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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种电梯用双安全装置，其包括：主体框

架，安装在电梯轿厢一侧以使所述导轨能够通过

所述主体框架；升降缆绳，依据电梯轿厢的工作

而在其中产生张力；第一定滑轮，固定在主体框

架上并使升降缆绳围绕其下部延伸；动滑轮，使

其上部由围绕第一定滑轮的下部延伸的升降缆绳

缠绕并依据升降缆绳中的张力存在状态而上下运

动；升降引导装置，设置成引导动滑轮运动；第一

引导元件，连接于围绕动滑轮延伸的升降缆绳的

一端且设置成随着动滑轮运动而同时沿相反方向

运动；以及第一制动装置，设置成随着第一引导

元件的上下运动而转动，其中第一制动装置的转

动方向决定是否制动电梯轿厢，该装置在电梯突

然工作时可制动电梯，由此提高电梯的稳定性和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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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电梯用双安全装置，其通过对引导电梯轿厢的导轨施压来制动电梯轿厢，所述

电梯用双安全装置包括：

主体框架，安装在电梯轿厢的一侧以使所述导轨能够通过所述主体框架；

升降缆绳，依据电梯轿厢的工作而在其中产生张力；

第一定滑轮，固定在主体框架上并使升降缆绳围绕其下部延伸；

动滑轮，使其上部由围绕第一定滑轮的下部延伸的升降缆绳缠绕并依据升降缆绳中的

张力的存在状态而上下运动；

升降引导装置，设置成引导动滑轮运动；

第一引导元件，连接于围绕动滑轮延伸的升降缆绳的一端且设置成随着动滑轮的运动

而同时沿相反方向运动；以及

第一制动装置，设置成随着第一引导元件的上下运动而转动，其中第一制动装置的转

动方向决定是否制动电梯轿厢。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电梯用双安全装置，还包括：

第二定滑轮，安装在升降引导装置的上部，以处于动滑轮上方；

辅助缆绳，连接于动滑轮的轴并围绕第二定滑轮的上部延伸；

第二引导元件，连接于围绕第二定滑轮延伸的、辅助缆绳的一端并设置成随着动滑轮

的运动而同时沿相反方向运动；以及

第二制动装置，设置成依据第二引导元件的上下运动而转动，其中第二制动装置的转

动方向决定是否制动电梯轿厢。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电梯用双安全装置，其中，第一引导元件和第二引导元件

分别包括分别引导第一引导元件和第二引导元件上升和下降的第一运动引导装置和第二

运动引导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 1或 2所述的电梯用双安全装置，还包括：

第一引导滑轮和第二引导滑轮，安装于主体框架，以分别处于第一引导元件和第二引

导元件下方 ；以及

第一动力传送装置和第二动力传送装置，分别具有固定在第一引导元件和第二引导元

件上的一端，其中，第一动力传送装置和第二动力传送装置的另一端分别围绕第一引导滑

轮和第二引导滑轮的下部延伸并分别固定在第一制动装置和第二制动装置上，且由此当第

一引导元件和第二引导元件上升或下降时第一动力传送装置和第二动力传送装置分别使

第一制动装置和第二制动装置转动。

5. 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电梯用双安全装置，其中，第一制动装置和第二制动装置分

别经由第一弹性元件和第二弹性元件连接于主体框架，第一弹性元件和第二弹性元件分别

弹性拉动第一制动装置和第二制动装置，以使分别通过第一动力传送装置和第二动力传送

装置而转动的第一制动装置和第二制动装置向原始位置返回。

6.根据权利要求 2所述的电梯用双安全装置，还包括：

弹性装置，设置成具有固定在第一制动装置一侧的一端和固定在第二制动装置相对侧

的另一端，并提供弹性恢复力以增加第一制动装置和第二制动装置在转动时的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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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用双安全装置

[0001] 本发明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梯用双安全装置，尤其涉及一种电梯用双安全装置，所述电梯

