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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设计目的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是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类专业学生第一次较全面的机械运

动学和动力学分析与设计的训练，同时是使学生较全面、系统的掌握机械原理课

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的重要环节，是培养学生确定机械运动方案、分析和设计。

1.借机械系统运动方案的设计与拟定来把机械原理课程中的各种理论知识

和方法融会贯通起来，进一步巩固和加深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

2.培养学生独立解决有关课程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学生对于机械运动学和动

力学的分析和设计有较完善的概念。

3.卸的能力以及开发创新能力的手段。其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运算、

绘图、运用计算器和技术资料的能力。

4.通过编写说明书，培养学生表达、归纳、总结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1.2设计任务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的的任务是对给定的设计要求进行分析。

1.小组成员按设计任务要求想出三个方案，小组讨论确定最佳方案。

2.确定杆件尺寸。

3.对机械进行运动分析，求出相关点或相关构件的参数，如点的位移、速度

、加速度。

4.根据方案对各构件进行运动设计，如对连杆机构按行程速比系数进行设计

，对凸轮机构按从动件运动规律进行设计。

5.要求学生根据设计任务绘制必要的图纸。

1.3工作原理

插床是常用的机械加工设备，用于齿轮、花键和槽形零件等的加工。图1-1

为某插床 机构运动方案示意图。该插床主要由带转动、齿轮传动、连杆机构和

凸轮机构等组成。 电动机经过带传动、齿轮传动减速后带动曲柄1回转，再通过

导杆机构1-2-3-4-5-6, 使装有刀具的滑块沿道路y-y 作往复运动，以实现刀具

切削运动。为了缩短空程时间， 提高生产率，要求刀具具有急回运动。刀具与

工作台之间的进给运动，是由固结于轴02上的凸轮驱动摆动从动件04D和其他有

关机构(图中未画出)来实现的。



1.4设计方法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的方法大致可分为图解法和解析法两种。图解法集合概念

清晰、直观；解析法精度较高。根据要求此处用图解法进行设计。



第二章 设计项目

2.1设计题目

金属切削机床，用来加工键槽，加工时工作合上的工件做纵向、横向或旋转

运动插刀做上下往复运动，切削工件。

利用插刀的竖直往复运动插削键槽和型孔的直线运动机床。插床与刨床

一样也是使用单刃刀具(插刀)来切削工件,但刨床是卧式布局,插床是立式布局。

插床的生产率和精度都较低。多用于单件或小批量生产中加工内孔键槽或花键孔,

也可以加工平面、方孔或多边形孔等,在批量生产中常被铣床或拉床代替。普通

插床的滑枕带着刀架沿立柱的导轨作上下住复运动,装有工件的工作台可利用上

下滑座作纵向、横向和回转进给运动。键槽插床的工作台与床身联成一体,从床

身穿过工件孔向上伸出的刀杆带若插刀边做上下往复运动,边做断续的进给运动,

工件安装不像普通插床那样受到立柱的限制,故多用于加工大型零件(如螺旋等)

