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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梯设计师 5 版 入门指南  
 

电梯设计师 5 版  入门指南将简单介绍如何创建一个电梯项目。 

不管是新的用户还是已使用过旧版本的用户我们建议您将本示例从头到尾做一遍。

我们希望在此将程序总的运行方式的特征及基本思想介绍给大家。 

 以此符号表示输入数据 

 以此符号表示重要的常规信息 

 
 DigiPara Team 祝大家能够用功能极强的电梯设计师 5 版 开始愉快的工作！ 

2 安装, 系统要求 

2.1 硬件及软件要求 

为了能够使用电梯设计师有效地工作，您的 PC 应满足一定的要求，否则，将会出

现长时间等待。 

 
CPU:    Pentium 4, 1.4 GHz (推荐 Pentium 4, 2 GHz) 

 

内存: 1024 MB RAM (推荐 1024 MB) 

 

硬盘: Ca. 500 MB 用于安装及运行期间数据暂存. 

 

显卡: 128 Mbyte 以上(推荐 3D 硬件加速器). 

  

鼠标: Windows 兼容. 

操作系统: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SR4 或更高);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或 Home Edition; Windows 2000 / 2003 
Server; VISTA 
 

附加软件: 值得推荐的如： AutoCAD LT 2004 或 AutoCAD 2004  
Version. 

2.2 安装 

关闭所有打开的程序。如果不能完全安装，在下一次系统启动时无法安装的文件会

自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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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机器上安装必须具有管理员权限。 

 

第一步：  

将电梯设计师 5 版 CD放入CD－ROM驱动器，或者从我们的网页上下载安装程序：
http://www.LIFTdesigner.com/ 
 

第二步：  

 

用 CD 安装： 

如果您的 CD－ROM 驱动器自动启动是开启的，安装过程将自动开始。如果您的

CD－ROM 驱动器自动启动是关闭的，在 Windows 开始栏里点击运行并输入 

D：\setup （代替 D 您应输入相应的 CD－ROM 驱动器字母）。 

 

单一的安装文件： 

在下载的文件上双击便可以开始安装。 

 

 

http://www.liftdesign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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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请按图示进行以下步骤 

 

1．欢迎屏幕： 2．许可协议 

点击继续开始安装。 接受许可协定继续安装。 

 
 

4．安装目录： 3．用户信息： 

输入您及公司的名称。 

 
 

确认或改变安装路径。 

5．安装类型： 

选出安装类型。

6．选出模式（用户定义的）： 

选出安装程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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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安装过程开始： 

在该对话窗口确认使安装继续。 

8．安装状态： 

安装在进行中。 

 

9．安装结束： 

点击结束键启动电梯设计师程序。 

 
 

 

安装所需时间长短取决于所使用的计算机及操作系统。在某些机器上安装后需要重

新启动。 

 

 电梯设计师 5 版 基于 Microsoft .NET 框架技术。框架环境的安装占安装时间

的 50％。如果 .NET 框架 2.0 已安装, 则可大幅度减少安装时间。 

2.3 电梯设计师 5 版  

如果您是在安装后第一次运行电梯设计师 5 版, 将会出现一个初始化对话窗口, 在此

您可以定义程序使用语言及设计师用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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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语言及用户类型设置以后在程序中进行。 

 给定您的选择并点击 OK 键。您不必手动设置数据库。 

 

 
 

数据库包含所有程序运行所需的相关数据，比如，系统数据，用户界面文件及生产

商数据，等等。从程序的角度看，系统文件（可运行的文件，程序模块等）与程序

数据（用户界面数据，系统数据，生产商数据等）是分开管理的。 

 有经验的用户，如已经对数据库有充分认识的设计师组件开发者有足够的可

能性手动设置数据库。对其他用户我们建议使用自动建立数据库。 

2.4 电梯设计师 5 版授权 

在首次启动设计师程序时将显示授权对话窗口，在此必须给定许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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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以下可能性中选出一个： 

 

2.4.1 登记及授权（索取授权代码） 

 点击继续键。这时将出现一个授权对话窗口，在此请输入您的序列号（这是

一个很长的号码，如：11111-22222-33333-44444-55555）和授权代码。此

后点击“6. 接受代码并检查许可”启动设计师程序。 
 

 
 

在所显示的数据库管理员“模块管理”对话窗口里检查是否所有必须的程序模块都

有效（按列排列）并关闭对话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D Quicktour V5, July 2007  © DigiPara GmbH 

  电梯设计师 5 版 入门指南   9 

 

 
 

这时点击 OK 启动电梯设计师程序。 

 

 

2.4.2 从网上索取授权代码 

如果您还没有得到授权代码，请按下列操作（此过程需要上网）： 

 

 点击“3. 从网上获取授权代码” 

 

然后将显示电梯设计师授权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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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应的域内输入您的序列号，然后点击继续 

 

 
 

 在下面的对话中输入您的电邮地址，以便我们将授权代码寄给您。然后点击

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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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代码将寄到您所给的电邮地址。 

当您收到有关授权代码的电邮后，请按以下步骤完成授权程序： 

 

