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于梅君 美编：杨晓健 组版：颜莉

2024年4月20日 星期六 A13揭秘

主笔：于梅君

扶梯带“病”运行不少见

在公共场所乘坐自动扶梯，已成为人们常
态化的出行选择，但很少有人留意，这些便捷的
扶梯，有时也会成为伤人的“虎口”。

4月4日下午，上海奉贤区一超市内，一女
子通过自动扶梯上楼时，扶梯踏板突然塌陷，其
腰部以下被卷入。

据初步调查，发生事故的自动扶梯同时存
在踏板缺失、保护装置失效等问题，事发后未能
自动制停。令人深思的是，事故扶梯今年2月、3
月分别进行过检测、维保，却未能及时发现并排
除安全隐患。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处
长徐洁明介绍，正常情况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
行道的梯级和踏板，决不应出现下陷、松动、脱
落等情况。它们都安装有自动保护装置，即使踏
板脱落，如果能及时检测到并紧急制动，伤人事
件也是可以避免的。

不少人质疑，事发扶梯那些“详细”的维保
记录、“合格”的检验结果，有多少真实性可言？

当地已成立调查组，对涉事电梯的使用、维
保、安装、检测等部门立案调查。上海在全市启
动为期一个月的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隐
患排查专项行动。

上海十多年前就已成为全球在用电梯最多
的城市，目前在用的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有
2 . 6万余台。在已检查的设备中，发现问题多多。

这其中，既有梳齿板梳齿缺齿、围裙板毛刷破
损、扶手带老化等硬件问题，也有未张贴有效使用
标志、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日常管理问题。

有调查显示，在诸多导致电梯安全隐患的
因素中，电梯质量问题占16%，安装问题占
24%，而保养和使用问题则高达60%。

我国电梯目前绝大部分事故根源，都集中
在“维修保养”这一环节上。电梯出现伤人事故，
与超期运营、带“病”运行有很大关系

业内人士称，如果电梯平时能严格按规范
定期保养，即使老电梯也不会经常闹毛病。不
过，目前电梯维保市场鱼龙混杂，受低价竞争、
劳动强度高等因素影响，从业人员近年来呈现
明显的老龄化、低层次化趋势，越来越赶不上行
业发展的速度和要求。



生活中，我们有时会遇到自动扶梯停运情
况，这时，不少人会把自动扶梯当成楼梯行走，
殊不知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
全规范》明确指出，“自动扶梯是机器，即使在非
运行状态下，也不能当作固定楼梯使用”。从扶
梯的运行原理也能看出，自动扶梯的设计原理
为机械传动，与传统楼梯截然不同。

自动扶梯的主要构成，就是两边的齿轮和
覆盖在上面的履带，履带两边有一排滚轮，能够
更好地滑动。

履带上面，就是我们平时站着的金属阶梯，
上面有排列整齐的凹槽，一方面是为了防滑，另
一方面是为了能和梳齿板进行契合。

这些金属阶梯都不是实心的，而是做成了
阶梯形状的小铁壳，形成三角形结构，这样才不
会在循环运动时被卡住。

自动扶梯停运，靠的是扶梯主机的制动功
能，这是电机的一个断电刹车功能，如果此时在
停运扶梯上走动的人比较多，给扶梯造成的压
力超过电机制动力，就会导致制动器失效，扶梯
踏板就会向下滑行，造成事故。

如果是暂时断电导致扶梯停运，如果此时
在梯上行走，万一供电恢复，扶梯又开始运行，
就会带来极大危险。

另外，很多出故障的扶梯，表面看着是不动
的，但内部还是正常运行，除了你站的这一块是
实心的之外，其他地方都有可能是空的，如果人
在上面走，可能会导致踏板破裂，身体很可能被
卷入扶梯链条，危及生命。


“左行右立”看着挺文明

其实不可取

在搭乘自动扶梯时，不少人认为，为他
人留出左侧快速上下的通道，是“礼让”的文
明方式。

对此，中国电梯协会秘书长张乐祥指出，
公众乘坐扶梯最大的误区就是“左行右立”。
因为扶梯上的台阶，不符合人体功能学的设
计，在扶梯上走动很不安全。他建议乘客在扶
梯上要抓紧传送带站定，尽量不要行走。

其实，早在多年前，香港国际电梯工程师
协会科学顾问苏廷弼就撰文指出，“左行右
立”实际是一个陷阱，留出一条通道鼓励乘客
在电梯上步行，忽略了在扶梯上步行也是高
风险行为。

比较自动扶梯与固定楼梯可以发现，自
动扶梯始终在运动，在上面行走，安全风险显
著增加；同时，自动扶梯的台阶普遍高于固定
楼梯，进一步增加了风险系数。

很多时候，自动扶梯会因为电压不稳而
突然减速，如果夹到垃圾或烟蒂等细小物品，
也会导致突然停顿，如果乘客此时正在梯上
走动，很容易失去平衡。

“左行右立”还会导致梯级左右承重不
均，加速机件损耗。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已
叫停搭乘扶梯时“左行右立”，而是希望乘客