用双安全装置为双结构并通过对引导电梯运动的导轨施压来施加制动力。

背景技术

[0003] 一般而言，在为高层写字楼或公寓设计用于将人员和货物运载至所需楼层的电梯

时，应考虑制动安全性和可靠性。尤其是，在电梯意外操作事件中强迫停止电梯是设计电梯

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例如，电梯因断电或者其工作时升降缆绳断裂而突然下落的情

况。为此，常规地，制动装置安装成当电梯不正常工作时使与电梯和用于使电梯竖直运动的

配重负载相连接的缆绳停止运动。

[0004] 另一种常规方法提供了一种制动装置，该制动装置采用卡爪对引导电梯的导轨进

行限制，以在电梯发生非正常操作时制动电梯。该制动装置设置成当检测到由电梯失控下

降产生的过快的速度时切断电机的电源并将制动力施加到导轨上。

[0005] 这些常规制动装置仅在电梯非正常 ( 例如当电梯突然高速下降时 ) 工作时启动，

且具有的不足之处在于，如果电梯处于某一楼层的电梯打滑或以低速落下或者如果电梯急

速超过正常速度，则它们不能有效地将制动力作用于电梯。

[0006] 此外，在常规制动装置通过挤压导轨而将制动力施加于电梯时，在制动力上存在

着限制，这是由于这类制动装置设置成利用电梯重量来解除和启动制动。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梯用双安全装置，所述电梯用双安全装置在电梯突然运动时可

制动电梯，由此提高电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此外，所述双安全装置采用双制动电梯的联动

机构，并由此能使制动能力与动滑轮的数量成比例增加，且不管成为什么样的双结构，其能

减少两个联动机构之间的干扰，从而可确保各联动机构运动独立。由此，即使一个制动装置

失效，另一个制动装置也能依然工作，由此能确保电梯的可靠性。

[0008] 在一个总的方面，提供一种电梯用双安全装置，其通过对引导电梯轿厢的导轨施

压来制动电梯轿厢，所述电梯用双安全装置包括：主体框架，安装在电梯轿厢的一侧以使所

述导轨能够通过所述主体框架；升降缆绳，依据电梯轿厢的工作而在其中产生张力；第一

定滑轮，固定在主体框架上并使升降缆绳围绕其下部延伸；动滑轮，使其上部由围绕第一定

滑轮的下部延伸的升降缆绳缠绕并依据升降缆绳中的张力的存在状态而上下运动；升降引

导装置，设置成引导动滑轮运动；第一引导元件，连接于围绕动滑轮延伸的、升降缆绳的一

端且设置成随着动滑轮运动而同时沿沿相反方向运动；以及第一制动装置，设置成随着第

一引导元件的上下运动而转动，其中第一制动装置的转动方向决定是否制动电梯轿厢。

[0009] 由下面的具体实施方式、附图、以及权利要求书，可清楚其它特征和方面。

附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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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图 1 是依据本发明示范性实施例的将制动力施加于电梯的电梯用双安全装置的

侧视图。

[0011] 图 2是图 1的解除制动力的电梯用双安全装置的侧视图。

[0012] 图 3是图 1的电梯用双安全装置的局部放大图。

[0013] 图 4是图 2的电梯用双安全装置的局部放大图。

[0014] 图 5是图 1所示的电梯用双安全装置的立体图。

[0015] 图 6 是依据本发明另一示范性实施例的将制动力施加于电梯的电梯用双安全装

置的局部放大图。

[0016] 图 7是图 6的解除制动力的电梯用双安全装置的局部放大图。

[0017] 除非另有说明，在整个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中，相同的附图标记将理解为表示相

同的部件、特征和结构。出于清楚、图解和方便起见，这些部件的绘制和相对尺寸放大。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给出的说明将有助于读者全面理解本文所述的方法、装置、和 / 或系统。由

此，本文所述的方法、装置、和 / 或系统的各种变化、修改、或等同物将教导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此外，出于提高简洁性，可省略公知功能和结构的说明。