 将授权代码从您收到的电邮中拷贝到相应的正文框（选定代码，然后按 Strg 
＋C 键） 

 

 
 

 现在将拷贝的代码粘贴到电梯设计师授权对话窗口中的正文框里（在正文框

里按 Strg＋V）。 

 

  
 

后点击“6. 接受代码并检查授权”。在所显示的数据库管理员“模块管理”对话

窗口里检查是否所有必须的程序模块都有效（按列排列）并关闭对话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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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点击 OK 启动电梯设计师程序。 

 

 
 

2.4.3 购买电梯设计师程序 

如果您选择购买电梯设计师程序 5 版，您可以在网上操作。（必须有 Internet 接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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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程序启动 － 建立新项目 

3.1 程序的基础结构 

电梯设计师程序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设计师：设计师实际上就是电梯设计师的总界面，在此用户可以改变电梯设备的尺

寸及属性，直到其与给定的条件及目标 佳吻合为止。改变尺寸只需要在一个标定

的尺寸上点击即可，改变后的尺寸将显示出来。由于改变是在整个数据模块上进行

的，因此改变是在哪一个视图中进行的并不重要。 

数据库：电梯设计师的数据库由可选的电梯组件的技术参数及几何数据组成。数据

库由 DigiPara 不断地扩充。用户特定的组件也可以集成在内。 

与外部程序的连接：技术计算，冲突观察，边界值检验，组件选择标准，个性化的

程序对话，编辑器限制等等可在电梯设计师程序代码以外进行。这些程序可由电梯

设计师启动，它们可以完全读取电梯项目的所有数据。例如，计算结果将在报告窗

口写出。在外部程序运行时没有编辑可能性。 

 只要在程序接口上没有定义企业专有的配置方法，在选取组件时对实际设备

的可使用性便不能保证。自动配置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对已知的组件具有验算的

可能性。在任何情况下，已规划的电梯应由生产商或负责的技术人员检验。 

 

3.2 向下兼容 

您用电梯设计师 4.0 建立的旧的项目仍能用电梯设计师 5 版 处理。 

 

 如果您用电梯设计师 4.0 建立的旧的项目用电梯设计师 5 版打开并保存，这

些文件就不再适用于电梯设计师 4.0 了。处于该原因，我们建议，在此之前请将

旧的项目备份。 

3.3 用户界面设置 

在第一次电梯设计师程序启动后将有一些工具栏在程序窗口的上部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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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将其它工具栏也显示出来，请您在工具栏范围内点击鼠标右键，然后在

下拉菜单中选出“Customize（自定义）”。 

 

 
 

3.4 电梯设计 5 版工具栏 

电梯设计师 5 提供以下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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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和连接窗口选项 

为一般用户提供 常用的功能。 

视图和目标选择选项 

视图框设置：文字，组件显示比例和扩展的组件尺寸 

绘图页面选项：打开，保存，加载和删除；DWG 重叠：粘贴，删除。 

视图框选项：打开，保存，加载和删除；视图类型：井道布置图，截面图，机房，

导轮布置，门视图，三维视图，DWG 视图。 

1．视图框的下层选项 

2．基础－井道组件的可视性。 

基础－井道组件尺寸的可视性。 

绘图语言（必须首先设置）。 

项目设置：输出模式，编辑模式，尺寸链文本，非使用的尺寸，绘图页面选择，颜

色及线型设置。 

电梯设计师组件开发人员选项 

电梯群选项：电梯或电梯尺寸的添加，删除，隐藏或显示 

VBA 及 .NET 应用的选项 

尺寸选项 

工具栏可以任意安置（用鼠标左键点击相应的工具栏并按住鼠标键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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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建立或是打开（*.Id3）一个电梯设计师项目文件，总会自动打开一个新的文

档窗口。电梯设计师界面类似于上图。 

3.5  电梯设计特征，数据树及计算报告 

新的用户界面是全新的。菜单栏的结构及内容于电梯设计师 4.0 类似。 

旧的组件属性窗口由一个统一的属性窗口取代，该属性窗口在其它常用的应用程序

如 AutoCAD 中也适用。 

如果属性窗口没有显示出来，您通过菜单栏中“窗口”将其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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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报告，分级的数据树视图，动态三维视图以及新的动态帮助也将显示在分开的

连接窗口里。在“窗口”菜单中通过相应的选择可以激活这些窗口。 

3.6 属性连接窗口 

用于有关组件及尺寸特征信息和选项的属性窗口安排在不同的区域，这里将以“厅

门”为例加以阐明。 

 在电梯设计师文档里用鼠标左键点击厅门，如厅门的基础视图。 

 

 
 

厅门的属性将在属性连接窗口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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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规部分包含了专门生产商的信息并提供了调换门的可能性。 

 显示门生产商，点击描述区的键可调换组件。 

生产商： 

 
 

描述： 显示门模型信息。点击描述区的键可调换组件。 

类型： 显示门宽。点击描述区的键可调换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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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合部分可以进行厅门属性及井道整体的设置。 

组合： 提供将在一个选出的厅门所做的改变应用到当前开口处的其

它厅门上。 

 

3．门尺寸部分可调配门的几何尺寸。 

门高： 显示厅门高度，该值可改变。 

门宽： 显示所选门的宽度。打开快捷目录，以便选取当前门类型相

应的其它宽度。（次选项仅在安装并授权了生产商目录时可

使用）。 

扩展门尺寸： 点击输入栏按钮以打开扩展门尺寸的对话窗口。 

      
对所选门做相应的改动，然后关闭对话窗。  

注意：如果想恢复原来的尺寸，您必须更换门。 

 

4.  视图框设置部分提供其它的显示及尺寸选项. 

