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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的面板

(57)摘要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使得在轿厢室的壁面板

的背面通过双面胶带固定加强部件的作业容易。

本发明的电梯的面板具有：表板；加强部件，其截

面形成为帽型，并固定于表板的背面；双面胶带，

其介于表板的背面与加强部件之间，并使两者固

定；以及加强部件引导部，其设于表板的端部，并

形成有相对且向表板的背面的方向倾斜的一对

倾斜部，加强部件的帽型的凸缘部与倾斜部抵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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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梯的面板，该电梯的面板的特征在于，其具有：

表板；加强部件，其截面形成为帽型，并固定于所述表板的背面；双面胶带，其介于所述

背面与所述加强部件之间，并使两者固定；以及加强部件引导部，其设于所述表板的端部，

并形成有相对且向所述背面的方向倾斜的一对倾斜部，所述加强部件的凸缘部与所述倾斜

部抵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的面板，其特征在于，

所述加强部件引导部具有将所述表板的端部弯折并对与所述表板的背面相对的弯折

部进行冲压加工而成的、相对且向所述背面的方向倾斜的一对倾斜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梯的面板，其特征在于，

所述加强部件引导部具有：弯折而形成为截面凵字状的板材；以及对所述板材的一端

面进行冲压加工而成的、相对且向另一端面的方向倾斜的一对倾斜部。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的任意一项所述的电梯的面板，其特征在于，

所述加强部件的所述凸缘部倾斜成与所述加强部件引导部相同的角度。

5.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的任意一项所述的电梯的面板，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梯的面板具有当所述加强部件从所述背面剥离时钩挂该加强部件的支承部。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梯的面板，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梯的面板具有当所述加强部件从所述背面剥离时钩挂该加强部件的支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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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的面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使用于电梯的轿厢室的壁处的面板。

背景技术

[0002] 使用于电梯的轿厢室的壁处的面板在面板的背面使用双面胶带或粘接剂等接合

剂接合有加强件。作为加强件的定位方法之一，考虑用对面板的两端进行冲压弯折加工而

形成的爪进行定位的方法。(例如专利文献1)

[0003] 现有技术文献

[0004] 专利文献

[0005] 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平1-34884号公报(图1)

发明内容

[0006] 发明所要解决的课题

[0007] 在现有文献中，使用粘接剂将加强件固定在面板的背面。粘接剂由于到硬化为止

要花费时间，因此能一边修正加强件的位置一边固定于面板。但是，在使用双面胶带将加强

件固定于面板的情况下，双面胶带一旦粘接，则不能修正加强件的位置，也难以剥离。因此，

必须在正确定位加强件后进行固定，加强件的固定作业需要很多时间。

[0008] 本发明是为了解决上述课题而完成的，目的在于能够容易地进行加强件的定位，

在使用双面胶带将加强件固定于面板的情况下也能够缩短作业时间。

[0009] 用于解决课题的手段

[0010] 本发明的电梯的面板的特征在于，其具有：表板；加强部件，其截面形成为帽型，并

固定于所述表板的背面；双面胶带，其介于所述背面与所述加强部件之间，并使两者固定；

以及加强部件引导部，其设于所述表板的端部，并形成有相对且向所述背面的方向倾斜的

一对倾斜部，所述加强部件的凸缘部与所述倾斜部抵接。

[0011] 发明效果

[0012] 根据本发明，加强件通过凸缘部与设于表板的端部的加强引导部的倾斜部抵接而

被定位。由此，加强部件被容易地定位，因此能缩短固定作业所花费的时间。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示出配置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1的电梯的面板的轿厢的图。

[0014] 图2是示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1的面板的图。

[0015] 图3是沿图2的III-III线的剖视图。

[0016] 图4是沿图2的IV-IV线的剖视图。

[0017] 图5是示出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1的加强部件固定于面板的方法的图。

[0018] 图6是本发明的实施方式2的图3对应图。

[0019] 图7是本发明的实施方式3的图4对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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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实施方式1

[0021] 根据图1至图5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1。另外，图中，同一标号表示同一部件，并省

