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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内

置对重轮对重架，包括对重架体、对重轮和对重

块，所述对重架体包括两根直梁和连接在两根直

梁底部的下梁以及连接在两根直梁顶部的上梁，

下梁底部有缓冲板，对重块放置在对重架体内，

具有槽口的对重块位于顶部，由对重块压板调节

固定，上梁和下梁两侧分别装有油杯安装板和导

靴安装板，具有耐磨胶层的对重轮安装在上梁和

具有槽口的对重块之间，且对重轮顶部低于上

梁，对重轮外有U型钢丝绳限位架，该结构避免了

钢丝绳在运行过程中的晃动，充分利用了对重架

体内的空间，同时也减少了对顶层高度的要求提

高了井道空间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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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内置对重轮对重架，其特征在于：包括对重轮(4)、对重架体和对重块(8)，所述

对重架体包括两根直梁(1)，连接在两根直梁(1)底部的下梁(2)以及连接在两根直梁(1)顶

部的上梁(3)，所述对重轮(4)通过对重轮轴(5)安装在上梁(3)，所述对重架体的顶端若干

块对重块(8)上开有槽口(13)，所述对重轮(4)内置于对重架体内，对重轮(4)下部进入所述

对重块(8)的槽口(13)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置对重轮对重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对重轮(4)顶部低

于上梁(3)顶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置对重轮对重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开有槽口(13)的对

重块(8)数量为三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置对重轮对重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对重轮(4)部分面

外侧有U字型钢丝绳限位架(12)，所述U字型钢丝绳限位架(12)与对重轮(4)之间留有间隙，

所述U字型钢丝绳限位架(12)设于对重块(8)槽口(13)内，所述对重轮(4)外侧设有耐磨胶

层(14)。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置对重轮对重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对重轮(4)两边都

有一个挡绳角铁(6)。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置对重轮对重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对重架顶角处各有

一油杯安装板(9)，所述对重架两侧的上下各有一导靴板(10)，所述下梁(2)上有若干块缓

冲板(1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置对重轮对重架，其特征在于：所述两根直梁(1)上各

设有一个对重块压板(7)，所述对重块压板(7)可在直梁(1)进行上下调节，用于固定在对重

块(8)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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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内置对重轮对重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内置对重轮对重架。

背景技术

[0002] 在电梯技术领域中，需要使用轿厢进行承重，实现对人和货物的运输。因此，需要

使轿厢的重量与有效荷载的重量之间保持平衡，以减少能量的消耗及电动机功率的耗损。

该重量的平衡称为对重。通过对重可以保持轿厢与对重一侧的钢绳分支所需的应力比值，

因此对重对于电梯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的对重装置安装，主要将对重轮固定在对重架

的上梁上部，增加了对重架的长度，也增加了对顶层高度的要求即降低了井道的顶层空间

利用率。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和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内置对重轮对重

架来降低对重架的高度同时也减少了对顶层高度的要求，提高了井道顶层空间的利用率。

[0004] 为了实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内置对重轮对重架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

种内置对重轮对重架，其特征在于：包括对重轮、对重架体和对重块，所述对重架体包括两

根直梁，连接在两根直梁底部的下梁以及连接在两根直梁顶部的上梁，所述对重轮通过对

重轮轴安装在上梁，所述对重架体的顶端若干块对重块上开有槽口，所述对重轮内置于对

重架体内，对重轮下部进入所述对重块的槽口内，把对重轮安装在上梁以及对重块的槽口

内可减短对重架的长度，从而减少了对顶层高度的要求提高了井道顶层空间的利用率。

[0005] 作为优选，所述对重轮顶部低于上梁顶部，充分利用了对重架体内的空间，更进一

步的减少了对顶层高度的要求。

[0006] 作为优选，所述开有槽口的对重块数量为三块，三块对重块开槽足以让对重轮运

行保证了对重块不会被过多的浪费。

[0007] 作为优选，所述对重轮部分面外侧有U字型钢丝绳限位架，所述U字型钢丝绳限位

架与对重轮之间留有间隙，所述U字型限位架设于对重块槽口内，所述对重轮外侧设有耐磨

胶层，U字型钢丝绳限位架有效的防止了钢丝绳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大幅度晃动，对重轮外

