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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电梯故障主要表现为电梯突然急停和
电梯失控后急速下坠。一旦遇到电梯故障，
乘坐电梯的市民可以掌握以下要领。

一、不要惊慌。如果电梯突然停运，首
先不要惊慌，可尝试持续按开门按钮，并通
过电梯内对讲机或手机拨打电梯维修单位
的服务电话求助，也可通过大声呼救等方
式向外界传递被困的信息，千万不要采
取强行扒门或试图从电梯轿顶天花板爬
出。现在的电梯都有很多通风装置，不
是人多的时候，是不会产生缺氧的，因此
一定不要惊慌，最佳的自保方法就是在呼救
后静待救援。

二、采取安全姿势。一旦电梯出现突然
下坠，可赶快将每一层的按键都按下，选择
一个不靠门的角落，膝盖弯曲，身体呈半蹲
姿势，如果电梯内有把手，一只手紧握把手
固定位置，防止摔倒；尽量保持平衡，有小孩
时要把小孩抱在怀里。

提醒：最易致电梯故障的坏习惯
一、用手或身体强行阻止电梯门开合。
二、在电梯内乱蹦乱跳，对电梯使用粗

暴行为，胡乱击打等。这些都有可能导致电
梯急停，使电梯轿厢卡在中间。

三、在电梯里吸烟，很可能导致一些电
梯误以为着火而自动上锁，导致人员被困。

四、好奇乱按电梯内其他按键。这是导
致电梯急停人员被困最常见的原因。

五、等待电梯时，上、下键都按。建议根
据使用情况正确按动上键或下键，千万不要
按完上键又按下键。

六、发现电梯超载后仍然想尝试进入。
如果电梯提醒超载，一定不要硬挤，要文明
乘坐。

9月11日，温州一女子抱孩子进入电
梯门，轿厢未至导致坠落，结果年轻母亲
与孩子永诀；9月13日，武汉一在建工地
发生载人电梯从百米高空坠落事故，造成
19人死亡……电梯安全，何以让人如此
揪心？

数据显示，我国电梯保有量、年产量、
年增长量，都高居全球榜首。庞大的电梯
数量给安全带来诸多挑战。事故电梯存
在的场所，从公共场所到居民小区，再到
建筑工地；事故电梯种类从直梯到扶梯；
发生的类型从电梯滑坠到扶梯骤停，从轿
厢不到位到困住乘客……频发的电梯事
故，为城市公共安全敲响了警钟。

电梯从设计、生产、现场安装到维护、
检修，整个链条很长，在安装使用的全过
程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可能就
会埋下安全隐患。上海电梯行业协会副
会长梅水麟说，近段时间以来，已经多次
发生电梯踏空造成人员坠亡事故，两个问
题值得关注：一是现场是否有明确的安全
警戒标志；二是电梯维修时为何出现电梯
门打开的情况。

梅水麟分析，电梯轿厢更换或维修
时，其他楼层电梯门却打开，而且没有必
要的警示阻挡设施，层层违规才酿成惨
祸，实质上是安全管理不到位，如果没有
及时发现排除，可能就成为“定时炸弹”，
所以很多国家对于电梯安全非常重视，如
美国电梯安全法就经过20多次修改，很
多改进就是建立在“血的教训”上。

质检总局有关专家表示，我国电梯
安全水平与发达国家基本接近，但由于
电梯数量近些年高速增长，所以压力前
所未有。

电梯变
八成故障系“维保”疏失

□新华社记者 陆文军 周琳

22日中午，上海南京东路华联商厦，一名
女顾客踏入电梯空门，从6楼坠落电梯井，当
场身亡。就在同一天，上海松江一居民区再现

“电梯惊魂”，电梯失控造成一女子头部外伤及
腰部挫伤……

近期国内各地连续发生多起电梯安全事
故，不断触痛着人们的神经。究竟是什么造成
了“电梯噬人”的惨剧不断重演，电梯“安全网”
何时能扎紧？

为了杜绝由于电梯老化而产生的安全
隐患，质检总局目前已部署各地质监部门，
通过摸底排查掌握老旧电梯安全状况，开展
老旧电梯更新技术和措施的研究。

如何让“电梯惊魂”悲剧不再重演？业
内人士认为，除了把住电梯厂商的生产质量
关，目前更为迫切的，是要在日常使用过程
中，建立严格的检查、维护、保养制度，决不
让隐患电梯“带病上岗”。

梅水麟对记者表示，国家规定中对电梯的安
装、维修、保养均有具体的技术要求，但部分要求
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主要是由于维保基金没有到
位、维保企业又无序竞争偷工减料导致的。

业内人士表示，低价的收费使得企业利
润率降低，导致员工培训工作难以为继，好
的技师、技术工没钱培养，再加上电梯使用
量增长较快、新技术应用越来越多，维保单
位的人员、能力跟不上，熟练工较少，出现

“青黄不接”的现象。
“公共安全感”体现在生活的细枝末节

中。同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邱惠清建
议，电梯除了定期维护和检修外，还应有强
制报废制度。应针对不同零件制定相应标
准，强制报废制度与更新资金配套等政策相
结合，保障电梯在合理的“生命”周期中使
用，降低安全隐患。

加强排查强化“维保”防“带病上岗”

根据质检总局发布的数据，我国每年新
增电梯的数量在30万台以上。

在诸多安全隐患中，目前对国内电梯使
用安全威胁最为突出的是“老龄化”危机。
根据统计，我国电梯保有量已超过163万
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20世纪90年代
安装的电梯，使用时间达十多年，甚至有
的电梯使用时间超过20年。但由于目前
国家没有规定电梯强制报废年限，导致大
量老旧电梯还在带病运行，增加了电梯事故
的发生率。

“目前上海15年以上高龄的老旧电梯
粗略估计占电梯总量的15%，包括每个区的
地铁的自动扶梯、老式小区的厢式电梯、一
些大商场的公共电梯等，这一数字每年都在
递增。”梅水麟对记者表示，这些“超龄电
梯”，如果维保工作没有跟上，可能会存有一
定的安全隐患。

电梯事故的发生，80%以上的事故还是

发生在维保环节，也就是后续的检修保养不
到位，这与特种设备的检测、维修、更新等操
作规程不规范有关。

电梯商会专家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我国电梯维保的主要依据是《电梯使用管理
与维护保养规则》，维保单位按照合同，受物
业公司的委托对电梯进行15天一次的维
保。但是多数维保单位规模小、能力弱、待
遇差，难以培养和挽留高水平技术工人。加
之很多电梯的业主都实行“维保分包”，第三
方为了节省成本，很容易造成维保不到位，
隐患增多。

电梯“高龄”，加上维保疏失，让每天跟
电梯打交道的使用者心存疑虑。家住上海
浦东一个老旧小区的胡凯就向记者描述，自
己所在的小区建成时间比较早，常遇到电梯
出问题的情况。“虽然也和物业反映过，但维
修毕竟是治标不治本，常出故障却能通过年
检，我也觉得奇怪。”

电梯增速快“超龄”多“维保”滞后存隐患电梯变成“跳楼机”
公共安全敲警钟

遇电梯故障可这样自保

“跳楼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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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也有电梯也有
““和谐号和谐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