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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电梯杀菌灯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电梯杀菌灯系统，包括

设置在电梯上的电梯杀菌装置，所述电梯杀菌装

置包括杀菌灯组件和风循环通道，所述电梯杀菌

装置设置在电梯顶部，杀菌灯组件通过风循环通

道连接电梯，所述风循环通道包括进风管道和出

风管道，所述杀菌灯组件包括引流座、风机组件、

杀菌灯和散热板，杀菌灯设置在引流座上，在引

流座的另一面设有散热板，引流座的下方设有风

机组件，所述风机组件连接出风管道的一端，引

流座连接进风管道的一端，在电梯内还设有人体

感应装置,电梯杀菌装置设置在电梯外，即使电

梯内有人也不会对人造成有伤害，且在电梯内设

有人体的感应装置，在电梯长时间没人使用时，

人体感应装置控制电梯杀菌装置停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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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梯杀菌灯系统，包括设置在电梯上的电梯杀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梯杀

菌装置包括杀菌灯组件和风循环通道，所述电梯杀菌装置设置在电梯的顶部，杀菌灯组件

通过风循环通道连接电梯，所述风循环通道包括进风管道和出风管道，所述杀菌灯组件包

括引流座、风机组件、杀菌灯和散热板，杀菌灯设置在引流座上，引流座中心设有通孔，在引

流座的另一面设有散热板，散热板上设有引流通孔，散热板引流座的下方设有风机组件，所

述风机组件连接出风管道的一端，引流座连接进风管道的一端，在电梯内还设有人体感应

装置，引流座上设有两片以上的导流叶，所述导流叶围绕通孔间隔排列，且两个以上导流叶

在引流座上弧形设置，在相邻的导流叶之间形成杀菌通道，杀菌灯设置在杀菌通道内；每个

进风管道连接一个杀菌通道，杀菌通道从开口到出口方向依次减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梯杀菌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进风管道另一端设置

在电梯侧壁并设有两个以上，所述出风管道的另一端设置在电梯的顶端并设有一个以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梯杀菌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风机组件包括鼓风

机、固定板和鼓风电机，所述固定板的中心设有鼓风电机，位于鼓风电机上设有鼓风机，在

固定板上设有一个以上的通风口，鼓风机下方设有出风管道。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电梯杀菌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进风管道与电梯侧壁

连接的一端设有抽风机，所述抽风机固定在电梯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梯杀菌灯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导流叶的弧度一致，

所述杀菌通道上杀菌灯靠近杀菌通道的进口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梯杀菌灯系统，其特征在于：电梯侧壁上设有按键装

置，进风管道的另一端设置在按键装置的一侧。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电梯杀菌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按键装置包括按键和

杀菌驱动装置，所述按键上还设有按键杀菌灯装置，所述按键杀菌灯装置包括按键杀菌灯

和透光灯盖，所述按键杀菌灯设置在按键上，透光灯盖设置在按键的顶部并包裹按键杀菌

灯，所述杀菌驱动装置设置按键的侧面，所述按键的侧面设有滑槽，所述滑槽包括第一滑

槽、缓冲槽、第二滑槽、复位槽和弹片，第一滑槽的前端通过缓冲槽连接第二滑槽的前端，第

一滑槽的后端通过复位槽连接第二滑槽的后端，在所述第一滑槽与缓冲槽的连接处设有弹

片；所述杀菌驱动装置包括驱动杆、固定销、固定杆、连接销、弹簧、固定块和触发开关，所述

驱动杆通过固定销固定并以固定销为中心转动，驱动杆的一端设置在滑槽内并在滑槽内滑

动，驱动杆的另一端通过连接销连接固定杆，固定杆的末端连接固定块，在固定杆与固定块

之间设有弹簧，固定块内设有触发开关，触发开关与按键杀菌灯电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电梯杀菌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进风管道的进口与喷

枪组件相对设置。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梯杀菌灯系统，其特征在于：引流座上方设有上盖，上

盖覆盖在引流座上，上盖上侧边设有两个以上安装通孔，安装通孔的数量与进风管道的数

量相同，且安装通孔上设有卡接件，进风管道的出风口设置在卡接件上。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电梯杀菌灯系统，其特征在于：按键装置还包括喷枪组