细部状态: 通过视图框确定: 

通过细部水平的视图框可确定组件的细部水平. 

从视图框删除: 

在当前视图框中删除明确给出的组件细部水平. 

其它: 

可以设置一个与视图框细部水平无关的其它组件细部水平(必须由

组件支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DigiPara GmbH  LD Quicktour V5, July 2007 

202B 程序启动 － 建立新项目   

阴影： 可以将所选的组件用阴影表示。 

扩展尺寸： 提供在当前视图框中持续显示扩展尺寸的可能性。 

 

5.  在组件参考列表中可参考上, 下和平行级的组件, 所选的组件将以在列表中显明出

来。上级的参考组件为红色。在下面给出的例子中“.. \开口()”便是所选厅门的上

级组件。 
 

 
 
已有的平行级组件（在上级之下）以蓝色表示。“壁龛” 和“墙洞” 为所选厅门平

级。 

下级组件用绿色表示。 
点击参考组件可对不同的电梯组件进行导航。点击参考条目“附加框架”以显示其

属性。 

 
 

所选的组件不同，所显示的属性也不同。如果您想查看不同的组件属性，请使用组

件参考列表中的参考条目。 

3.7 改变制图尺寸 

有两种改变尺寸大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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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图纸标有尺寸的地方双击鼠标左键以便在出现的“尺寸编辑”窗口改变尺

寸大小。 

 

 
 

 第二种可能性是用鼠标左键一次点击所标的尺寸，可以在连接的属性窗口中

改变尺寸大小。 

 

 

3.8 井道助手 

借助于井道助手您可以确定基本的电梯系统。在文件菜单中选择新建空挡文件。随

之出现对话窗口。在对话窗口中您必须选出或给出电梯设备的参数。在井道助手运

行时，您仍然可以在背景中跟踪设备的图像。输入随后显示的数据。 

 所有在井道助手中输入的值以及选定的组件都可以在随后的项目处理中更

改。 

 井道助手主要用于标准电梯设备的选择。在通常的供货范围中不含生产商的

特殊标准。因此，如果还没有使用电梯设计师建立过类似的电梯项目，井道助手

对电梯类型以及重要参数的确定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 

 在井道助手运行后得到的电梯组件还不是 后的配置。 后的配置自动从所

谓的“任务表”中选出，在该表中可以放入生产商的特殊标准。 

 

作为例子，请在第一个对话掩码中输入： 

 项目编号：  09876 

 项目名称：  保险 

 检核编号：  54321 

 图纸号码：  1234 

 设计人员：  您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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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数据对项目没有影响。当然它们将在项目文档中保存并显示在图纸或文

字域中。 

 其它组织方面的数据可以以后在“项目”－> “技术要求”菜单下输入。 

 

 
 

 在下一个对话窗口中您可以确定电梯驱动的基本参数。在“额定载荷”栏请

输入 1000KG 重量。恢复选项“对重带安全钳” 。 

 

 
 

 所有在井道助手中给入的值和所选的组件都可以在接下来的项目处理中改

动！因此，您完全不用担心给入的数据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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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出上图所列的图例。点击“选择”可以选出其它的标准。 

 

 
 

 选出一个轿箱尺寸为 1100X2100mm 的电梯，在此您可以用“+”或“-”号

进入 下面的分支，然后点击“OK”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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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设置楼层高度，水泥地面及地板厚度。选出另外的一个厅门模型，并点击

“选择”。点击“继续”以便进入下一个对话窗口。 

 

 
 

 激活两层的后部开口。在楼层列表中您可以改变楼层的特征值并做合适的设

置。如果您在楼层列表窗口上部选择相应的按钮可以在选定一个楼层后，添

加其它的楼层以及删除已有的楼层。 

 

上部添加：在所选楼层的上部添加一个楼层。 

下部添加：在所选楼层的下部添加一个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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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后的对话中您可以从列表中选择不同的绘图页面模板，这些绘图页面是用于新

的项目的。您可以在当前数据库目录“表格”中找到绘图页面（例如：C：\文档和

设置\文档\DigiPara\用户库\表格\*.**）。在本例子中不必选择绘图页面。 

 

 您也可以在电梯设计师中建立自己的绘图页面并将其复制到“表格”目录

里。如果下一次您要使用井道助手，便可以在模板列表中选取您自己的绘图页面

模板。 

 

后点击“结束”以结束使用井道助手。 

 

 

3.9 主项目数据 

在结束井道助手之后，一个报告窗口将自动出现，它将问您是否愿意将主要的项目

数据显示出来。 

 

