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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要点概述
• 连接设计

• 螺纹连接

• 螺纹连接设计

• 螺旋传动

• 销连接

• 焊接与胶接

• 联轴器、离合器和制动器
• 联轴器

• 离合器

• 制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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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轴器
联轴器是用来把两轴连接在一起（有时也用于连接轴与其

他回转零件），以传递运动与转矩的

机器运转时两轴不能分离，只有机器停车并将连接拆开后，
两轴才能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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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轴器的类型
• 联轴器所连接的两轴，
由于制造及安装误差，
承载后的变形及温度
变化的影响等，会引
起两轴对位置的变化，
致使不能保证严格的
对中

• 根据联轴器有无弹性
元件、对各种相对位
移有无补偿能力，联
轴器可分为
• 刚性联轴器

• 挠性联轴器

• 安全联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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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联轴器的结构特点：刚性联轴器

•有套简式、夹壳式和凸缘式等
• 这里只介绍较为常用的凸缘联轴器

• 凸缘联轴器是把两个带有凸缘的半联轴器用键分别与两轴连接，然后
用螺栓把两个半联轴器连成一体，以传递运动和转短

•这种联轴器有以下两种主要的结构形式

5联轴器

（a）普通的凸缘联轴器，通常是靠铰
制孔用螺栓来实现两轴对中。采用铰制
孔用螺栓时，螺栓杆与钉孔为过渡配合，
靠螺栓杆承受挤压与剪切来传递转矩

（b）有对中榫的凸缘联轴器，靠一个
半联轴器上的凸肩与另一个半联轴器上
的四槽相配合而对中。连接两个半联轴
器时用普通螺栓连接，此时螺栓杆与钉
孔壁问存在间隙装配时须拧紧螺栓，转
矩靠半联轴器接合面的摩擦力矩来传递

（c）为了运行安全，可做成带防护边的



常用联轴器的结构特点：刚性联轴器

•凸缘联轴器的材料可用灰铸铁和碳钢，重载时或圆周速
度大于30m/s时应用铸钢或锻钢

•由于凸缘联轴器属于刚性联轴器，对所连两轴间的相对
位移缺乏补偿能力，故对两轴对中性的要求很高

•当两轴有相对位移存在时，就会在机件内引起附加载荷，
使工作情况恶化，这是它的主要缺点

•但由于它构造简单、成本低、可传递较大的转短，故当
转速低、无冲击、轴的刚性大、对中性较好时常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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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联轴器的结构特点：挠性联轴器

•常用的挠性联轴器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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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弹性元件的挠性联轴器

• （1）十字滑块联轴器

• （2）齿轮联轴器

• （3）万向联轴器

2）有弹性元件的挠性联轴器

• （1）弹性圈柱销联轴器

• （2）尼龙柱销联轴器

这类联轴器因具有挠性，故可

补偿两轴的相对位移。但因无

弹性元件，故不能缓冲减振

这类联轴器因装有弹性元件，

不仅可以补偿两轴间的相对位

移，而且具有缓冲、减振能力



常用联轴器的结构特点：挠性联轴器

十字滑块联轴器
• 由端面开有四槽的两个半联轴器1、3和一个两端具有凸块的
中间圆盘2所组成

• 中间圆盘两端的凸块相互垂直，并分别与两半联轴器的四槽
相嵌合，凸块的中心线通过國盘中心

• 两个半联轴器分别装在主动轴和从动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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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转时，如果两轴线不同心或偏斜，中间圆盘
的凸块将在半联轴器的凹槽内滑动，以补偿两
轴的相对位移

❑ 因此，四槽和凸块的工作面要求有较高的硬度
（HRC46~50）并加润滑剂

❑ 当转速较高时，中间圆盘的偏心将会产生较大
的离心力，加速工作面的磨损，并给轴和轴承
带来较大的附加载荷，故它只宜用于低速的场
合

❑ 它允许的径向位移𝑦 ≤ 0.04𝑑（d为轴径），角
位移𝛼 ≤ 30°



常用联轴器的结构特点：挠性联轴器

齿轮联轴器
• 它主要由两个具有外齿的半联轴器1、4和两个具有内齿的外
壳2、3组成

• 两外壳用螺栓5连成一体，两半联轴器分别装在主动轴和从动
轴上，外壳与半联轴器通过内、外齿的相互啮合而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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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时，靠啮合的齿轮传递转矩，轮齿的齿廓常为20°
压力角的渐开线齿廓，轮齿间留有较大的齿侧间踪，外
齿轮的齿顶做成球面，球面中心位于达轮的轴线上，故
能补偿两轴的综合位移这种联轴器能传递较大的转矩，
但结构较复杂，制造较困难，在重型机器和起重设备中
应用较广