“站稳、扶好”。
很多人乘扶梯时，会不经意地踢到旁边

的毛刷，这难道是用来刷鞋的？
业内人士介绍，自动扶梯上面的“毛刷”，

专业名称叫“围裙板防夹装置”，由基座与毛
刷两部分组成。

“毛刷”的主要功能，就是在乘客距缝隙
较近时，起到提醒作用。当你的脚碰到毛刷，
就意味着你已进入“警戒范围”，应该往电梯
中部挪动一下了。因此，下次再见到“毛刷”，
可别再用来刷鞋啦！

 扶梯“爱吃”洞洞鞋
“危险穿搭”要当心

自动扶梯容易伤人的原因，就是它在设
计时，就预留了一定的间隙。

这些间隙主要存在于三个地方，梯级与
梯级之间，梯级与围裙板之间，以及梯级与梳
齿板之间。

根据规范，两个相邻梯级之间的间隙，应
不大于6毫米；梯级与围裙板之间的间隙，不
大于4毫米；梯级与梳齿板之间的间隙不大
于4毫米。

这些间隙看起来不大，但如果夹到异物，
却可能变大，从而导致事故。2023年6月，国
内某地铁站遭遇自动扶梯故障，数块踏板脱
位隆起。初步原因查明，是乘客的金属钥匙卡
在梯级间，导致扶梯故障并保护性停梯。

穿洞洞鞋坐扶梯发生的危险案例也有不
少。2023年5月，浙江宁波火车站，一位2岁男
童的左脚被“洞洞鞋”带进扶梯侧面缝隙中，
消防员用撬棍撬动扶梯踏板，才帮孩子脱困。
2020年，长沙一名三岁男童的洞洞鞋也被卷
入扶梯，脚趾头一半被“咬掉”。

洞洞鞋+自动扶梯，为何会成为“咬人黑
洞”？消防试验表明，洞洞鞋与扶梯侧边挡板，
会产生极大的摩擦力，接触瞬间，往往就会被
吸附到挡板上，而且这种鞋子柔软易变形，因
此更容易被“咬”进电梯缝隙。

此外，洞洞鞋外形比较宽大，鞋头比正常
鞋子宽出约20%，导致站立时，鞋子比双脚更
靠近电梯侧边，也更容易被卷进缝隙。

除了洞洞鞋，一些拖鞋、人字拖，也很容
易被卷入扶梯。

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高级工程师
佘昆表示，孩子好动，乘坐扶梯时，脚容易乱
动，一不小心很容易发生意外。乘扶梯时，要
避免穿宽松的鞋子，注意鞋带、裙子和儿童。

如随身带有钥匙、硬币等小物品，一定要注
意保管，防止丢落。要注意站在扶梯中央，下扶
梯时要走下台阶，不要站着被扶梯推出去。

自动扶梯自带了一个“救命”按钮，即“紧
急止停按钮”，一般位于一侧扶梯的下方，为
红色按钮。一旦扶梯发生事故，周围人可以迅
速按下按钮，第一时间将扶梯制动，也许就能
救人一命。



此处空隙虽小，
却是扶梯最具杀伤力
的地方，拖鞋、裙角等
很容易挤进去。

手若放在扶手带
进口处，可能会顺着
传送带，整个被卷入。

乘梯时扒扶手，
可能被凹槽划伤。

有些不合格的设
备，梳齿会出现缺损，
间隙会有一些偏差，
脚可能被挤入。

■电梯梯级和围裙板缝隙处

■扶手带进口处及凹槽

■出入口的梳齿部分

乘
坐
扶
梯
注
意
事
项

扶梯的危险部位

上上海海一一女女子子被被卷卷入入扶扶梯梯，，工工作作人人员员紧紧急急救救援援。。

■梯级踏板

踏板黄线是两梯
级分界处，请勿踩踏

扶梯如果突然失去动力，在乘客重量作用下，可能快速下滑。

■扶梯逆行

出现意外怎么办

▲第一时间按紧急按钮

扶梯上、下部各有
一个紧急按钮。发生意
外，第一时间按下按钮

▲遇到拥挤伤害事件

一定保护好头部
和颈椎，护住后颈，身
体屈曲，不要乱跑

▲遇到扶梯倒行

紧抓扶手，压低身
姿保持稳定，切忌拥挤
踩踏

乘扶梯注意几点

不在乘梯时看手
机等电子设备

别将头部、四肢
伸出扶手以外

不携婴儿车等大
件物品乘梯

提醒孩子不在
梯上玩耍

乘梯不要踩到
黄线外

不在扶梯进出
口处逗留

会“咬人”的扶梯
——— 安全乘梯也是个技术活
最近，多地发生自动扶梯“咬人”事故。4月4日，上海一女子去超市购

物时，腰部以下被卷入扶梯，面临截肢风险；4月6日，德州一女童手部在
商场扶梯上端被卡住……遍布商场、车站的扶梯为啥暗藏风险？乘扶梯
应注意哪些问题？遇到故障该如何自救？

 自动扶

梯 的设计

原 理为机

械传动。

 停运的扶梯，别当成楼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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