 
 

 选择“是”则显示主要的项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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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将下列“井道”的值改变为上面所显示的。点击“关闭”结束上面对

话。 

 

 
 

 点击目标“轿箱”。将轿箱的宽度和深度改为如上面例子所显示的。改变轿

顶高度为 50mm，轿箱高度为 2200mm。改变欠程为 350mm，越程为

1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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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量”类别中输入上面显示的值（该值将在今后的电梯计算中需要）。

之后点击“关闭”以结束工作。这时电梯设计师将显示几个粗略的电梯轮

廓。 

 

 如果您在图纸的任意位置用鼠标右键点击并在随之出现的下拉选项菜单中选

择相应的内容，主要的项目数据会再次显示。 

3.10 其它项目数据 

如果您在“项目”菜单中点击“技术要求”，您可以输入电梯项目的其它相关数

据。 

  

 
 

项目特征输入栏将在电梯设计师的“属性”连接窗口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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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井道图 

4.1 改变视图 

用“编辑”选项和“项目”工具栏可以改变当前的绘图页面。 

4.1.1 编辑工具栏 

 
 

从左到右： 

 

显示比例全部：显示全部视图，即是当前的绘图页面。新的功能：可使用鼠标滚

轮，见 4.1.2 章 7 段. 

以前的显示比例: 显示曾使用过的绘图页面局部. 

移动:移动当前绘图页面局部.作为移动的范围说明必须要在两个点上点击(可能性:光
标控制键或者见 4.1.2 章 4 段. 

放大: 放大当前绘图页面局部(可能性: “+“键或者见 4.1.2 章 5，6 段：在放大区引入

十字线。按住鼠标的左右键并向前移动鼠标。如鼠标向后移动则为缩小。 

缩小：同放大。 

显示比例窗口：点击窗口斜对角上的点使所选的局部放大。 

注解选择：通过点击窗口斜对角上的点以选择在该范围内的所有注解目标。 

尺寸选择：通过点击窗口斜对角上的点以选择在该范围内的所有尺寸目标。 

组件选择：通过点击窗口斜对角上的点以选择在该范围内的所有组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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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删除：从当前视图中删除所选的目标。 

测定：用鼠标左键点击起点，移动鼠标并再次点击左键，以此定义测量段第二终

点。 

 

4.1.2 鼠标的使用       

 

7. 4. 5. 6. 

 

4.1.3 项目工具栏 

 
 

从左到右： 

 

转换设计与输出模式（见 4.3） 

尺寸说明：显示或隐藏尺寸说明。 

显示未启用的尺寸：显示或隐藏输出模式中未启用的尺寸。 

绘图页面切换：在已有的绘图页面之间切换。 

楼层对话：显示楼层对话窗口。 

背景颜色：使得绘图页面背景颜色（黑 / 白）转换成为可能。 

线型：线型使用 / 不使用。对直接从电梯设计师打印很重要。 

前景颜色：可以在单色和彩色前景间转换。对直接从电梯设计师打印很重要。 

打印格式：可以为已设置的背景颜色，前景颜色和线型选择另外的打印格式。 

 

4.2 建立尺寸文本 

在绘图中尺寸链文本和单一尺寸的定义可以对整个项目做整体的设置或只对所选视

图框做局部的设置。用鼠标左键轿箱宽度尺寸（见井道上部的基础图），该尺寸的

属性窗口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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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在“定义（与框架相关的）”栏里的值 

 在这里输入下列字符：“CW”空格“interior”空格“=”。在当前视图框里

的所选的尺寸的定义将被改变。 

 如果您改变在定义栏里的值，这一改动将影响整个项目（所有应用该尺寸的

视图框）以及所有已经建立的和新的电梯设计师项目。 

  

 如果您想调整每一个其它尺寸的定义，请对这些尺寸重复该过程。 

4.3 输出和设计模式 

视图窗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显示。在编辑模式中所有可编辑的尺寸用蓝色表

示。尺寸只能在编辑模式中改变。 

在输出模式中将显示阴影线，隐藏边界渐隐，颜色以及线型。输出模式是为了更好

地显像或图形输出而启用的。您可以用下面“项目”工具栏左边键在各模式之间转

换。 

 

 
 

4.4 井道深度及开口 

4.4.1 常规检测 

 检验是计算模块的组成部分。请保存电梯设计师项目。从下拉菜单中调用命

令“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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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报告窗口上部的列表框中选择“常规报告.组件.报告“，以便显示常规组件

检验报告。 

 

 该报告包含常规的几何及结构设计的内部计算结果（不一定是 EN81）。如

果检验结果是无效的（红色标记），点击相应行的组件名称列，使造成错误的组

件属性被显示出来。  
 

 
 

 为了显示按 EN81 计算的结果（需要 EN81 计算模块），需要在报告窗口上

部的列表框中选择“EN81.组件.报告“。 

 如果“报告”窗口有别于上面例子所显示的，您可通过用鼠标拉窗口左下角

将窗口的大小加以改变。您还可以用鼠标在列与列之间改变列宽或者在“报告”

窗口上部激活选项“列宽自动调适”。 

 