❑ 它用于高速传动（如用于燃汽轮机传动轴系的连接）时，
必须进行高精度加工，并经动平衡处理，还需要有良好
的润滑和密封

❑ 齿式联轴器不适用于立轴



常用联轴器的结构特点：挠性联轴器

万向联轴器
• 它主要是由两个分别固定在主、从动轴上的叉形接头1、2和
一个十字形零件（称十字头）3组成

• 叉形接头和十字头是铰接的，因此允许被连接两轴的轴线夹
角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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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两轴线不重合时，主动轴等速转动，
而从动轴将在某一范用内（𝜔1 cos 𝛼 ≤
𝜔2 ≤ 𝜔1/ cos 𝛼）作周期性的变速转动，会
在传动中引起附加动载荷



常用联轴器的结构特点：挠性联轴器

❑ 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常將万向联轴器成对使用，构成双万向联轴器，但应注意安装时
必须保证𝑂1轴、𝑂2轴与中间轴之间的夹角相等，并且中间轴的两端的叉形接头应在同
一平面内

❑ 只有采用这种双万向联轴器才可以使𝜔1 = 𝜔2

❑ 万向联轴器可用于相交两轴间的连接（两轴夹角最大可达35°~45°），或工作时有
较大角位移的场合

❑ 它能可靠地传递转矩和运动，结构比较紧凑，传动效率高，维修保养比较方便，因此，
在汽车、拖拉机、金属切削机床中获得了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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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联轴器的结构特点：挠性联轴器

弹性圈柱销联轴器

• 它的结构与凸缘联轴器相似，只
是用套有弹性圈1的柱销2代替了
连接螺栓

• 这种联轴器结构比较简单，制造
容易，不用润滑，弹性圈更换方
便（不用移动半联轴器），具有
一定的补偿两轴线相对偏移和减
振、缓冲性能

• 这种联轴器多用于经常正、反转，
启动频繁，转速较高的场合

• 在安装这种联轴器时，应注意留
出间隙c，以便两轴工作时能作
少量的相对轴向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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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联轴器的结构特点：挠性联轴器

尼龙柱销联轴器

• 可以看成由弹性圈柱销联轴器经
简化而成。即采用尼龙柱销1代
替弹性圈和金属柱销

• 为了防止柱销滑出，在柱销两端
配置挡圈2

• 在装配时也应注意留出间隙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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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龙柱销联轴器结构简单，安装、制造方便，耐久性好，
也有吸振和补偿轴向位移的能力

❑ 常用于轴向窜动量较大，经常正、反转，启动频繁，转速
较高的场合和带载荷启动的高、低速传动轴系，可代替弹
性圈柱销联轴器

❑ 它不宜用于可靠性要求高（如起重机提升机构）、重载和
具有强烈冲击与振动的场合，对径向与角向位移大、安装
精度低的传动轴系，也不宜选用



常用联轴器的结构特点：其他联轴器

剪切销安全联轴器

• 有单剪的和双剪的两种

• 单剪的安全联轴器的结构类似凸缘联轴器，用钢制销钉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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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钉装在经过淬火的两段钢制套管中，过载时即被剪断。这类联轴器，由于销
钉材料机械性能的不稳定以及制造尺寸误差等原因，工作精度不高，而且销钉
剪断后，不能自动恢复工作能力，必领停车更换销钉

❑ 但由于它结构简单，所以在很少过载的机器中常采用



常用联轴器的结构特点：其他联轴器

带制动轮单面鼓形齿联轴器

• 图示为带制动轮单面鼓形齿联轴
器

• 本图示例为重载型结构，用螺栓3
将半联轴器1、制动轮2及内齿圈4
连接在一起，采用循环冷却、润
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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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轴器的选择：联轴器类型的选择
• 目前，常用的联轴器大多已标准化或规格化了，一般情况下，只
需正确选择联轴器的类型，确定联轴器的型号及尺寸。必要时，
可对其易损的薄弱环节进行载荷能力的校核计算，转速高时，还
应验算其外缘的离心应力和弹性元件的变形，进行平衡试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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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需传递转矩的大小和性质