件，喷枪组件包括喷枪和喷枪电机，喷枪电机驱动喷枪的喷头打开或关闭，触发开关驱动喷

枪电机，喷枪设置在按键的一侧，触发开关还与喷枪组件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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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梯杀菌灯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梯杀菌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电梯杀菌灯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今高楼大厦林立的时代，若人们欲通往高、低楼层时，即可通过电梯的搭乘而

前往所需的楼层，除可大幅节省人们徒步时间外，还可降低体力的消耗。

[0003] 然而，电梯虽是通往高低楼层的搭乘工具，单其仍有缺失，因电梯一次可承载多

人，且其内又为密闭式空间，一旦搭乘者内依附病菌时，将使该病菌散播至电梯内的任一

处，届时将造成其他搭乘者受到病菌的感染，导致身体的不适，尤为医院的电梯，更是屡见

不鲜。

[0004] 在中国专利申请号为200420050822.2，公告日为2005.06.15的专利文献中公开了

一种电梯杀菌装置，主要是于现有的电梯内设置有一紫外线灯，并透过X1及X2两个继电器

自动控制紫外线灯或光触媒灯的启闭；当电梯无人使用并停留一段时间后，该现有电梯内

的LCM继电器即会驱使电梯内的照明灯熄灭，以达节约能源的目的，此时，该X1及X2继电器

即会驱使紫外线灯或光触媒灯产生紫外线光或光触媒光，以达电梯内杀菌的功效。

[0005] 该实用新型的电梯杀菌装置，主要是在电梯内设置紫外线灯进行杀菌，其采取的

是直接杀菌的方式对空气中细菌进行杀菌，但是在较大的电梯空间内若杀菌灯的数量不多

时无法满足杀菌要求，同时对于有些杀菌灯没有照射的角落无法进行杀菌，但是，电梯在开

门时若紫外线灯没能及时关闭，很有可能会照射到在门外的搭乘者，且电梯内人员过多的

话空气不流通，也容易造成细菌感染。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电梯杀菌灯系统，本实用新型的电梯杀菌灯系统，杀

菌装置设置在电梯外，通过将电梯内的空气抽出杀菌后再吹回电梯内，即可达到杀菌效果

也能让空气流通起来，杀菌效果好。

[0007] 为达到上述目的，一种电梯杀菌灯系统，包括设置在电梯上的电梯杀菌装置，所述

电梯杀菌装置包括杀菌灯组件和风循环通道，所述电梯杀菌装置设置在电梯的顶部，杀菌

灯组件通过风循环通道连接电梯，所述风循环通道包括进风管道和出风管道，所述杀菌灯

组件包括引流座、风机组件、杀菌灯和散热板，杀菌灯设置在引流座上，引流座中心设有通

孔，在引流座的另一面设有散热板，散热板上设有引流通孔，散热板引流座的下方设有风机

组件，所述风机组件连接出风管道的一端，引流座连接进风管道的一端，在电梯内还设有人

体感应装置，引流座上设有两片以上的导流叶，所述导流叶围绕通孔间隔排列，且两个以上

导流叶在引流座上弧形设置，在相邻的导流叶之间形成杀菌通道，杀菌灯设置在杀菌通道

内；每个进风管道连接一个杀菌通道，杀菌通道从开口到出口方向依次减小。

[0008] 上述结构的电梯杀菌灯系统，电梯杀菌装置设置在电梯顶部，当需要杀菌时，抽风

机启动将电梯内的空气抽入经过进风管道流入电梯杀菌装置，通过杀菌灯进行杀菌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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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组件将杀菌后的空气吹回至电梯，由于电梯杀菌装置设置在电梯外，即使电梯内有人

