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电梯业内流行这样一句
话： 电梯安全 “三分靠质量， 七
分靠保养”， 这就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维保单位对电梯安全的重要
性。

记者在丰台区马家堡东路多
个小区探访了解到， 多数使用时
间在5年以上的电梯都出现了不
少问题， 尤其是有的已经使用了
十年以上， 电梯因老化患上 “慢
性病” 让业主很担忧。

在海户西里某小区， 两部电
梯从2000年入住开始， 已经使用
了13年。 18层的塔楼两部电梯，
一梯六户， 电梯使用频率很高。
老化了的电梯反应慢， 还常常出
现 “哐当哐当” 的响声。 多名业
主反映， 电梯经常会坏， 关不上

门或者是有的楼层不停， 这样的
电梯让人坐着害怕。

住在17层的业主多次遇到电
梯到了，门却无法打开的现象，只
好坐到16层再走一层楼梯。 “这个
电梯说停就停，按键经常失灵，太
吓人了！ ”这名业主道。

记者在电梯厢里的标牌上看
到， 该小区里电梯已经承包给了
一个维保公司， 留了一个报修的
手机号， 出现问题了业主可拨打
电话。 有业主向记者反映， 近几
年， 维修人员维修的频率越来越
高， 他们曾建议进行大修或者更
换新电梯， 但是因为没人管而不
了了之。

位于大兴区泰中花园小区 ，
对于电梯安全的话题， 业主们更

是有话要说。 带孩子在楼下玩的
李女士很是不安： “每次进电梯
都揪着心， 这电梯夹了我家孩子
两次了。 关门的时间太快， 也就
刚进三四个人的时间就自动关门
了 ， 后边走得慢的特别容易被
夹。” 李女士说。

李女士还告诉记者， 电梯问
题向物业反映多次， 可就是解决
不了， 大毛病倒是没出， 可这小
毛病不解决， 早晚得出大毛病。

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 一些
业主希望可以更换新电梯。 可是
物业公司称没钱， 业主又不愿意
自掏腰包， 而目前电梯的报废年
限也没有明确， 于是出现了电梯
能小修就不大修， 能大修就不换
新的局面。

在调查中， 不少市民呼吁应
该加大对于电梯的监管， 切实排
查电梯隐患。 “我所居住的楼是
个塔楼， 住户比较多， 特别是夏
季， 人们频繁使用电梯。 电梯总
是坏， 然后维修人员才来修。 很
想说， 维修是必要的， 但还是需
要预防在前， 建立完备的电梯维
护和监管措施。” 市民李先生说。

此外， 还有人提到有关部门
应组织进行电梯突发事件应急演
练活动， 并进行事故自救的知识
普及。

“对直梯的困人事件、 扶梯
的夹人事件这些常见电梯安全事
故， 必须重视。 但重视不能仅停
留在口头宣传上， 需要围绕紧急

应对、 抢救伤员组织演练活动。”
从事教育工作的市民刘女士建
议， “特别是学校、 社区应将乘
坐电梯安全知识作为一个重要工
作。 现在这些都是缺失的。”

对于电梯自救的知识普及，
有人提到， 老人和小孩这些特殊
群体应给予更多关注和教育的机
会。 “我建议应将电梯安全自救
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中， 是不是可
以考虑出一些相应的读本， 以文
字和图画的形式。 不仅易与孩子
们学， 更易与家长教育。” 市民
刘女士强调。

不久前， 地铁亦庄线万源街
站区在全员范围内， 又一次进行
电梯安全普及教育。 “除了地铁

工作人员， 包括保洁、 保安、 文
明疏导员、 安检员， 只要是在地
铁站区服务的人员， 都是这次普
及教育的人员。” 地铁亦庄线万
源街站区站区长任强说。

“在这次的电梯安全普及教
育中， 重点提示所有职工如果电
梯发生故障， 要第一时间按急停
按钮， 然后有序进行急救。” 任
强说， “现在处于汛期， 根据防
汛预案的要求， 会及时改变客运
方案， 对关键节点要更多关注。
比如， 雨很大时， 乘客都会拥挤
在出入口位置， 人员聚集时， 先
要将电梯关闭 ， 以避免危险发
生 ， 同时提供给乘客必要的雨
具。”