4.4.2 更换开口组件示例 

若要将所安装的门（S2L，900 mm）换成其它的类型（S4C，900 mm），有两种

显示门组件对话的可能性： 

 为了显示组件导向对话双击厅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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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图纸中选出厅门。您所选的门将用红色标出。在选好门之后，门的属性将

在“属性”连接窗口中显示出来。 

 

 
 

 现在在生产商栏点击描述或类型，以显示组件导向对话。 

   

 
 

组件导向对话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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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组件可从上面的数据树视图中选择。在这个门的例子中可看出，门是按

生产商，内部描述（比如：S2L 意为双折左开厅门），目录描述和门宽来分类

的。 

 

 点击用“+”或“-”表示的小框格，可以在数据树视图里查找（也可以双击

文件名）。 

 

 选出一个上面所显示的厅门，然后离开对话。程序会问您是否要自动寻找合

适的轿门。请用“是”回答此问题。 

 

您可以通过点击“窗口...”和在所显示的窗口中不选用“绘图视图”来停用门的预

显，正如下一页所给出的例子。 

 

 
 

在后面的厅门上重复该步骤（选出同样的厅门模型）。 

4.4.3 设置井深 

当前的井深是 2660 mm，但是您得将井深设置为 2650 mm。有两种可能性将井深

减少 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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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在视图状态的井道轮廓图，以显示其属性。 

 

 
 

 在属性连接窗口中选项井深下改变双侧井壁与厅门的间距（即门框与井壁的

间距）从－40 改为－45 mm。 

 您也可以在所要改变的尺寸上直接点击..., 
 

 
 
然后将值从-40 改为-45 mm ( 请在开口的两侧做此改动)。 

 

 门立柱前边的位置决定了上面改动的值的正负。正号表示门完全位于井道

内；负号表示门位于停靠站上 40 mm。 

 

 由于井深是一个尺寸链的和，因此井深不可直接改变。如果在编辑电梯项目

时改变该尺寸链上的一个值，尺寸链上的所有其它值保持不变。井道尺寸必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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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这一工作方式是基于，当与井道相关的尺寸改变时，电梯设计师不可能知

道电梯设备以何种方式改变。对此有很多可能性。因此，井道尺寸将由用户自行

控制。 

 

4.5 轿箱导轨及轨间距 

4.5.1 轨间距 

在轨间距为 1210 mm 时轿壁厚度应设置为 30 mm。跟井道尺寸一样，轿箱轨间距

也是一个尺寸链的和。比如，轿壁厚度的改变会引起轨间距的改变。 

 

有两种获得轨间距的可能性： 

•  

 点击视图中的井道。出现井道属性窗口。将轿壁左右两侧的厚度该为 30mm
（在井宽选项下）。 

 在图纸上点击蓝色数值然后直接在两边将该值从 25 变为 30 mm 
 

 

4.5.2 轿箱导轨 

 拉出一个轿箱导轨并让其属性显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DigiPara GmbH  LD Quicktour V5, July 2007 

363B 井道图   

 
  

 这里所涉及的是 90 度导轨。现在点击在组件参考列表中的“导轨”使导轨列

表的属性得以显示。 

 

 
 

 在工具选项下点击计算开始，... 

 
 

 
 
...调出导轨计算对话(需要 EN81 计算模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D Quicktour V5, July 2007  © DigiPara GmbH 

  电梯设计师 5 版 入门指南   37 

 
 

对话窗口下部的三点给出了在相应的载荷类型时(安全钳动作, 运行, 满载)的合力。

计算得出的合力表明当前导轨符合要求。 

4.6 安置限速器 

 点击安全钳/限速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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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安全钳的提拉点换到对边上。如果不能直接选择安全钳，您可以从组件参

考列表中选择并显示其属性。 
 

 
 

 与限速器相同，安全钳可在同一个上级组件下（“轿箱框架”）找到。点击

上级参考列表“..\限速器”，这样位于“轿箱框架”内的组件便能显示出来

（若要显示属性，您也可以直接点击有黑底色的参考列表）。 
 

 
 

 现在点击“安全钳”便可显示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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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属性窗口内将安全钳的工作点换到对边上（在力作用点－>位置）。 

 
 

 

选择此位置： 

      

 点击组件参考列表中的“限速器”（请使用有黑底色的参考列表）确定在另

一边的力作用点（XY－方向－>预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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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择此位置： 

 

当您在图纸上移动曾编辑过的文字“客梯...”后，在相应的区域内您应看到以下的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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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井宽，导轨支架及对重 

 

接下来将对导轨支架和对重的情况作全面的处理。 

 双击对重的导轨支架并选择下示的另外的导轨支架： 

 

 
 

 点击对重的尺寸并将其变为 750 mm。然后将对重在井道中向后移动 570 
mm。 

 

图纸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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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必须选择适当的导轨支架。 

  