[0019] 图 1 是依据本发明示范性实施例的将制动力施加于电梯的电梯用双安全装置的

侧视图。图 2是图 1的解除制动力的电梯用双安全装置的侧视图。图 3是图 1的电梯用双

安全装置的局部放大图。图 4是图 2的电梯用双安全装置的局部放大图。图 5是图 1所示

的电梯用双安全装置的立体图。

[0020] 电梯用双安全装置 100 通过对引导电梯轿厢 10 运动的导轨 20 进行施压来施加

制动力。为此，双安全装置 100 包括主体框架 110、升降缆绳 120、第一定滑轮 130、动滑轮

(moving pulley)140、升降引导装置 150、第一引导元件 160、以及第一制动装置 170。主体

框架 110安装在电梯轿厢 10的一侧，从而导轨 20可行进通过主体框架 110。升降缆绳 120

依据电梯轿厢 10的运动而产生张力。第一定滑轮 130使升降缆绳 120缠绕在其下部，且第

一定滑轮 130固定于主体框架 110。围绕第一定滑轮 130下部延伸的升降缆绳 120继续延

伸以缠绕在动滑轮 140的上部。动滑轮 140依据升降缆绳 120中是否存在张力而上下运动。

升降引导装置 150引导动滑轮 140运动。第一引导元件 160连接于围绕动滑轮 140延伸的

升降缆绳 120的一端并由此随着动滑轮 140的运动同时沿相反方向上下运动。第一制动装

置 170 依据第一引导元件 160 的运动而转动，且第一制动装置 170 的转动方向将决定是否

采取制动。

[0021] 主体框架 110 安装在电梯轿厢 10 的所述侧，而沿电梯轿厢 10 的竖直运动方向设

置在电梯井道壁上的导轨 20 安装在第一制动装置 170 和设置在第一制动装置 170 一侧的

第一制动板 171之间。由此，第一制动装置 170对导轨 20施压，以使导轨 20和第一制动装

置 170之间产生摩擦力，由此能将制动力作用于电梯轿厢 10，以防止电梯轿厢 10突然上升

或下降。

[0022] 升降缆绳 120依据电梯轿厢 10的运动而产生张力，并且升降缆绳 120具有与电梯

轿厢 10 连接的一端和围绕第一定滑轮 130 的所述下部和动滑轮 140 的所述上部延伸并固

定于第一引导元件 160的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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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就是说，当电梯轿厢 10工作时在升降缆绳 120中产生张力，当电梯轿厢 10不工作