• 对缓冲、减振功能的要求以及是否可能发生共振等

（2）联轴器所连两轴轴线的相对位移

• 即由制造和装配误差、轴受载和热膨胀变形以及部件之间的相对运动等引起联轴器所连两轴轴线

的相对位移程度。

（3）许用的外形尺寸和安装方法

• 为了便于装配、调整和维修，应考虑必需的操作空间。对于大型的联轴器，应能在轴不需作轴向

移动的条件下实现装拆。

（4）联轴器的许用转速。

• 当𝑛 > 5000 r/min时，应考虑联轴器外缘的离心应力和弹性元件的变形等因素，并应进行平衡试

验

• 高速时，不应选用非金属弹性元件和可动元件之间有间隙的挠性联轴器

此外，还应考虑
工作环境、使用
寿命以及润滑、
密封和经济性等
条件，再参考各
类联轴器特性，
选择一种合适的
联轴器类型



联轴器的选择：型号、尺寸的确定
• 对于已标准化和系列化的联轴器，选定合适类型后，可按转矩、
轴直径和转速等确定联轴器的型号和结构尺寸

• 确定联轴器的计算转矩𝑇时应注意：由于机器启动时及运转过程
中，可能出现动载荷及过载等现象，所以，应取轴上的最大转矩
作为计算转矩
• 当最大转矩不能精确求得时：𝑇𝑐𝑎 = 𝐾𝐴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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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𝑇：联轴器所需传递的
名义转矩（N·m）

❑ 𝑇𝑐𝑎：联轴器所需传递的
计算转矩（N·m）

❑ 𝐾𝐴：工作情况系数（此
系数也适用于离合器的
选择），其值可查表得



联轴器的选择：联轴器类型的选择
•根据计算转矩、轴直径和转速等，由下面的条件，可从
有关手册中选取联轴器的型号和结构尺寸：
• 𝑇𝑐𝑎 ≤ 𝑇 或𝑛 ≤ 𝑛𝑚𝑎𝑥

• 𝑇 ：所选联轴器型号的许用转矩（N·m）

• 𝑛：被连接轴的转速（r/min）

• 𝑛𝑚𝑎𝑥：所选联轴器允许的最高转速（r/min）

•多数情况下，每一型号联轴器适用的轴的直径均有一个
范围
• 标准中已给出轴直径的最大与最小值，或者给出适用直径的
尺寸系列，被连接两轴的直径都应在此范围之内

• 一般情况下被连接两轴的直径是不同的，两个轴端形状也可
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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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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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合器的功能与类型

• 1）离合器的功能
• 离合器是一种在机器运转过程中，可使
两轴随时接合或分离的装置

• 它的主要功能是用来操纵机器传动系统
的断续，以便进行变速及换向等

• 2）离合器的类型
• 按操作的方式，离合器可分为以下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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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力操纵式离合器

• 有机械操纵式、电磁操纵式、液压操纵式和气动

操纵式等形式

（2）自动离合器

• 自动离合器能够自动进行接合或分离，不需人来

操纵

• 离心离合器，当转速达到一定值时，两轴能自动

接合或分离

• 安全离合器，当转矩超过允许值时，两轴即自动

分离

• 定向离合器，只允许单向传动，反转时即自动分

离



常用离合器：1.牙嵌离合器
• 它主要由端面带齿的两个半离合器1、2组成，通过啮合的齿来传递转矩

• 其中半离合器1固装在主动轴上，而半离合器2利用导向平键安装在从动轴上，它
可沿轴线移动

• 工作时利用操纵杆（图中未画出）带动滑环3，使半离合器2作轴向移动，实现离
合器的接合或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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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离合器：1.牙嵌离合器
• 这种离合器沿圆柱面上的展开齿形有三角形、
矩形、梯形和锯齿形三种

• 三角形齿接合和分离容易，但齿的强度较弱，
多用于传递小转矩

• 梯形和锯齿形齿强度较高，接合和分离也较
容易，多用于传递大转矩的场合，但锯齿形
齿只能单向工作，反转时工作面将受较大的
轴向分力，会迫使离合器自行分离

• 矩形齿制造容易，但只有在齿与槽对准时方
能接合，因而接合困难；同时接合以后，齿
与齿接触的工作面间无轴向分力作用，所以
分离也较困难，故应用较少

• 牙嵌离合器结构简单，外廓尺寸小，接合后
两半离合器没有相对滑动，但只宜在两轴的
转速差较小或相对静止的情况下接合，否则，
齿与齿会发生很大冲击，影响齿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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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离合器：2.圆盘摩擦离合器
• 圆盘摩擦离合器是摩擦式离合器中应用最广的一种离合器