 用鼠标左键在导轨支架上点击一次，调出导轨支架属性。在属性窗口里点击

附加组件（在常规选项下）。激活以下组件剖面（从上到下）： 

 
-> 导轨－临时段－2xL－剖面：300（直

角） 
2L－剖面，作为导轨固定的临时段 

-> 导轨－轨道固定－直角 300 的纵向剖面 纵向剖面，固定在轿箱导轨上 

-> CWT 左导轨－临时段－固定在侧墙上 对重导轨固定的左侧剖面 

 

 关闭所有其它导轨支架剖面。请从头至尾检查列表！ 

 

 
 

现在导轨支架应如下页的例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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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设置井道宽度 

 

当前井道宽度为 1690 mm。为了将该值变为 1600 mm，可将轿箱到对重的间距减

小。有两种方法实现： 

 点击井道并在属性窗口中的井道宽度选项下将值左面对重与轿箱的间距从

200 mm 变为 1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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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方法是双击相应的尺寸并在图纸上直接编辑尺寸... 

 

 
 

...在值编辑窗口中将值从 200 mm 变为 110 mm。 

 由此可见，井道宽度不能直接改变，这是由于它是一个尺寸链的总和。如果

在编辑电梯项目时改变其中的一个尺寸，其它所有尺寸需保持不变。这里只对井

道尺寸做变动。这一步是基于，如果与井道相关的尺寸变动时，电梯设计师程序

不能知道电梯设备应以什么方式改变。对此存在很多可能性。因此，用户可自行

检验井道尺寸。 
 

4.8 底坑爬梯 

 

 在工具栏中激活组件，调出缓冲器和缓冲器组件。 

 

 
 

 说明：只有选定组件后，坑底梯子的尺寸才能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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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井道图中将梯子向下移动 200 mm（在尺寸为 50 处出入 250） 

 

 对某些组件，只有选定它们时，其尺寸才会显示出来。因此，根据需要，只

有少数重要的尺寸标在图上。如果您希望这些尺寸在当前视图中一直显示，则必

须在选定组件后，在工具栏“目标编辑”中选择“扩展组件尺寸”。 
 

 
 

 之后，您可以使用 “组件”工具栏中相应的符号将坑底组件关闭。 

 

 

4.9 锚定轨 

每一根导轨支架横担应固定在两根支架臂上。 

 

 选择在左面井壁上的导轨支架，使其属性窗口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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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组件参考列表中点击上级组件“支架列表”... 

 

 
 

...在固定选项下将锚定轨的值设为二。 

 

 下一步通过点击尺寸链“锚定轨”的尺寸以改变轨道的位置及长度 

 其结果应大致如下图所示（插图已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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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右面井壁上的支架固定。 

4.10 视图设置与保存 

4.10.1 尺寸 

尺寸及视图的设置可在所谓的页面模板中保存（在 4.10.4 将详述） 

为了设置尺寸请将图页切换至输出模式（井道为阴影线）。现在请用鼠标左键选择

尺寸并移动。 

 一次移动多个尺寸：点击在工具栏“编辑”中的“尺寸选择”。然后用鼠标

左键定义一个选择窗口，其中有要编辑和移动的尺寸。 

 

 
 

 显示尺寸辅助线：第一步如上所述。第二步，点击工具栏“尺寸设置”中的

尺寸辅助线 1 和尺寸辅助线 2，设置所选尺寸的辅助线。 

 

 
 

 关闭尺寸：选择所有您不希望被显示的尺寸，点击工具栏“编辑”中的“删

除所选尺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DigiPara GmbH  LD Quicktour V5, July 2007 

483B 井道图   

如果在该命名执行后，这些尺寸仍然显示出来（执行删除命令后在输出模式中仍显

为阴文），请将项目工具栏中的“所选尺寸显示”回复。 

 

 
 

在做一些如上所述的调整之后，图页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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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  比例及阴影线 

 点击基础视图框，调出电梯设计师属性窗口： 

 

 
 

 通过改变比例您能得到较细的阴影。 

4.10.3  设置线型及颜色 

有两个整体设置线型，前景及背景颜色的可能性： 

 点击项目工具栏中的各个按钮。 

 
 
 

a: 切换背景颜色（黑或白） 

b: 切换线型（粗或细） 

c: 切换前景颜色（单色或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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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可能性是，调出当前绘图页面的属性窗口（在绘图页面的空白区用鼠

标左键点击下拉菜单->绘图页面属性）。然后在组件参考列表中选择上级组

件“绘图页面”，这时会出现一般的绘图页面属性窗口。 

 

 
 

 如果您这时为了改变线型，背景和前景颜色而选择其它的输出格式或变换项

目工具栏中的选项，这将影响到当前项目，已有的和新的项目的所有绘图页面。 

4.10.4  保存版面设置 

该设置可以在项目文件中保存，也可以作为外部文件保存，这样可以共其它类似的

项目使用。 

 

 在当前项目中保存设置：点击工具栏“绘图页面”中的“绘图页面属性...”
(也可用鼠标右键从页面的下拉菜单中得到)，以显示当前页面的属性。 

 

 
 

 在工作区窗口中的常规选项下为页面更名， 

 比如井道布置图 G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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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鼠标左键在绘图区域中点击一次。现在您可以在不同的绘图页面“井道布置图

GGL”和“工作区”之间切换。 

 