孔中键槽。

2.2设计内容

据题目设计要求，通过设计分析，比较不同运动方案的优劣。对方案的主要

传动和执行机构进行尺寸综合，用图解法确定有关设计尺寸参数，绘制包括从原

动件到执行构件间，组成该机器的所有传动机构的传动系的机构简图。

2.3 方案选择

方案一：



本方案是由曲柄滑块和导杆机2曲柄滑块机构组成的,当曲柄1做匀速转动时带动

滑块2运动则带动杆3摇动于BD杆就运动起来。这样运动就由导杆机构转动到曲

柄滑块机构,在滑块5上安装刀头就可以了。

方案二：

该方案的机构,对于这个机构我们要分析比较才能进行选择。因为左边这个

四杆机构各个杆的杆长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机构出现,进而影响到右边的曲柄滑

块机构,最后会导致插刀的运动不合要求。

首先如果选择1、2、3、AD杆各为20mm、40m、25m、32m时左边因不合杆长

条件形成双摇杆机构。这时因为杆1和杆3都是摇杆所以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摆

动,这就导致滑块的加工距离非常有限。另外如果3杆是摇杆则图中形成的是摇杆

滑块机构,这个机构不存在极位夹角因此也就没有急回运动,所以没有必要进行

定量的计算就能够看出来这样设置时很不合理的。

方案三：



该机构是由曲柄滑块及导杆机构和凸轮机构构成,曲柄滑块和导杆机构决定

了行程速比系数K并且使本机构具有急回运动的性质满足设计要求。而且关键

的

是刀具与工作台之间的进给运动,是由固结于轴O2上的凸轮驱动摆动从动杆

和

其它有关机构来完成的。

综上所述选择方案三。

2.4机构简介

2.4.1工作原理

插床是一种用于加工键槽、花键槽、异形槽和各种异性表面的金属切削机床

。如图所示,装有插刀的滑枕沿铅垂方向(也可调有一定倾角)作往复直线主切削

运动。工件装夹在工作台上,工作台可作前后、左右和圆周方向的间歇进给运动

。进给运动可手动,也可机动但彼此独立。进给运动必须与主切削运动协调,即插

刀插削时严禁进给,插刀返回时进给运动开始进行,并于插刀重新切人工件之前

完成复位。插床的主切削运动的行程长度、拄复运动速度以及进给量大小等均应

手动可调。

2.4.2设计数据

导杆机构的设计及运动分析

n1 K H LBC/LO3B LO2O3 a b c

r/min mm mm mm mm mm

120.00 2.40 150.00 0.80 185.00 65.00 70.00 160.00



第三章 导杆机构的设计与分析

3.1导杆机构的设计

要求：设计导杆机构，作机构的运动简图，并作机构两个位置的速度、加速

度多边形以及滑块的运动线图。以上内容与后面动态静力分析一起画在1号图纸

上(参考图例1)。

作机运动简图。选取长度比例尺μ(m/mm),按表2-2所分配的两个曲柄位置作

出机构运动简图,其中一个位置用粗线画出。曲柄位置的作法如图2-2;取滑块5

在上极限时所对应的曲柄位置为起始位置,按转向将曲柄圆周十二等分,得12个

曲柄位置,显然位置9对应于滑块5处于下极限时的位置。再作出开始切削和终止

切削所对应的1'和8两位置。共计14个机构位置，可以7个学生为一组。

机构运动简图如下图所示：

1、确定LO2A的长度

由K=（180+θ）/（180-θ）得，θ=74.12 °。

首先做出曲柄的运动轨迹，以LO2为圆心，LO2A为半径做圆，随着曲柄的转动，由

图可知，当LO3A转到LO3A1，与圆相切于上面时，刀具处于下极限位置。当LO3A转到

LO3A2，与圆相切于下面时，刀具处于上极限位置。于是可得到LO3A1与LO3A2的夹角

就是极位夹角θ=74.12 °。于是可得

LO2A=LO2O3sin（θ/2）=185.00 ×sin（74.12 /2）=111.49 mm

2、确定杆LBC、LBO3长度

刀具处于上极限位置C2和下极限位置C1时，C1C2长度就是最大行程H=LC1C2=150.00

mm.

又有几何关系知道平行四边形B1B2C2C1是平行四边形并结合θ=74.12 °，于是有

LB2O3=H/2/sin（θ/2）=124.45 mm。又已知LBC/LBO3=0.80 ，可得

LBC=0.8LBO3=124.45 mm。

3、O3到YY轴距离的确定

由图可以看到，YY轴由y1y2移动到y3y3过程中，同一点的压力角先减小，后

增大，那么在中间某处必有一个最佳位置，使得每个位置的压力角最佳。

考虑两个位置：（1）当YY轴与圆弧B2B1刚接触时，即图3中左边的那条点划

线，与圆弧B2B1相切与B1点时，当B点转到B2、B1将会出现最大压力角。（2）



当YY轴与B2B1重合时，即图中右边的那条点划线，B点转到B1时将出现最大

压力角。

为了使每一点的压力角都为最佳，选取YY轴通过C1B1中点（C1点为O3B1与

B2B1得交点）由几何关系可知

X=LO3Bcos∠B2O3C+(LO3B2-LO3Bcos∠B2O3C)/2=150×cos37.06 +(150-150

×cos37.06 )/2=134.85 mm.