也不会对人造成有伤害，且在电梯内设有人体的感应装置，在电梯长时间没人使用时，人体

感应装置控制电梯杀菌装置停止工作，另外在空气通过引流座引流进入出风管道时，杀菌

通道上杀菌灯对进入到杀菌通道上空气进行杀菌之后通过通孔进入到出风通道上，这样能

使得杀菌灯能对杀菌通道上的空气进行近距离杀菌，且将导流片设置成弧形，加长杀菌通

道的流通长度，从而增加杀菌灯与空气接触时间，另外由于杀菌通道的开口与出口依次减

少，从而使得出口方向的气压增大，进一步增加气体在杀菌通道上的流动时间，进一步增强

杀菌效果。

[0009] 进一步的，进风管道另一端设置在电梯侧壁并设有两个以上，所述出风管道的另

一端设置在电梯的顶端并设有一个以上，设置多个的风循环通道，对电梯的空气进行全面

的净化。

[0010] 进一步的，风机组件包括鼓风机、固定板和鼓风电机，所述固定板的中心设有鼓风

电机，位于鼓风电机上设有鼓风机，在固定板上设有一个以上的通风口，鼓风机下方设有出

风管道，由此，固定板上的通风口可对空气进行分流从而使吹风机更好的将空气吹入出风

管道。

[0011] 进一步的，进风管道与电梯侧壁连接的一端设有抽风机，所述抽风机固定在电梯

上，由此，通过抽风机将空气从电梯内抽入至电梯杀菌装置。

[0012] 进一步的，每个导流叶的弧度一致，由于每个导流叶弧度一致，从而使得每个进风

管道上的风量保持平衡，防止多个通道之间的干扰。

[0013] 进一步的，电梯侧壁上设有按键装置，进风管道的另一端设置在按键装置的一侧，

以上设置，通过将进风管道设置在按键装置的一侧，从而能对电梯内经常使用的按键装置

上的细菌进行杀菌。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按键装置包括按键和杀菌驱动装置，所述按键上还设有按键杀菌

灯装置，所述按键杀菌灯装置包括按键杀菌灯和透光灯盖，所述按键杀菌灯设置在按键上，

透光灯盖设置在按键的顶部并包裹按键杀菌灯，所述杀菌驱动装置设置按键的侧面，所述

按键的侧面设有滑槽，所述滑槽包括第一滑槽、缓冲槽、第二滑槽、复位槽和弹片，第一滑槽

的前端通过缓冲槽连接第二滑槽的前端，第一滑槽的后端通过复位槽连接第二滑槽的后

端，在所述第一滑槽与缓冲槽的连接处设有弹片；所述杀菌驱动装置包括驱动杆、固定销、

固定杆、连接销、弹簧、固定块和触发开关，所述驱动杆通过固定销固定并以固定销为中心

转动，驱动杆的一端设置在滑槽内并在滑槽内滑动，驱动杆的另一端通过连接销连接固定

杆，固定杆的末端连接固定块，在固定杆与固定块之间设有弹簧，固定块内设有触发开关，

触发开关与按键杀菌灯电连接，由此设置，通过驱动杆控制触发开关对按键杀菌灯进行驱

动，实现按键只有在按下按钮并松开之后按键杀菌灯才会开启，在没有人使用按键时，驱动

杆位于第一滑槽内，当有人按下按键时，滑槽随着按键向后移动，当弹片触碰到驱动杆，弹

片将驱动杆向上推动进入缓冲槽，此时，若没有松开按键，驱动杆会停留在缓冲槽内，松开

按键时，按键向前复位，并使得第二滑槽向前移动，由于缓冲槽的作用，驱动杆向上移动，通

过连杆的作用将固定杆向下推动进入固定块内，触碰触发开关，进而控制按键杀菌灯开启，

第二滑槽继续向前移动，当驱动杆位于复位槽时，由于固定杆与固定块之前的弹簧的作用，

弹簧将固定杆向上推动，带动驱动杆向下移动，从而使驱动杆回到第一滑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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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的，所述进风管道的进口与喷枪组件相对设置，由于进风管道的进口与喷

