器时，可以进行紧急手动释放。下面两

张示意图中上图可在小机房操作，下图可远程操作（切记：远程松闸钢丝绳

在布置时不能拐弯）。 

制动器 转动臂 制动弹簧 释放钢丝绳 转动手柄

 



 

 

M2涨

紧螺

钉

中心

螺钉

安装使用盘车装置时，也可以使用转动手柄放闸。 

5.8 曳引轮的更换 

拆卸旧曳引轮时，要事先做好防护措施，避免伤人。在曳引轮上有两个

M14 的螺孔，可以旋入螺钉（建议选用 M14×80 螺钉），顶出曳引轮。 

曳引轮用 12 只 M14x60-10.9 的螺钉施加 160N·m 的力距拧紧。 

5.9 速度、位置测量系统的更换 

该系统（编码器）需要更换时，请按该

系统说明书的指示，用内六角扳手首先松开

涨圈套上的 M2 涨紧螺钉，并用手轻轻转动

编码器外壳，证明涨紧套确己松开，再用内

六角扳手拧松中心螺钉 2～3 圈，然后，在

中心处拧入 M10×30 的内六角螺钉（外六角螺钉也可，长度不限于 30mm），

将编码器顶出，然后拧下 M10 螺钉与中心螺钉取出编码器。 

安装时先拧紧中心紧固螺钉，最后拧紧涨圈上的 M2 螺钉，并检验涨紧套

确己涨紧。 

各螺丝的拧紧力矩见编码器说明书。 

编码器拆装时请尽量不要拆装其它的相邻零件。 

编码器更换后，应脱开钢丝绳卸掉负载，在空载状态下重新自学习。 

6 常见故障排除 

  6.1制动器故障 



 

 

    具体见本说明书中制动器常见故障。 

  6.2曳引机振动和噪音 

     具体见本说明书中使用提示。 

  6.3曳引机过热 

     ① 磁极位置丢失，导致电流增加，需检查编码器连接以及防

干扰，重新固定编码器后自学习，如编码器损坏则需更换

编码器； 

     ② 环境温度过高； 

     ③ 电机过载，需查找过载原因。 

 6.4 曳引机飞车 

     ① 磁极位置丢失，需检查编码器连接以及防干扰，重新固定

编码器后自学习，如编码器损坏则需更换编码器； 

     ② 控制匹配有问题。 

 6.5 曳引轮磨损异常 

     ① 曳引轮与钢丝绳不匹配； 

② 曳引条件设计不合理，比压不够； 

③  钢丝绳张力不均等。 

 

 

 

 



 

 

7 配件 

用户需要配件时可按下表订货： 

序号 部  件  名  称 代    号 

1 曳引轮* NS103005C033-01、NS103005C042-01 

2 曳引轮* NS103005C034-01、NS103005C043-01 

3 圆柱滚子轴承 NJ312ET 

4 轴承簧片 NS103004D017-01 

5 调心滚子轴承 23028CDE4、24028CE4 

6 接线板 NS103004C025G01 

7 测量系统 ERN1387 

8 整套闸瓦 NS103005D009G01 

9 摩擦瓦 NS103002D010-01 

10 制动器电枢（左、右） NS103002C025G01 

*注：NS103005C034-01曳引轮用于载重 1350kg,梯速 2.5m/s曳引机； 

NS103005C033-01 曳引轮用于载重 1350kg,梯速 1.0m/s 和 1.75m/s

曳引机。NS103005C043-01 曳引轮用于载重 1600kg,梯速 2.5m/s 曳

引机；NS103005C042-01 曳引轮用于载重 1600kg,梯速 1.0m/s 和

1.75m/s曳引机。NSK 24028CE4调心滚子轴承用于载重 1600kg,梯速

2.5m/s曳引机。 

 

 

 

 



 

 

8 外形尺寸与参数： 

 

8.1 外形尺寸如图所示: 

型号：WYJ133N-01    出厂编号：
额定载重：1350 kg   额定梯速：1.75 m/s
曳引比：2∶1        曳引轮节径：440 mm
额定功率：15.1 kW   额定电流：29.3 A

额定频率：30.4 Hz   额定转速：152 r/min
额定转矩：950 Nm    电源：三相380V专用变频器
定额类型：S3-40%    外壳防护等级：IP42

冷却方法：IC00      绝缘等级：F
重量：450 kg        出厂日期：200 年  月  日

宁波申菱电梯配件有限公司制造S

三相永磁同步无齿轮曳引机

 

额 定 载 重

(kg) 
1350 1600 

L1(mm) 54 55 

L2(mm) 427 430 

 

注:1350kg/1600kg,2.5m/s 曳引机的曳引轮节圆直径为 480mm； 

1350kg/1600kg,1m/s 和 1.75m/s 曳引机的曳引轮节圆直径为

440mm。 

 



                                                                                                                           

 

8.2 基本参数 

 

承载量 

kg 

梯速 

m/s 

提升高 

m 

转矩 

N·m 

轴负荷 

kN 

转速 

rpm 

功率 

kW 

电流 

A 

1350 1.0 50 950 76 86.8 8.6 16.7 

1350 1.75 80 950 76 151.9 15.1 29.3 

1350 2.5 120 1100 76 198.9 22.9 44.8 

1600 1.0 50 1100 76 86.8 9.9 19 

1600 1.75 80 1100 76 151.9 18.3 33 

1600 2.5 120 1300 76 198.9 27.2 46 

注：计算时平衡系数参考值取 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