 为了能够识别这是涉及到左边对重局部的井道布置图，故该页面被命名为井

道布置图 GGL。由于其它的尺寸设置可能有不同的作用，因此，对其它井道布

置图局部应建立并保存相应的页面模板。 

 

4.10.5  将版面设置保存于外部文件 

从电梯设计师的菜单栏中选择“绘图页面” –->“保存页面布局...”。接下来的对话

要求您为绘图页面给入一个文件名。请给入“井道布置图 GGL”。由下拉菜单命令

“加载页面布局...”您可加载文件“GRUNDRIß GGL.LDS”，这样，在其它的项

目中该设置也可供使用。 

5 井道断面图 

5.1 改变视图 

 变换到绘图页面“工作区” 

工具栏“视图框”使在井道各段之间的变换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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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 

1．显示当前视图框的属性 

2．加载一个视图框模板 

3．保存当前视图框的页面布局 

4．添加一个新的视图框到绘图页面 

5．删去当前视图框 

6．切换当前视图框到井道布置图视图 

7－10.   切换当前视图框到井壁前，后，左，右各方向的横截面 

11．切换当前视图框到机房视图 

12．切换当前视图框到曳引机视图 

13．切换当前视图框到井开口视图 

14．切换当前视图框到三维视图 

15．用外来绘图块代替当前视图框     

 

现在切换到页面模板“工作区”，然后点击代表左面井壁断面图的符号（也可以用

下拉菜单“视图框”－“断面图”－“从右面剖开”）。 

 

 注意：如果您在视图切换之前已改变了截面设置如组件的比例，尺寸或者可

视度，却没有在一个页面模板或其它的绘图页面下保存，这些设置将丢失。 

5.2 楼层面 

通过菜单栏调出楼层列表，“项目” –>“楼层”（也可用项目工具栏里的按钮楼层

），以此设置其它停靠站和提升路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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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按上面插图改变楼层列表，然后点击“是”离开对话。绘图将自动激活。 

 点击相应的按钮可以添加或删除楼层。请添加 2 个楼层并通过点击所希望的

选项和输入数值或描述来改变参数。通过双击列“前面”/“后面”可将相应

楼层添加或删除开口。 

 

列描述： 

高度： 停靠站间距，以及向下：井底，向上：顶层 

 

停靠站描述 描述： 

 

开口前面以及后面添加或删除 前面/后面： 

 

顶高： 从做完的地面到掉顶的高度 

 

基准： 建筑图高度基准 

安装平台： 每个楼层安装脚手架数量 

 

5.3 顶层 

5.3.1 示例：轿箱导轨 

 

下面将给出几个按 EN81 检验的例子。当然，只可能对计算模块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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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当前横截面视图中选出轿箱，使其属性显示出来： 

 

 
 

 将轿箱的位置改变为上面所要求的（顶层包括越程）。将顶层放大。 

 现在在视图中选出一根导轨（也可能得通过组件工具栏）。右边出现所选轨

道的垂直尺寸。如下所示，将导轨上端到顶层的距离改为 550 mm。 

 

  
 

 点击“是”确定下面窗口所显示的内容。两根导轨的末端皆远离顶层。因此

存在轿箱没有足够长的导轨的危险。请按步骤“计算” ->“结果”使计算报

告显示出来。 

用“是”确认随后的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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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换到 EN81。由于轿箱的行程不够，5.7.1.1 a)不能满足。现在请回复到原

来的状况（在菜单栏中“编辑” ->“回复”的选项）。这时的报告不再是红

色，而是蓝色，这意味着检验通过。 

 为了改正这个错误，改动导轨顶端到顶层的距离为 450mm。在计算报告便不

再出现出错报告。 

 

 
 

5.3.2 示例：安全空间 

如果点击组件工具栏中相应的符号便能在基础视图中显示出安全空间。 

 

 
 

 请选择一个轿顶上的安全空间。同时会出现 
附带的安全空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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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将离轿厢的首端的距离从 200 mm 变为 500 mm，表示安全空间的方形

将在轿架方向上移动。 

 通过“计算”－“顶层...”调出顶层计算（需要 EN81 计算模块）。 

 

 
 

这时，对上面的安全空间出现有关冲突的报告。点击“寻找上面位置”，离开电梯

设计师 及自动寻找另外的位置。请跟踪绘图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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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位置改变了。 

5.4 导轨支架 

选择导轨支架，使垂直导轨支架间距显示出来。 

 

将导轨支架间距变为 2000 mm。 

 

 用“是”回答以下问题，使其它导轨支架间距作同样的改变。接着通过调出

“轨道计算”来检验在这样的固定间距时是否超过 大应力。 

 将第一根导轨支架与井底的距离从 1000 变为 500 mm。 

 注意：您用“不”回答问题，则将所有导轨支架的间距设为此值。 

 请将 上面的导轨支架与相邻的导轨支架的间距按下图从 400 mm 改为 8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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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设置及保存视图 

5.5.1 尺寸，比例，阴影线，组件 

 