枪组件相对设置，从而使得喷枪组件喷出光触媒之后更容易进入进风管道内，从而通过杀

菌灯照射光触媒增大杀菌效果。

[0016] 进一步的，引流座上方设有上盖，上盖覆盖在引流座上，上盖上侧边设有两个以上

安装通孔，安装通孔的数量与进风管道的数量相同，且安装通孔上设有卡接件，进风管道的

出风口设置在卡接件上，以上设置，通过引流座上方设置上盖，这样方便实现进风管道与引

流座对应安装。

[0017] 进一步的，按键装置还包括喷枪组件，喷枪组件包括喷枪和喷枪电机，喷枪电机驱

动喷枪的喷头打开或关闭，触发开关驱动喷枪电机，喷枪设置在按键的一侧，触发开关还与

喷枪组件电连接，触发开关控制按键杀菌灯的同时控制喷枪将光触媒喷涂到按键的表面，

通过按键杀菌灯触发光触媒进行杀菌，确保光触媒的剂量，提高杀菌效果。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使用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电梯杀菌灯系统的电梯的剖视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引流座的立体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引流座的俯视图。

[0021] 图4为图1中A处的放大图。

[0022]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上盖的截面图。

[0023]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中按键装置的驱动杆位于第一滑槽内的主视图。

[0024]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中按键装置的驱动杆位于第二滑槽内的主视图。

[0025] 图8为本实用新型中按键装置的驱动杆位于第一滑槽内的侧视图。

[0026] 图9为本实用新型中按键装置的驱动杆位于第二滑槽内的侧视图。

[0027] 图10为本实用新型中按键装置的按键杀菌灯装置的剖视图。

[0028] 图11为本实用新型中按键装置的喷枪组件的主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0] 如图1至图11所示，一种电梯，包括电梯1和电梯杀菌灯系统，电梯杀菌灯系统包括

电梯杀菌装置3。

[0031] 如图1和图4所示，所述电梯杀菌装置3包括杀菌灯组件4和风循环通道5，所述电梯

杀菌装置3设置在电梯1顶部，杀菌灯组件4通过风循环通道5连接电梯1，所述风循环通道5

包括进风管道51和出风管道52，所述杀菌灯组件4包括引流座41、风机组件42、杀菌灯43和

散热板44，杀菌灯43设置在引流座41上，杀菌灯43通过电路板431连接在引流座41上，引流

座41的中心设有通孔413，在引流座41的另一面设有散热板44，散热板44上设有引流通孔

441，引流座41的下方设有风机组件42，所述风机组件42连接出风管道52的一端，引流座41

连接进风管道51的一端，在电梯1内还设有人体感应装置(图中未示出）。

[0032] 如图1所示，进风管道51另一端设置在电梯1侧壁并设有两个个以上，所述出风管

道52的另一端设置在电梯1的顶端并设有一个以上，设置多个的风循环通道5，对电梯1的空

气进行全面的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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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如图2和图3所示，引流座41上设有两片以上的导流叶411，所述导流叶411围绕通