时所述张力被释放。因此，升降缆绳 120呈“S”形状，而处于升降缆绳 120弯曲部分中的动

滑轮 140可依据升降缆绳 120中是否存在张力而上下运动。

[0024] 第一定滑轮 130使升降缆绳 120缠绕其下部并固定在主体框架 110上并改变升降

缆绳 120走向。

[0025] 使升降缆绳 120围绕其上部延伸的动滑轮 140依据升降缆绳 120中的张力而上下

运动并具有与活动滑轮 (movable pulley)相同的功能。就是说，当升降缆绳 120中产生张

力时动滑轮 140下降，当张力被释放时利用重量使动滑轮 140上升。利用动滑轮 140的、插

入到沿升降引导装置 150的槽孔 151中的轴 141，动滑轮 140的运动被引导，槽孔 151沿升

降引导装置 150的长度形成。固定在主体框架 110上的升降引导装置 150引导动滑轮 140

直线上下运动。

[0026] 与动滑轮 140关联的第一引导元件 160随着动滑轮 140的运动而同时沿相反方向

运动。第一引导元件 160 连接于升降缆绳 120 的、围绕动滑轮 140 的所述上部延伸的所述

端部，且由此在动滑轮 140 上升时第一引导元件 160 向下运动而在动滑轮 140 下降时第一

引导元件 160向上运动。

[0027] 第一制动装置170依据第一引导元件160的上下运动而转动，且第一制动装置170

的转动方向决定是否采取制动，即更具体地对第一制动装置 170 和第一制动板 171 之间的

导轨 20的运动进行制动。就是说，在制动时，第一制动装置 170将导轨 20压靠在第一制动

板 171 上并由此使第一制动装置 170 和导轨 20 之间产生摩擦力，由此电梯轿厢 10 的突然

上升或下降受到制动而停动。

[0028] 固定连接于主体框架 110一侧的第一制动板 171应处于一固定位置处并保持与导

轨 20相距一预定距离，从而可通过恒定压力来获得恒定制动力。第一制动装置 170包括对

导轨 20施压的摩擦表面 173。摩擦表面 173由产生大摩擦力的材料制成且可以带有锯齿。

因此，当导轨 20 与第一制动装置 170 和第一制动板 171 紧密接触时，摩擦表面 173 能防止

导轨 20 打滑，且在电梯轿厢 10 突然向上或向下运动时摩擦表面 173 能施加足以制动电梯

轿厢 10的摩擦制动力。

[0029] 第一制动装置 170 设置成相对导轨 20 与第一制动板 171 相对且围绕铰接部 172

可转动地连接于主体框架 110。

[0030] 依据一个方面，电梯用双安全装置 100包括第二定滑轮 230、辅助缆绳 220、第二引

导元件 260、以及第二制动装置 270。第二定滑轮 230 安装在升降引导装置 150 的上部，以

处于动滑轮 140上方。辅助缆绳 220连接于动滑轮 140的轴 141并围绕第二定滑轮 230的

上部延伸。第二引导元件 260连接于辅助缆绳 220的、围绕第二定滑轮 230延伸的一端，且

第二引导元件 260随着动滑轮 140运动同时沿相反方向运动。第二制动装置 270依据第二

引导元件 260的上下运动而转动，且第二制动装置 270的转动方向决定是否采取制动。

[0031] 第二定滑轮 230 安装在升降引导装置 150 的所述上部上，以处于动滑轮 140 上方

并改变辅助缆绳 220的走向。辅助缆绳 220具有与动滑轮 140的轴 141连接的一端而与第

二引导元件 260 连接、围绕第二定滑轮 230 的所述上部延伸的另一端。第二引导元件 260

设置成与第一引导元件 160对齐、并连接于辅助缆绳 220的、围绕第二定滑轮 230延伸的所

述另一端，由此第二引导元件 260随着动滑轮 140运动而同时沿相反方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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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就是说，与动滑轮 140 的轴 141 连接的第二引导元件 260 随着动滑轮 140 运动而

同时沿相反方向运动。像第一引导元件 160 一样，第二引导元件 260 在动滑轮 140 上升时

向下运动而在动滑轮 140下降时向上运动。

[0033] 依据第二引导元件 260的上下运动而转动的第二制动装置 270的转动方向决定是

否采取制动，且第二制动装置 270具有与第一制动装置 170类似的结构。

[0034] 换句话说，依据随第二引导元件 260 的上下运动而转动的第二制动装置 270 的转

动方向，产生或解除制动力，且由此第二制动装置 270能对处于第二制动装置 270和第二制

动板 271之间的导轨 20的运动进行制动。当第二制动装置 270将导轨 20压靠在第二制动

板 271 上时，在导轨 20 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 之间产生的摩擦力阻止电梯轿厢 10 突然向上