这里所涉及的方法与有关井道布置图的相关章节基本一样。有的尺寸是乎没有，比

如：导轨支架或导轨。您若在这一步想看到其它的尺寸，请点击相应的组件并选择

下面指示的按钮。 

 

 
 

按上面所阐述的可能性经过几次操作后您将得到如下图所示的图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D Quicktour V5, July 2007  © DigiPara GmbH 

  电梯设计师 5 版 入门指南   59 

 
 

5.5.2 保存设置 

如果您仍然在您的绘图页面上，请选择井道布置图视图框。通过菜单栏中“视图

框” ->“删除视图框”您可将视图框从图纸中删去。然后您可命名该页面模板为

“横截面 G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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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动态三维视图 
此功能仅适用于三维模式。您随时都可以从所选的视图得到一个三维视图。点击在

标准工具栏里的动态三维视图或从菜单栏“窗口”中选择“动态三维视图”。 

 
 

 
 

按住鼠标左键可以将视图围绕一固定点旋转。按住鼠标右键可以移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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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换到正交视图上（借助于符号栏右边的符号）并将模型做相应的移动，这

样您就能确定固定或转动点。 

 如果离开所显示的模型并在电梯设计师中切换到三维视图，您就能获得一副

完整的电梯设备图。 

 

 
 

 您也可以在此视图中将井道和/或机房去掉。这时您需要使用下示的符号栏中

的右边两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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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机房 

7.1 大小及位置 

 重新切换到页面模板“工作区”并换到机房视图。 

 

机房位置是由下面所标示的尺寸而定的。该位置以井道左下角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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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垂直尺寸 500 mm，水平尺寸 1000 mm。机房位置将会做相应的移动。 

 

 机房的大小尺寸是很容易得出的。请输入井深 4000 mm，井径为 3000 
mm。 

7.2 钢丝绳沟槽 

点击组件工具栏中的轮子符号，以关闭机器视图。选择一个钢丝绳沟槽。这时将显

示附加的尺寸。 

 

 将可布置两根钢丝绳的沟槽尺寸改变为 200 x 200 mm。 

 

此外，沟槽的尺寸还可以加以注解。选择一个沟槽并点击目标编辑工具栏里的选项

“给当前组件加注”。 

 
 

 点击文本编辑器对话里的“DT”，显出组件的标准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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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出现的主导尺寸可以用按住鼠标左键来移动。 

 

 
 

对其它的钢丝绳沟槽和限速器您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限速器应是在关闭状态。 

7.3 其它机房组件 

 

控制柜，门，排风口等等也可以通过属性对话窗口粗略定位。 

 精确定位将通过附加尺寸得以实现，附加尺寸在选定各组件后得到。 

7.4 设置及保存视图 

 

跟其它视图处理相同。请将页面模板命名为“机房 GGL”并使用前面所描述的设置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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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墙开口 

8.1 显示及操纵装置 

 

点击菜单栏里的“绘图页面”－>“添加绘图页面，建立一个新的绘图页面。将绘图

页面中的视图框切换到墙开口视图。 

 

 选出开关面板，可通过点击在编辑工具栏中的键“删除所选目标”将所选开

关面板删除。 

 
 

8.2 门固定 

选出上面的固定门的剖面图之一，并显示其属性。 

 

 点击组件参考列表中上级列表“..\门固定系列”。 

 

 
 

 将选项“一个长的锚定轨”和“手动布置”选为“是”，以此激活上面的门

固定系列的锚定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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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下面的门固定系列重复此过程。此后点击组件工具栏中的第一个键停止厅门显

示。 
 

 
 

 接下来将上下锚定轨的长度变为 1500 mm。 

8.3 设置及保存视图 

 

用大家所熟知的方法您可将视图改变为下一页的样式。将“墙开口 GGL” 保存为页

面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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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立总图 

9.1 组合各局部的设置 

 

现在您可以将所设置的视图组合成一个总图： 

 

 通过菜单栏“绘图页面”－>“添加绘图页面”建立新的绘图页面并称之为

“设备图 A1GGL”。 

 现在切换到绘图页面“井道布置图 GGL”并在此选择视图框。 

 现在按组合键 Strg + C 将绘图框复制到剪贴板，然后再切换到绘图页面设备

图 A1GGL 将复制到剪贴板的内容通过组合键 Strg +V 添加到图纸里。 

 

对其它所有已建立的绘图页面重复此步骤。 

9.2 框架及文字块 

点击添加在设备图 A1GGL 里的各局部图，然后在属性窗口的组件参考列表中选择

上级组件“..\绘图页面 X”，显示当前绘图页面的属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DigiPara GmbH  LD Quicktour V5, July 2007 

688B 建立总图   

 

 
 

点击字符块名按钮，在所显示的对话中选择字符块文件 titl_rope_int.dwg。 

 

 
 

 在字符块文件 titl_x_int.dwg 中的文本自动显示为所设置的绘图语言。相反在

字符块文件 titl_x_gb.dwg 中的文本不能被自动翻译，而是总显示为英语。 

 

对绘图框重复此过程并调出文件 bord_1h.dwg（格式 A1，水平）。 

通过视图框的选择，将各个视图移动到理想的位置。其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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