近日， 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
多起电梯安全事故， 作为一名电
梯从业者， 给大家介绍一些乘坐
电梯小知识。 依据电梯的种类和
使用环境的不同， 简单地把常用
电梯分为垂直电梯和自动扶梯。

乘坐这两种电梯时， 先要看
一看， 电梯是否在明显部位张贴
准运合格证， 且是否在安全有效
期内， 超过有效期的电梯是不应
该乘坐的。 在自动扶梯出入口侧
和垂直电梯轿厢内明显处还应张
贴安全乘梯须知。

不少年轻人是手机控， 长时
间盯着手机屏幕无法发现周围环
境 存 在 的 安 全 隐 患 。 在 乘 坐
自 动 扶梯 、 垂直电梯时 ， 一定
不要玩手机， 要看清自己的行进
方式 。 比如 ， 进入垂直电梯门
时， 先应判断电梯轿厢位置是否
在平层区域内。 如果没注意而进
入故障电梯， 容易造成自身二次
伤害。

进入垂直电梯前需要等人
时， 不要用身体任何部位来阻挡
电梯门正常关闭。 如需等人， 可
采取进入轿厢内按住开门按钮或
在轿厢外部按住电梯相应的外呼
按钮的方式。

由于垂直电梯内部空间相对
狭小， 进入轿厢后， 应选择相对
安全的位置站立， 且不要嬉戏打
闹。 轿厢在运行时， 相对来说电
梯门在电梯发生故障时是一个比
较危险的区域。 另外在电梯人流
量增多， 甚至处于超载时， 后进
入的乘客应主动退出， 避免站在
靠近电梯门的区域， 保持良好安

全的乘梯环境。
在乘坐自动扶梯时， 同样有

很多注意事项。 乘坐时， 手一定
要握紧扶手带。 自动扶梯属于连
续运转设备， 乘坐时， 不要在上
面行走。 像鞋带、 软底鞋， 长裙
这一类的物品， 容易卷入梯级踏
步里面， 需要大家在乘坐时加以
注意 。 还有 ， 家长要看护好孩
子， 不要让他们将自动扶梯当玩
具， 这样十分危险。

在扶梯的梯级踏步上会有黄
色标示的区域， 起到定界警示作
用， 在乘坐扶梯时， 不要将脚放
在黄色区域内。 不要将头、 身体
探出扶梯外， 否则扶梯和楼板之
间形成的夹角可能会对人体造成
伤害。 乘坐自动扶梯时， 最好与
上下台阶的人保持一到两个台阶
距离。 以免在电梯紧急制动停止
时， 对身体造成伤害。

当垂直电梯处于所谓 “失
速” 状态时， 即电梯运行时没保
持正常速度， 或者没正常到达指
定楼层 ， 应当采取自我保护措
施。 比如将自己的背部， 紧靠在
轿厢后壁或者侧壁， 运用电梯壁
作为脊椎的防护， 但不要靠在电
梯门上； 双腿呈半蹲状态， 借用
膝盖弯曲来承受冲击压力； 还可
双手抱住头部， 以防电梯顶部灯
板掉落造成二次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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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 湖北荆州安良百货一名女子带着儿子搭乘商场手扶电梯上楼时， 遭
遇踏板下陷， 在危急关头， 她将儿子托出了险境， 自己却被电梯吞没而身亡。 不
断发生的电梯安全事件严重威胁到使用者的生命安全， 时有所闻的电梯安全事故
让人们心惊胆战。 电梯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设备， 它的出现带来便捷也造
成困扰。 为什么电梯故障频发？ 为什么电梯修了坏、 坏了修……记者就此进行了
采访。

———探访我市电梯安全使用管理维护现状
电电梯梯““安安全全问问题题””病病根根在在哪哪里里？？

□本报记者 盛丽 孙艳 闵丹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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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乘电梯不做“低头族”

2014年 1月 1日开始实施的
《特种设备安全法》中，明确规定
了特种设备共有人的责任和义
务。 其中， 第三十六条、 四十五
条、四十六条分别对电梯的设计、
制造、安装、养护等各个环节的责

任作了明确规定。 而第八十条还
详细规定了违反本法的处罚细
则。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特种
设备安全法》 对电梯这种特种设
备规定的更具体， 强化企业主体
责任，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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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强化责任加大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