的耐磨胶层更好的保护了对重轮延长了对重轮的使用寿命。

[0008] 作为优选，所述对重轮两边都有一个挡绳角铁，挡绳角铁的设置使得对重轮上的

钢丝绳在运行过程中不会碰撞到对重架内的物体。

[0009] 作为优选，所述对重架顶角处各有一油杯安装板，所述对重架两侧的上下各有一

导靴板，所述下梁上有若干块缓冲板，可通过油杯安装板和导靴板安装油杯和导靴，提高了

实用性，对重缓冲板可在对重上下运行的时候进行缓冲，提高安全性。

[0010] 作为优选，所述顶部的对重块与直梁的垂直处各有一个对重块压板，所述对重块

压板可进行上下调节，通过上下调节对重块压板来固定对重块，防止对重在运行过程中对

重块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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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本实用新型例的有益效果如下：顶端部分对重块开槽，将对重轮安装在上梁和对

重块槽口内可减小对顶层高度的要求提高了井道顶层空间的利用率，U字型钢丝绳限位架

使得钢丝绳在运行中能加稳定，对重轮外的耐磨胶层提高了对重轮的使用寿命，挡绳角铁

防止了钢丝绳与对重架内物体的碰撞，通过上下调节对重块压板来防止对重块的松动，提

高了电梯的安全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一种内置对重轮对重架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内置对重轮的主视图。

[0014]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对重块压板的示意图。

[0015]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具有槽口的对重块示意图。

[0016] 图中:直梁1，下梁2，上梁3，对重轮4，对重轮轴5，挡绳角铁6，对重块压板7，对重块

8，油杯安装板9，导靴安装板10，对重缓冲板11，U字型钢丝绳限位架12，槽口13，耐磨胶层

14。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明：

[0018] 如图1图2图3所示，一种内置对重轮对重架，其特征在于：包括对重轮4、对重架体

和对重块8，所述对重架体包括两根直梁1，连接在两根直梁1底部的下梁2以及连接在两根

直梁1顶部的上梁3，所述对重轮4通过对重轮轴5安装在上梁3，所述对重架体的顶端若干块

对重块8上开有槽口13，所述对重轮4内置于对重架体内，对重轮4下部进入所述对重块8的

槽口13内，把对重轮4安装在上梁3以及对重块8的槽口13内可减短对重架的长度，从而减少

了对顶层高度的要求提高了井道顶层空间的利用率。

[0019] 进一步的，所述对重轮4顶部低于上梁3顶部，充分利用了对重架体内的空间，更进

一步的减少了对顶层高度的要求

[0020] 进一步的，所述开有槽口的对重块数量为三块，三块对重块开槽足以让对重轮运

行保证了对重块不会被过多的浪费。

[0021] 进一步的，所述对重轮4部分面外侧有U字型钢丝绳限位架12，所述U字型钢丝绳限

位架12与对重轮4之间留有间隙，所述U字型钢丝绳限位架12设于对重块8槽口13  内，所述

对重轮4外侧设有耐磨胶层14，U字型钢丝绳限位架12有效的防止了钢丝绳在运行过程中产

生的大幅度晃动，对重轮4外的耐磨胶层14更好的保护了对重轮4延长了对重轮4的使用寿

命。

[0022] 进一步的，所述对重轮4两边都有一个挡绳角铁6，挡绳角铁6的设置使得对重轮4 

上的钢丝绳在运行过程中不会碰撞到对重架内的物体。

[0023] 进一步的，所述对重架顶角处各有一油杯安装板9，所述对重架两侧的上下各有一

导靴板10，所述下梁2上有若干块对重缓冲板11，可通过油杯安装板9和导靴板安装板10  安

装油杯和导靴，对重缓冲板11可在对重上下运行的时候进行缓冲，提高安全性。

[0024] 进一步的，所述顶部的对重块8与直梁1的垂直处各有一个对重块压板7，所述对重

块压板7可上下调节，通过上下调节对重块压板来7固定对重块8，防止对重在运行过程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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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块8松动。

[0025] 上述实例中的一种电梯轿厢在使用时，首先将部分对重块开槽，在对重架下梁安

装缓冲板放入对重块，将具有槽口的对重块放在最顶端，将对重块压板安装在顶端对重块

与直梁的垂直处调节好位置使对重块固定，将具有耐磨胶层的对重轮通过对重轮轴安装在

上梁以及具有槽口的对重块内，将两块挡绳角铁安装在对重轮两边固定，对重轮外安装U型

钢丝绳限位架，最后在上梁和下梁的两侧安装油杯安装板和导靴安装板，本实施例减小了

对顶层高度的要求提高了井道顶层空间的利用率，提高了电梯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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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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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7

CN 210366571 U

7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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