• 它与牙嵌离合器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依靠两接触面之间的摩擦力，使主、
从动轴接合和传递转矩

• 因此，它具有下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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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能在不停车或两轴具有任何大小转速差的情况下进

行接合

②控制离合器的接合过程，就能调节从动轴的加速时

间，减少接合时的冲击和振动，实现平稳接合

③过载时，摩擦面间将发生打滑，可以避免其他零件

的损坏



常用离合器：2.圆盘摩擦离合器
1）单片式圆盘摩擦离合器
• 如图所示，它由两个半离合器1、2组成

• 转矩是通过两个半离合器接触面之间的摩擦力来传递的
• 与牙嵌离合器一样，半离合器1固装在主动轴上，半离合器2利用导向平键
（或花键）安装在从动轴上，通过操纵杆和滑环3可以在从动轴上滑移

• 能传递的最大转矩：𝑇𝑚𝑎𝑥 = 𝑄𝑓𝑅𝑚
• 𝑄：两摩擦片之间的轴向压力
• 𝑓：摩擦系数｜𝑅𝑚：平均半径

• 设摩擦的合力作用在平均半径的圆周上
• 取环形接合面的外径为𝐷1，内径为𝐷2，则

• 𝑅𝑚 =
𝐷1+𝐷2

4

• 这种单片式摩擦离合器结构简单，散热性好，
但传递的转矩较小

• 当需要传递较大转矩时，可采用多片式摩擦离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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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离合器：2.圆盘摩擦离合器
2）多片式摩擦离合器
• 它有两组摩擦片，其中外摩擦片

5利用外圆上的花键与外鼓轮2相
连（外鼓轮2与轴1固连），内摩
擦片6利用内圆上的花键与内套
筒4相连（内套筒4与轴3固连）

• 当滑环7作轴向移动时，将拨动
曲臂压杆8，使压板9压紧或松开
内、外摩擦片组，从而使离合器
接合或分离

• 、螺母10是用来调节内、外摩擦
片组间隙大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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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离合器：2.圆盘摩擦离合器
2）多片式摩擦离合器
• 外摩擦片和内摩擦片的结构形状如图所示

• 若将内摩擦片改为碟形的，使其具有一定的弹性，则离合器分离时摩擦片能
自行弹开，接合时也较平稳

• 多片式摩擦离合器能传递的最大转矩为：𝑇𝑚𝑎𝑥 = 𝑄𝑓𝑅𝑚𝑧
• 𝑧：接合摩擦面数｜其他符号的含义同前

26离合器

❑ 摩擦工作表面的内、外直径之比，
是摩擦离合器的一个重要的无因
次结构参数

❑ 为使不均匀的磨损不致过大，通
常取外径与内径之比为1.5～2

❑ 增加摩擦片数目，可以提高离合
器传递转矩的能力，但摩擦片过
多会影响分离动作的灵活性，故
一般不超过10~15对



常用离合器：2.圆盘摩擦离合器
2）多片式摩擦离合器
• 接合、工作和分离三个工作阶段

• 在接合和分离过程中，从动轴的转速总
低于主动轴的转速，因而两摩擦工作面
间必将产生相对滑动，从而会消耗一部
分能量，并引起摩擦片的磨损和发热

• 为了限制磨损和发热，应使接合面上的
压强𝑝不超过许用压强 𝑝 ，即

• 𝑝 =
4𝑄

𝜋 𝐷1
2−𝐷2

2 ≤ 𝑝

• 𝐷1、𝐷2：环形接合面的外径和内径
（mm）

• 𝑄：轴向压力（N）

• 𝑝 ：许用压强（N/mm2）

• 许用压强 𝑝 为基本许用压强 𝑝0 与
系数𝑘1、𝑘2、𝑘3的乘积，即

• 𝑝 = 𝑝0 𝑘1𝑘2𝑘3
• 𝑘1、𝑘2、𝑘3：因离合器的平均圆周速度、
主动摩擦片数以及每小时的接合次数不
同而引入的修正系数，可查表得到

27离合器



常用离合器：2.圆盘摩擦离合器
3）磁粉离合器
• 如图所示，磁粉离合器主要由磁铁轮芯5、
环形激磁线圈4、从动外鼓轮2和齿轮1组成

• 主动轴7与磁铁轮芯5固连，在轮芯外缘的凹槽内
绕有环形激磁线圈4，线圈与接触环6相连；从动
外鼓轮2与齿轮1相连，并与磁铁轮芯间有
0.5~2mm的间隙，其中填充磁导率高的铁粉和油
或石墨的混合物3