或向下运动。第二制动板 270固定连接于主体框架 110的一侧。第二制动装置 270包括对

导轨 20施压的摩擦表面 273。摩擦表面 273由产生大摩擦力的材料制成且可以具有锯齿。

因此，在导轨 20 与第二制动装置 270 和第二制动板 271 紧密接触时，摩擦表面 273 能够防

止导轨 20 打滑，且由此在电梯轿厢 10 突然向上或向下运动时摩擦表面 273 能施加足以制

动电梯轿厢 10的摩擦制动力。

[0035] 此外，第二制动装置 270 设置为相对导轨 20 与第二制动板 271 相对，并围绕铰接

部 272可转动地连接于主体框架 110。

[0036] 依据一个方面，第一引导元件 160 和第二引导元件 260 分别包括分别引导第一引

导元件 160和第二引导元件 260上升和下降的第一运动引导装置 161和第二运动引导装置

261。

[0037] 第一引导元件 160和第二引导元件 260沿与动滑轮 140的运动方向相反的方向运

动。此时，第一运动引导装置 161 和第二运动引导装置 261 分别引导第一引导元件 160 和

第二引导元件 260直线上下运动。具体地，第一运动引导装置 161和第二运动引导装置 261

分别包括分别沿第一引导元件 160和第二引导元件 260的运动方向形成的行进空间 162和

行进空间 262，行进空间 162和行进空间 262分别与第一引导元件 160和第二引导元件 260

的尺寸对应。在第一引导元件 160和第二引导元件 260分别插入到行进空间 162和行进空

间 262中的同时，第一引导元件 160和第二引导元件 260分别引导至第一运动引导装置 161

和第二运动引导装置 261中。

[0038] 依据一个方面，电梯用双安全装置 100包括第一引导滑轮 180、第二引导滑轮 280、

第一动力传送装置191、以及第二动力传送装置291。第一引导滑轮180和第二引导滑轮280

安装于主体框架 110，以分别位于第一引导元件 160和第二引导元件 260下方。第一动力传

送装置 191具有与第一引导元件 160连接的一端和与围绕第一引导滑轮 180的下部延伸并

固定在第一制动装置 170 上的另一端，由此第一制动装置 170 随着第一引导元件 160 上升

而转动。类似地，第二动力传送装置 291 具有与第二引导元件 260 连接的一端和围绕第二

引导滑轮 280 下部延伸并固定在第二制动装置 270 上的另一端，由此第二制动装置 270 随

着第二引导元件 260上升而转动。

[0039] 第一引导滑轮 180 和第二引导滑轮 280 安装在主体框架 110，以分别位于第一引

导元件 160和第二引导元件 260下方并分别改变第一动力传送装置 191和第二动力传送装

置 291的走向。第一动力传送装置 191和第二动力传送装置 291可为绳索、链条等，这些都

是可传送动力的公知装置。第一动力传送装置 191和第二动力传送装置 291的一端分别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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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第一引导元件 160 和第二引导元件 260 上，而另一端分别缠绕在第一引导滑轮 180 和

第二引导滑轮 280的下部而由此改变它们的走向并分别固定在第一制动装置 170和第二制

动装置 270上。因此，随着第一引导元件 160和第二引导元件 260上升，第一动力传送装置

191和第二动力传送装置 291分别拉动第一制动装置 170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由此能够使

第一制动装置 170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转动。

[0040] 换句话说，当电梯轿厢10工作时在升降缆绳120中产生张力时，第一引导元件160

和第二引导元件 260 上升的同时动滑轮 140 下降，且由于上升和下降产生的动力使得第一

制动装置 170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顺时针转动，这就将释放制动力。

[0041] 相反，如果升降缆绳 120断裂或张力从升降缆绳 120解除，在第一引导元件 160和

第二引导元件 260由于它们的重量而下降的同时动滑轮 140上升，且因此，被强迫拉动以顺

时针转动的第一制动装置 170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开始逆时针转动，由此产生制动力。

[0042] 依据一个方面，第一弹性元件 190 和第二弹性元件 290 分别将第一制动装置 170

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连接于主体框架 110。第一弹性元件 190和第二弹性元件 290分别弹

性拉动第一制动装置170和第二制动装置270，从而分别通过第一动力传送装置191和第二

动力传送装置 291而转动的第一制动装置 170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向原始位置返回。

[0043] 具体而言，第一制动装置 170 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 各自的一端分别连接于第一动

力传送装置191和第二动力传送装置291，而另一端分别连接于第一弹性元件190和第二弹

性元件 290。第一弹性元件 190和第二弹性元件 290可均为盘簧。第一弹性元件 190和第

二弹性元件 290 的一端固定在主体框架 110 上而另一端分别经由连接装置 192 和 292( 诸

如绳索或链条 )而分别连接于第一制动装置 170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

[0044] 因此，第一制动装置 170 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 分别通过第一动力传送装置 191 和

第二动力传送装置 291的拉动力而顺时针转动，且如果这些力被解除，第一制动装置 170和

第二制动装置 270分别由于第一弹性元件 190和第二弹性元件 290的弹性恢复力而自动逆

时针转动并返回至原始位置。

[0045] 下面将说明依据示范性实施例的用于电梯的双安全装置的操作。

[0046] 如果电梯轿厢 10工作时升降缆绳 120中产生张力，则动滑轮 140下降和同时第一

引导元件 160和第二引导元件 260上升。分别与第一引导元件 160和第二引导元件 260连

接的第一动力传送装置 191和第二动力传送装置 291分别缠绕第一引导滑轮 180和第二引

导滑轮 280、并具有分别固定在第一制动装置 170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上的另一端。当由链

