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轴

 功用  支承回转零件及传递运动和动力

 使所有零件有固定的工作位置(轴向、 周向) 

 类型

 形状

 直轴  (光轴, 阶梯轴)

 曲轴

 挠性轴

 载荷性质

 心轴 ：只承受弯矩不传递转矩(固定、转动)

 传动轴：只传递转矩不承受弯矩(或弯矩很小)

 转轴：既承受弯矩又传递转矩

常⽤材料：

①钢：碳素钢；合⾦钢

②球墨铸铁

    轴的设计   

 轴设计解决的问题

 结构问题：确定轴的形状、尺寸

 强度问题：防止轴发生疲劳断裂

 刚度问题：防止轴发生过大的弹性变形

 振动稳定性问题：防止轴发生共振

 轴的组成

 轴头：轴和旋转零件的配合部分

 轴颈：轴和轴承配合的部分

 轴身：连接轴颈与轴头部分

 轴肩(轴环)：轴的直径变化所形成的阶梯处

 设计要求

 轴上的零件有准确的工作位置

 轴向

 定位

 轴肩、轴环

 套筒

 圆锥形轴头

 被固定的零件

 固定

 轴肩+套筒

 圆螺母+止推垫圈

 双圆螺母

 压板+螺钉

 紧定螺钉

 弹性挡圈

 锁紧挡圈

 周向

                 键联接、花键联接、过盈配合、销联接、成形联接

 轴上零件要易于装拆、调整

 轴应有良好的制造工艺

 键槽应位于同一母线上

 轴肩处要有过渡圆角，轴端应有倒角

 螺纹退刀槽、砂轮越程槽

 尽量减少应力集中, 改善轴的受力状态

 设计常见错误

 端盖

 无密封，与轴直接接触

 精加工面过大

 无调整垫片

 端盖内侧与轴端直接接触

 端盖外侧与外侧零件直接接触或间隙太小

 端盖未顶住轴承外圈

 键槽、键

 键槽过长

 键槽未在同一母线上

 键或键槽错误

 轴承处有键槽

 套筒

 高于轴承内圈

 顶不住零件

 轴肩、轴颈、轴头、轴身

 轴精加工面过长

 轴肩高于轴承内圈

 缺少定位轴肩(可能包含未画在图上零件的定位)

 缺少非定位轴肩(易导致轴加工面过长)

 轴承

 未定位

 轴承用错

 轴承装错

 齿轮、带轮、联轴器等

 周向不固定(缺少键或紧定螺钉等)

 轴向不固定(一侧未定位、轴头与零件等宽等)

 联轴器问题(联轴器孔为非通孔等)

 轴端挡圈

 缺少轴端挡圈

 轴端挡圈不能对零件进行轴向固定

 弹性挡圈  多余(对定位无用)

 箱体(加工面与非加工面未分开，一般是与端盖接触处)

 设计步骤

 结构设计

 1.拟定轴上零件装配方案

 2.估算轴
 最小直径

轴上有单键直径增⼤4% ;有双键直径增⼤7%

对于转轴适当降低[τ]

 扭转强度：

 经验 D为电机轴颈

 高速轴

a为同级⻮轮中⼼距

 低速轴

 3.确定各段直径及长度

 与标准件配合的轴段采用标准直径

由外向内确定各轴段直径

 根据轴上零件定位和装拆要求定各轴段直径

由内向外确定各轴段⻓度

 各轴段长度与其上想配合零件的宽度相对应

 转动零件与静止零件之间必须有一定的间隙

 4.确定轴的结构要素

 定位轴肩高度、轴环宽度、非定位轴肩高度

 键槽、花键槽尺寸结合键尺寸及键槽标准确定

 轴端中心孔及尺寸由设计及加工工艺确定

 轴上退刀槽及砂轮越程槽由标准来确定

 轴上切制螺纹要有退刀槽

 轴上过渡圆角根据轴结构尺寸选取

 轴端倒角常用45°

 强度计算

 1.许用切应力法(扭转强度)

 2.许用弯曲应力法(弯扭合成强度)

 3.安全系数计算法：疲劳强度计算、静强度计算

 其他计算
 1.刚度计算

 2.振动稳定性计算( 临界转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