• 这样，当线圈通电时，形成经轮芯、间隙、外鼓
轮又回到轮芯的闭合磁通，使铁粉磁化

• 当主动轴旋转时，由于磁粉的作用，带动外
鼓轮一起旋转来传递转矩

• 断电时，铁粉恢复为松散状态，离合器即行分离

• 这种离合器接合平稳，使用寿命长，可以远
距离操纵，但尺寸和重量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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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离合器：2.圆盘摩擦离合器
4）自动离合器

• 一种能根据机器运转参数（如转矩、转速或转向）的变化而自动
完成接合与分离动作的离合器

• 常用的自动离合器有安全离合器、离心式离合器、定向离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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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离合器：2.圆盘摩擦离合器
4）自动离合器：安全离合器

30离合器

❑ 安全离合器在所传递的转矩超过一定数值时自动分离
❑ 它有许多种类型，图示为摩擦式安全离合器
❑ 它的基本构造与一般摩擦离合器大致相同，只是没有操纵机
构，而利用调整螺钉1来调整弹簧2对内、外摩擦片3、4的压
紧力，从而控制离合器所能传递的极限转矩

❑ 当载荷超过极限转矩时，内、外摩擦片接触面间会出现打滑，
以此来限制离合器所传递的最大转矩

❑ 图示为牙嵌式安全离合器
❑ 它的基本构造与牙嵌离合器相同，只是牙面的倾角𝛼较大，工作时
啮合牙面间能产生较大的轴向力𝐹𝛼

❑ 这种离合器也没有操纵机构，而用一弹簧压紧机构使两个半离合
器接合，当转矩超过一定值时，𝐹𝛼将超过弹簧压紧力和有关的摩
擦阻力，半离合器1就会向左滑移，使离合器分离；当转矩减小时，
离合器又自动接合



常用离合器：2.圆盘摩擦离合器
4）自动离合器：离心式离合器

31离合器

❑ 离心式离合器是通过转速的变化，利用离心力的作用来
控制接合和分离的一种离合器

❑ 离心式离合器有自动接合式和自动分离式两种
❑ 前者当主动轴达到一定转速时，能自动接合；
后者相反，当主动轴达到一定转速时能自动分离

❑ 图示为一种自动接合式离合器。它主要由与主动轴4相
连的轴套3，与从动轴（图中未画出）相连的外鼓轮1、
瓦块2、弹簧5和螺母6组成
❑ 瓦块的一端铰接在轴套上，一端通过弹簧力拉向轮
心，安装时使瓦块与外鼓轮保持一适当间隙

❑ 这种离合器常用做启动装置，当机器启动后，主动
轴的转速逐渐增加，当达到某一值时，瓦块将因离
心力带动外鼓轮和从动轴一起旋转。拉紧瓦块的力
可以通过螺母来调节

❑ 有时用于电动机的伸出轴端，或直接装在皮带轮中，
使电动机正、反转时都是空载启动，以降低电动机
启动电流的延续时间，改善电动机的发热现象



常用离合器：2.圆盘摩擦离合器
4）自动离合器：定向离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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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向离合器只能传递单向转矩，反向时能自动分离。如
前所述的锯齿形牙嵌离合器就是一种定向离合器，它只
能单方向传递转矩，反向时会自动分离
❑ 这种利用齿的嵌合的定向离合器，空程时（分离状
态运转）噪声大，故只宜用于低速场合

❑ 在高速情况下，可采用摩擦式定向离合器，其中应
用较为广泛的是滚柱式定向离合器
❑ 它主要由星轮1、外圈2、弹簧顶杆4和滚柱3

组成
❑ 弹簧的作用是将滚柱压向星轮的楔形槽内，
使滚柱与星轮、外圈相接触

❑ 星轮和外圈均可作为主动轮
❑ 当星轮为主动件并按图示方向旋转时，滚柱
受摩擦力的作用被楔紧在槽内，因而带动外
圈一起转动，这时离合器处于接合状态

❑ 当星轮反转时，滚柱受摩擦力的作用，被推
到槽中较宽的部分，不再楔紧在槽内，这时
离合器处于分离状态



常用离合器：2.圆盘摩擦离合器
4）自动离合器：定向离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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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星轮仍按图示方向旋转，而外圈还能从另一条运动
链获得与星轮转向相同但转速较大的运动时，按相对运
动原理，离合器将处于分离状态。此时星轮和外圈互不
相干，各自以不同的转速转动
❑ 所以，这种离合器又称为自由行走离合器
❑ 又由于它的接合和分离与星轮和外圈之间的转速差
有关，因此也称超越离合器