LO2A LBO3 LBC X

111.49 124.45 99.56 134.85

3.1曲柄位置2的运动分析

首先绘制该位置的机构简图如下

3-1 机构简图

（1）速度分析

由已知条件的曲柄转速和曲柄可以求得A点在构件1上的角速度：

ω =
2πn

60
=12.57 rad/s



构件 2和构件 1组成转动副，所以：

VA2 = VA1 = ωLO2A=1.40

构件 3和构件 2组成移动副，所以

VA3 = VA2 + VA3A2

方向： ⊥AB ⊥AO2 ∥AB

大小： ？ √ ？

仅 VA3 和 VA3A2 的大小为止，用图解法求解，任取 P点为极点，取一定的比

例尺 u，做速度多边形。根据绘图测量可以得到此时的 LA03=203.94 mm，由影响

原理得

VB =
LBO3

LAO3
VA3 =0.37 m/s

VB 方向与 VA3 方向相反。

以构件 5滑块为研究对象，进而列出 VC 点的速度矢量方程

VC = VB + VCB

方向： 竖直 ⊥O4B ⊥CB

大小： ？ √ ？

根据前述绘制速度多边形如下：

图 3-2 速度多边形



图中pa=VA3,ab=VA4A3,pb=VA4,pc=VB,cd=VCB,pd=VC.

得到：

各点速度（m/s）

VA2 VA3A2 VA3 VB VCB VC VS3

1.40 1.26 0.61 0.37 0.25 0.46 0.48

（2）加速度分析

已知ω=12.57 rad/s,LO2A=111.49 mm,构件1与构件2用转动副B相联，得到：

aA2 = aA1 = ω2LO2A=17.61

根据下式计算出构件4的角速度

ω3 =
VA3

LAO3
=2.99

进而求出A点在构件4上的向心加速度

aA3
n = ω3

2LO3A=1.82

进而求得A点在构件4和构件3上的科氏加速度

aA3A2
k = 2ω3VA3A2=7.54

以A点为研究对象，列出加速度矢量方程

aA3 = aA3
n + aA3

t = aA2 + aA3A2
k + aA3A2

r

方向： ？ ∥AB ⊥AB ∥O2A ⊥AB ∥AB

大小： ？ √ ？ √ √ ？

求得

aA3
t
=8.31 m/s

2
，

aA3=8.50 m/s
2
,

aA3A2r=5.84 m/s
2
。

由影像可得

aB =
aA3LO3B

LO3A
=5.19

aB 方向与 aA3 方向相反。

已知VCB，C相对于B点的法向加速度

aCB
n =

vCB
2

LCB
=0.62



以CB为研究对象，列出加速度矢量方程

aC = aB + aCB
n + aCB

t

方向： 竖直 √ ∥CB ⊥CB

大小： ？ √ √ ？

根据前述绘制加速度多边形

图 3-3 加速度多边形



图中pa=aA2=aA1,ab=aA3A2
k
,pc=aA3

n
,cd=aA3

T

,pd=aA3,pe=aB,ef=aCB
n
,pg=aC

求得各点加速度：

各点加速度（m/s2）

aA2 aA3A2
k

aA3A2
r

aA3
n

aA3
T

aA3 aB aCB
n

aCB
T

aC as3

17.61 7.54 5.84 1.82 8.31 8.50 5.19 0.62 1.71 4.94 6.67

第七章 总结

通过两个星期的奋斗，在老师亲切地指导下，在同学们的密切配合下，当然也有

自己的努力和辛酸,这份课程设计终于完成了,心里无比的高兴,因为这是我们

努力的结晶。

在这几天中，我有很多的体验，同时也有我也找到许多的毛病，仅就计算机辅助

绘图而言，操作的就远远不够熟练，专业知识也不能熟练应用。整个设计中我懂

得了许多东西，树立了对自己工作能力的信心，相信会对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有

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大大提高了动手的能力，使我充分体会到了在创造过程中

探索的艰难和成功时的喜悦。虽然这个设计做的可能不太好，但是通过这次实践

设计，我觉得我有了很打的提高其次，通过这次设计我学会了查找一些相关的工

具书，并初步掌握了一些设计数据的计算方法；同时也锻炼了我们的动手能力、

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和同学们之间的合作。它对我们今后的生活和工作都有很

大的帮助。

当然，作为自己的第二次设计，其中肯定有太多的不足，但是经过这几天的历练

，自己的CAD绘图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并对所学知识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希

望在今后的设计中，能够得到改正，使自己日益臻于成熟，专业知识日益深厚。

我在这次设计中感到了合作的力量，增强了自己的团队精神。在这种相互协调合

作的过程中,口角的斗争在所难免,关键是我们如何的处理遇到的分歧,而不是一

味的计较和埋怨.这不仅仅是在类似于这样的协调当中,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需

要我们有这样的处理能力,面对分歧大家要消除误解,相互理解,增进了解,达到

谅解.这将使我受益终生。美丽的花朵必须要通过辛勤的汗水浇灌.有开花才有结

果,有付出才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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