孔413间隔排列，且两个以上导流叶411在引流座41上弧形设置，在相邻的导流叶411之间形

成杀菌通道412，杀菌灯43设置在杀菌通道412内；每个进风管道51连接一个杀菌通道412，

杀菌通道412从开口到出口方向依次减小，通过该设置，空气进入引流座41内分流成漩涡状

的风流，杀菌灯43对空气进行充分的杀菌后集中从通孔413内流入出风管道52，由此，在空

气通过引流座41引流进入出风管道52时，杀菌灯43对空气进行杀菌。本实施例中，导流叶

411为四片，进风管道5设有4个，每个导流叶411的弧度一致。

[0034] 一并参看图5所示，在引流座41上方设有上盖6，上盖6覆盖在引流座上，上盖6上侧

边设有两个以上安装通孔61，安装通孔61的数量与进风管道51的数量相同，本实施例中安

装通孔61的数量为4个，且安装通孔61上设有卡接件62，进风管道51的出风口设置在卡接件

62上。

[0035] 如图4所示，风机组件42包括鼓风机421、固定板422和鼓风电机423，所述固定板

422的中心设有鼓风电机421，位于鼓风电机423上设有鼓风机421，在固定板422上设有一个

以上的通风口424，鼓风机421下方设有出风管道52，由此，固定板422上的通风口424可对空

气进行分流从而使吹风机更好的将空气吹入出风管道。

[0036] 如图1所示，进风管道51与电梯1侧壁连接的一端设有抽风机511，所述抽风机511

固定在电梯1上，由此，通过抽风机511将空气从电梯1内抽入至电梯杀菌装置3。

[0037] 如图6至图11所示，所述按键装置包括按键7和杀菌驱动装置8。

[0038] 如图6和图7所示，所述杀菌驱动装置8设置按键7的侧面，所述按键7的侧面设有滑

槽71，所述滑槽包括第一滑槽711、缓冲槽712、第二滑槽713、复位槽714和弹片715，第一滑

槽711的前端通过缓冲槽712连接第二滑槽713的前端，第一滑槽711的后端通过复位槽714

连接第二滑槽713的后端，在所述第一滑槽711与缓冲槽712的连接处设有弹片715；所述杀

菌驱动装置8包括驱动杆81、固定销82、固定杆83、连接销84、弹簧85、固定块86和触发开关

87，所述驱动杆81通过固定销82固定并以固定销82为中心转动，驱动杆81的一端设置在滑

槽71内并在滑槽71内滑动，驱动杆81的另一端通过连接销84连接固定杆83，固定杆83的末

端连接固定块86，在固定杆83与固定块86之间设有弹簧85，固定块86内设有触发开关87，触

发开关87与按键杀菌灯721电连接。

[0039] 按键装置的另一实施方式中，按键装置还包括喷枪组件，如图11所示，喷枪组件9

包括喷枪91和喷枪电机92，喷枪电机92驱动喷枪91的喷头911打开或关闭，触发开关87驱动

喷枪电机92，喷枪91设置在按键7的一侧，触发开关87还与喷枪组件9电连接，由此设置，触

碰触发开关87，进而控制喷枪91将光触媒喷至按键7的表面进而控制喷枪91将光触媒喷至

按键7的表面。

[0040] 如图10所示，按键7上还设有按键杀菌灯装置72，所述按键杀菌灯装置72包括按键

杀菌灯721和透光灯盖722，所述按键杀菌灯721设置在按键7上，透光灯盖722设置在按键7

的顶部并包裹按键杀菌灯721，由此，设置按键杀菌灯721触发光触媒进行杀菌。

[0041] 如图8和图9所示，缓冲槽712自第一滑槽711的前端向后沿着第二滑槽713倾斜延

伸，由此设置，在驱动杆81位于缓冲槽712时可更容易滑动。

[0042] 弹片715的弹力大于弹簧85的弹力，由此设置，弹片715即可将驱动杆81向上推动

[0043] 如图10所示，按键7还包括按键主体73，按键主体73的一侧设有滑槽71（在图6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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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按键主体73上设有透光灯盖722，由此，透光灯盖722包裹按键7。

[0044] 如图6和图7所示，弹片715自第一滑槽711的前端向缓冲槽712的底部向上向内凸

出呈弧形设置，由此，驱动杆81可更有效的向上移动。

[0045] 如图6和图7所示，第一滑槽711和第二滑槽713与复位槽714之间垂直设置，由此，

复位槽714为垂直向下的槽，从而保证驱动杆81在回到第一滑动槽711时不会产生变形。

[0046] 上述结构的电梯杀菌灯系统，电梯杀菌装置设置在电梯顶部，当需要杀菌时，抽风

机启动将电梯内的空气抽入经过进风管道流入电梯杀菌装置，通过杀菌灯进行杀菌后通过

鼓风机组件将杀菌后的空气吹回至电梯，由于电梯杀菌装置设置在电梯外，即使电梯内有

人也不会对人造成有伤害，且在电梯内设有人体的感应装置，在电梯长时间没人使用时，人

体感应装置控制电梯杀菌装置停止工作，另外在空气通过引流座引流进入出风管道时，杀

菌通道上杀菌灯对进入到杀菌通道上空气进行杀菌之后通过通孔进入到出风通道上，这样

能使得杀菌灯能对杀菌通道上的空气进行近距离杀菌，且将导流片设置成弧形，加长杀菌

通道的流通长度，从而增加杀菌灯与空气接触时间，另外由于杀菌通道的开口与出口依次

减少，从而使得出口方向的气压增大，进一步增加气体在杀菌通道上的流动时间，进一步增

强杀菌效果。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213202024 U

7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9 页

8

CN 213202024 U

8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9 页

9

CN 213202024 U

9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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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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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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