❑ 在汽车的启动机中装上这种定向离合器，启动时电动机
通过定向离合器的外圈（此时外圈转向与图中所示相
反）、滚柱、星轮带动发动机；当发动机发动以后，反
过来带动星轮，使其获得与外圈转向相同但转速较大的
运动，使离合器处于分离状态，以避免发动机带动启动
电动机超速旋转

❑ 定向离合器常用于汽车、拖拉机和机床等设备中



离合器的选择
•大多数离合器已标准化或规格化，设计时，只需参考有
关手册对其进行类比设计或选择即可

34离合器

首先根据机器的工作

特点和使用条件，结

合各种离合器的性能

特点，确定离合器的

类型

类型确定后，可根据

被连接的两轴的直径、

计算转矩和转速，从

有关手册中查出适当

的型号

必要时，可对其薄弱

环节进行承载能力校

核



制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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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器的功能与类型
• 制动器的功能

• 用来降低机械速度或使机械停止运转，有时也用做限速装置

• 制动器的类型
• 外抱瓦块制动器、内张蹄式制动器、带式制动器、钳盘式制动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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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张蹄式制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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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式制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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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器的组成
•制动器类型虽多，但其组成的主要零部件的功能大同小
异，其主要组成部分一般包括以下部分

39制动器

1）制动架或壳体，制动器的基础件，起

联系或组装其他零部件的作用

2）紧闸装置，使制动器起制动作用的紧

闸部件

•如手柄、杠杆、弹簧、液压或气压装

置等

3）松闸装置，它是使制动器不起制动作

用的部件，即松闸部件

•也称驱动器装置，如手柄、杠杆、电力液压推动器、

电磁液压推动器、电磁阀和液压系统、电磁铁等

4）摩擦副，即制动轮（盘）和制动瓦块，

它是制动器执行制动的对偶件

5）调整装置，它是调整制动器退距均等

的机构

6）辅助装置，它由制动瓦块的复位装置

等其他零部件组成



制动器选择的原则
1）配套主机的性能和结构

•起重机的起升机构、矿山机械的提升机都必须选用常闭式制动器，以保证安全性和可靠性

•行走机构和回转机构选用常闭式或常开式制动器都可以，但为了容易和方便地控制制动，推荐选用常开式制

动器

2）配套主机的使用环境、工作条件和保养条件

•如主机上有液压站，则选用带液压的制动器，如主机要求干净，并有直流电源供给时，则选用直流短程电磁

铁制动器最合适

•有的设备要求制动平稳、无噪声，最好选用液压制动器或磁粉制动器

3）经济性

•满足使用要求前提下，成本最好低些

4）制动器的安装位置和容量

•制动器通常安装在机械传动中的高速轴上。此时，需要的制动力矩小，制动器的体积小，重量轻，但因机械

传动的中间环节多，安全可靠性相对较差

•如安装在机械传动的低速轴上，则比较安全可靠，但转动惯量大，所需的制动力矩大，制动器体积和重量相

对也大

•安全制动器通常安装在低速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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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器的选择方法

• 在设计或选择制动器时，主要依据制动转矩（T）
• 制动转矩的计算方法需根据不同机构的需要来确定，可参见有关起重机
械的书籍

• 下面为起重机械的制动安全系数：
• S=1.3～1.5 手动起升机构

• S=2～3  普通电动机起升机构

• S=3～4  抓斗起升机构和重型吊具的起升机构

• S=1.5  行走和回转机构

• 注：以上为简化计算，准确的计算方法，可参考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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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据机器的工作特

点和使用条件，结合制

动器的性能特点，按选

择原则，选定合适的制

动器类型和结构

然后根据机器运转情况

计算制动轴上的负载转

矩，并考虑一定的安全

储备（乘以制动安全系

数）求出计算制动转矩

以计算制动转矩为依据，

选出标准型号后，再进

行必要的发热、制动时

间（或距离、转角）等

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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