略说明。

[0022] 图1所示的、在井道内由挂于曳引机的绳索(均未图示)悬吊而升降的轿厢1由从轿

底5立设的侧面的面板2和翼墙6、设置在它们的上部的轿顶4、以及开闭出入口的门3构成。

[0023] 如图2、3、4所示，面板2由板材形成，表板2a的侧部弯折部2c被弯折而形成。表板2a

的上部弯折部2e和下部弯折部2d也被弯折而形成。在表板2a的背面2b固定有加强部件7。在

该实施方式中，将面板2的下部弯折部2d沿轿厢1的轿底5方向配置，将上部弯折部2e沿轿顶

4方向配置。

[0024] 在上部弯折部2e设置有上部引导部2g，该上部引导部2g形成有相对且向背面2b的

方向倾斜的一对倾斜部。而且，在下部弯折部2d，与上部同样地设置有下部引导部2f，该下

部引导部2f形成有相对且向背面2b的方向倾斜的一对倾斜部。另外，加强部件引导部由上

部引导部2g和下部引导部2f构成。

[0025] 上部引导部2g是在对上部弯折部2e进行冲压加工后，进行弯曲加工而使其倾斜。

下部引导部2f是在对下部弯折部2d进行冲压加工后，进行弯曲加工而使其倾斜。

[0026] 如图2、3、4所示，加强部件7隔着双面胶带8固定在表板2a的背面2b。加强部件7是

截面形成为帽型的长条物，其具有底部7b、从底部7b的两端立起的立起部7c、以及从立起部

7c向外侧配置的凸缘部7a。双面胶带8是正反两面为粘接面的粘合胶带，一面与背面2b粘

接，另一面与加强部件7的底部7b粘接。

[0027] 而且，凸缘部7a与上部引导部2g及下部引导部2f抵接。详细而言，凸缘部7a的末端

部7d与上部引导部2g及下部引导部2f抵接。并且，加强部件7的两侧的立起部7c间的宽度比

一对上部引导部2g间及一对下部引导部2f间的宽度狭窄一点。由此，加强部件7被插入一对

上部引导部2g间及一对下部引导部2f间而不向左右倾斜地被定位，并固定于背面2b。

[0028] 在面板2的上部弯折部2e和下部弯折部2d具有防止加强部件7掉落到井道内的支

承部2n、2m。支承部2n、2m配置在一对上部引导部2g的中间点和一对下部引导部2f的中间

点。支承部2n、2m间的距离H比加强部件7的全长L短。而且，加强部件7配置在比支承部2n、2m

靠背面2b侧的位置。由此，加强部件7从背面2b剥离时，钩挂于支承部2n、2m。

[0029] 接着，使用图5，对将加强部件7固定于面板2的方法进行说明。

[0030] 首先，使加强部件7的一端向箭头A的方向移动，以使底部7b与支承部2m相比位于

背面2b方向的方式插入于下部弯折部2d。此时，注意不要使底部7b与背面2b接触而使双面

胶带8的粘接面粘接。另外，双面胶带8粘贴在加强部件7的底部7b的背面2b侧，但也可以粘

贴于背面2b。

[0031] 接着，使加强部件7的另一端向箭头B的方向移动，以使底部7b与支承部2n相比位

于背面2b方向的方式插入于上部弯折部2e。

[0032] 并且，接下来，一边使底部7b插入一对上部引导部2g之间和一对下部引导部2f之

间，一边使加强部件7向背面2b方向移动。当使其移动至凸缘部7a的末端部7d与上部引导部

2g和下部引导部2f抵接时，底部7b与背面2b抵接。由此，加强部件7隔着双面胶带8固定于面

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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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在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中，将面板2用于轿厢1的壁，但也可以用于轿厢的出入口的

门3或者翼墙6。或者，还可以用于电梯层站的出入口的门。此外，使用双面胶带8将加强部件

7固定于背面2b，但也可以利用粘接剂固定。

[0034] 根据上述实施方式1，能够得到以下的效果。

[0035] 电梯的面板具有：表板2a；加强部件7，其截面形成为帽型，并固定于表板2a的背面

2b；双面胶带8，其介于背面2b与加强部件7之间，并使两者固定；以及上部引导部2g和下部

引导部2f，它们形成有相对且向所述背面的方向倾斜的一对倾斜部，加强部件7的帽型的凸

缘部7a与倾斜部抵接。由此，加强部件7的凸缘部7a与一对上部引导部2g和一对下部引导部

2f抵接，从而能容易地进行定位。因而，能缩短将加强部件7固定于面板2的作业时间。

[0036] 此外，将表板2a的两端部弯折并对与表板2a的背面2b相对的弯折部进行冲压加

工，形成相对且向背面2b方向倾斜的引导部、即上部引导部2g和下部引导部2f，因此能以简

单的结构进行加强部件7的定位。

[0037] 并且，具有当加强部件7从背面2b剥离时钩挂该加强部件7的支承部2m、2n，因此当

加强部件7从背面2b剥离而向井道侧倾倒时，加强部件7的底部7b钩挂于支承部2m或2n，不

会掉落到井道内。

[0038] 实施方式2

[0039] 基于图6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2。另外，图中，同一标号表示同一部件，并省略说

明。

[0040] 如图6所示，加强部件9的凸缘部9a倾斜成与上部引导部2g(或下部引导部2f)相同

的角度。

[0041] 根据上述实施方式2，能够得到以下的效果。

[0042] 加强部件9的凸缘部9a倾斜成与上部引导部2g(或者下部引导部2f)相同的角度，

因此加强部件9通过使凸缘部9a符合引导部的倾斜而被定位。由此，能容易地进行加强部件

9的定位，因此能缩短将加强部件7固定于面板2的作业时间。

[0043] 实施方式3

[0044] 基于图7，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3进行说明。另外，图中，同一标号表示同一部件，并

省略说明。

[0045] 如图7所示，加强部件引导部10是将侧板10a的两端部弯折，使截面形成为凵字状，

并对一端面10b进行冲压加工，而形成引导部10d，该引导部10d形成有相对且末端部向另一

端面10c的方向倾斜的一对倾斜部。引导部10d与实施方式1的上部引导部2g和下部引导部

2f同样地倾斜。并且，加强部件引导部10通过焊接或粘接等固定于表板2a的端部。

[0046] 根据上述实施方式3，能得到以下的效果。

[0047] 加强部件引导部10是将板材10a的两端部弯折，使截面形成为凵字状，并对板材

10a的一端面10b进行冲压加工，而具有相对且末端部向板材的另一端面10c的方向倾斜的

一对倾斜部，因此构成为其他部件。由此，在不能进行用于形成表板2a的上部弯折部2e和下

部弯折部2d的弯折加工的情况下，也能实施本发明。

[0048] 标号说明

[0049] 1：轿厢；2：面板；2a：表板；2b：背面；2c：侧部弯折部；2d：下部弯折部；2e：上部弯折

部；2f：下部引导部；2g：上部引导部；2n：支承部；2m：支承部；3：门；4：轿顶；5：轿底；6：翼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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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强部件；7a：凸缘部；7b：底部；7c：立起部；7d：末端部；8：双面胶带；9：加强部件；9a：凸

缘部；9b：底部；9c：立起部；10：加强部件引导部；10a：侧板；10b：一端面；10c：另一端面；

10d：引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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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7

CN 107108173 B

7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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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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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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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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