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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臂刨床上刨刀相对连杆之轨迹方程推导

理论力学教研室 吕 绍 棣

一
、

问 题 由 来

在改手工操作制造车辆顶梁模板�圆弧形纲梁�的技术革新中
，
有工人在单臂刨床上

，
利

用刨刀切制圆弧顶梁成功
。

由于刨刀只能切割直线
，
因此必须加一个连杆机构

。

这样
，
实际

证明刨刀在连杆机构上的相对轨迹为圆
。

但理论上尚未证明
，

本文用运动学知识
，

证明如下
。

二
、

机构的构造及运动说明

实际机构比较复杂
，
为 了理论推导

，

其简化模型如图一所示
。

简化后的主要部份及运功

情况说明如
一

�
�

�
�

刨刀一一在空间固定不动
，
当刨床往复运动时

，
可在刨床上划直线 �图上 用 � 点 表

示 �
。

�
�

刨床
�

一一在导轨上往复直线平动
，
由其它机械带动 �图上用 �表示 �

。

�
�

连杆一一一端与刨床用销钉联结
，
可绕销钉转动� 另一端与滑块用纹链相连

。

当刨床

往复直线移动时
，
连杆一而移动

，
二而转动

，
即作平而运动

。
�图上用 �表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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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滑块一一在水平直线导槽内滑动
。

�
�

导轨一一固定不动
，
支承刨床运动

。

三
、

刨刀相对连杆轨迹方程的推导

假定开始时
，
滑块

、

销钉� 及刨刀在同

一水平线上 �见图二 �� 并且刨刀放在销钉

�上
。

现在要证明
�
当刨床移动时

，
刨刀� 在

连杆上相对轨迹为圆
。

为此
，
在连杆上固定一坐标系 ���

，

坐标原点在销钉�上
，
且跟随连杆一起作平

面运动 �如图二 �
。

本题就是要证明刨刀�

相对于动坐标系���的相对轨迹为圆
。

现证明如下
�

假定刨床 ���从起始位

置移动任意一距离�
，
此时连杆与刨床连结

点销钉
，
从�点移动到�

‘

点位置
，
即��

‘ � �
。

离
，
并且转过一角度为 甲 ，

如图三所示
。

滑块也在水平导槽土移动一段距离
。

但刨

刀在空间不动
。

当然
，
刨刀相对于动坐标

位置 已变 �如图三 �
。

为推求轨迹方程
，
现找出刨刀� 在动

坐标系上的坐标�
、
�间的儿何关 系 式

。 ‘ ’

从图三中知
� 、

图 �

同时
，
动坐标 ���� �原点也移动相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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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为所求的圆轨迹方程
，
圆半径为泛

一

万
�

万
一 圆心距离坐标原点为乏

。

本题圆心

在坐标原点左边
，
这就是理论证明

。

说明刨刀 �在连杆动坐标上能切割圆弧形轨迹
，
即能加

工车辆圆弧顶梁模板
。

四
、

从推导中看应用时要注意的问题

�
、

在具体施工时
，
刨刀

、

销钉及滑块开始应在水平位置
，
且刨刀开始 应 与 销 钉 �对

中
，
这样刨刀切出钢板轨迹为圆

。

否则轨迹不一定为圆
。

�
、

轨迹圆的直径等于滑块到销钉 �距离
。

由于车辆类型不同
，
圆弧半径要求也不同

。

此时可改变滑块到销钉间距离来达到此目的
。

在实际构造中
，
滑块和连杆可进行调整

。

五
、

实际加工时要注意的地方

�
、

猾块与连杆连接要牢固
，
刨刀要正确对中

。

�
、

打兮块与滑槽及其它连接地方要有足够润滑油
。

�
、

初开车时速度要慢
。

�
�

刨刀应尖锐
，
使切削阻力小

。

�
�

为了检查加工是否正确
，
可先在加工的钢板上画圆弧

，
以便检查

。

六
、

结 束 语

本文对工厂的一项技术革新给以理论证明
，
这是对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初步尝试

，
请批评

指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