条或绳索形成的第一动力传送装置 191和第二动力传送装置 291分别使第一制动装置 170

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沿顺时针方向转动时，制动力被解除。

[0047] 相反，如果用于升降电梯轿厢 10的升降缆绳 120断裂或张力从升降缆绳 120上去

除，分别与第一制动装置 170 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 连接的第一弹性元件 190 和第二弹性元

件 290使第一制动装置 170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沿逆时针方向转动，由此产生制动力。

[0048] 通过将导轨 20 压靠在处于与第一制动装置 170 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 相对的第一

制动板 171和第二制动板 271上的第一制动装置 170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实现制动。

[0049] 图 6 是依据本发明另一示范性实施例的将制动力施加于电梯的电梯用双安全装

置的局部放大图。图 7是图 6的解除制动力的电梯用双安全装置的局部放大图。参照图 6

和图 7，除了图 1至图 5所示的双安全装置 100的结构之外，双安全装置还可包括弹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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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弹性装置 300具有固定在第一制动装置 170一侧的一端和固定在第二制动装置 270相

对侧的另一端，以在转动过程中通过进一步赋予第一制动装置 170 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 以

弹性恢复力而增强第一制动装置 170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的运动性。弹性装置 300可为结

构简单且耐久的伸缩弹簧，且可设置为提高第一制动装置 170 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 的制动

操作性。

[0050] 弹性元件 300的初始位置为弹性元件 300响应第一制动装置 170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通过顺时针转动解除已有的制动力而延伸并缩回的位置和弹性元件 300相应第一制动

装置 170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通过逆时针转动施加制动力而延伸并缩回的位置。

[0051] 具体地，当第一制动装置 170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顺时针转动时，分别在第一制动

装置 170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上的、弹性装置 300的固定点 P1和 P2之间的距离增加，这导

致使弹性装置 300 伸展，且拉力沿与第一制动装置 170 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 的转动方向相

反的方向 (即沿逆时针方向 )作用于第一制动装置 170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之后在第一

制动装置 170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第二半圈转动期间，在固定点 P1和 P2之间的距离减少，

且由此伸展后的弹性装置 300回缩且拉力沿第一制动装置 170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的转动

方向施加。由此，借助所述拉力，制动装置能够更有效地转动并可更有效地释放制动力。

[0052] 相反，当第一制动装置 170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逆时针转动时，分别在第一制动装

置 170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上的、弹性装置 300的固定点 P1和 P2之间的距离开始增加，这

导致弹性装置 300伸展，且拉力沿与第一制动装置 170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的转动方向 (即

顺时针方向 )相反的方向施加。之后在第一制动装置 170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的第二半圈

转动期间，固定点 P1 和 P2 之间的距离减少，且由此伸展后的弹性装置 300 回缩，这使得拉

力沿第一制动装置 170 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 转动的逆时针方向施加。由此，所述拉力有助

于第一制动装置 170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转动，由此可更有效地施加制动力。

[0053] 依据另一方面，可存在有分别安装于各第一制动装置 170 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 的

两个弹性装置。在该实例中，所述两个弹性装置的一端分别固定在第一制动装置 170 和第

二制动装置 270的边缘上而另一端固定在主体框架 110上。因此，在转动过程中，单独的弹

性恢复力施加于各自的第一制动装置 170 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从而可提高第一制动装置

170和第二制动装置 270的制动操作性。

[0054] 如上所述，因为所述双安全装置的结构在电梯轿厢在失控方式下突然工作时通过

简单操作而能容易制动，所以电梯的稳定性能够提高。此外，不像常规方法由于其利用电

梯重量来制动的结构而在制动力上具有限制，所以通过利用联动机构 (link)，依据本发明

所述的示范性实施例的所述双安全装置能够使得制动能力与动滑轮的数量成比例增加。此

外，尽管设置为双结构，但是所述双安全装置可减少两个联动机构之间的干扰，且由此确保

所述两个联动机构之间的操作独立性。由此，能实现电梯的稳定性，因为甚至当一个制动装

置操作失效时，而另一个制动装置依然可工作。

[0055] 以上已说明了多个实例。但是，将理解的是，可进行各种修改。例如，如果所说明

的技术以不同顺序执行和 / 或如果所述系统、结构、设备、或电路中的构件以不同的方式组

合和 / 或由其它构件或其等同物来替代或增补。由此，这些实施方式将落入随附权利要求

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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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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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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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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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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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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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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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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