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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 出基于 STE P 及其特征技术
、

面 向回转体类零件 的 CAD / (护田 P 特征库
,

分析构造

C AD /口企 P 特征库的基本要求
,

详细讨论特征库结构
、

内容及其信息表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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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设计制造系统的发展趋势是集成化
、

智

能化
,

最 终实现 高度 的 自动化
。

CAD /0 汗 P 的信

息集成是 C AI ) /0 企 P / CAM 集成的关键技术之一
,

也是难点之一
。

造成 CAD /C AP P 难以集成的根本

原因之一 是 C刀) 和 CAP P 是相互独立发展起来

的
,

各 自主要着 眼于解决 自身的 问题
。

传统 的

C AD 系统大多数采用几何模型
,

所能表达的只是

抽象的
、

缺少工程语义的几何信息
,

而难以在模型

中表达精度和材料等工艺信息
,

因此无法满足

O印 P 的需要
。

建立 CAD /O汗 P /CAM 范围内相对

统一的完整的产品定义模型及制订基于产品数据

的数据交换和通信协议
,

是实现 CAD / G虹乎 /C AM

集成的有效途径
,

基于特征的信息建模技术的兴

起和 ST E p ( S t an ds xd for xE
c h an g e of rP ed u c t l l拟】e l)

的诞生正适应 了这种需要
。

特征模型在几何模型

的基础上进一步抽取一些高层信息
,

通过
“

特征
”

来进行描述
、

收集和操作
,

它能够完整地
、

全面地

描述产品的信息
,

使得各应用子系统能够直接从

产品模型 中获取所需 的信息
。

SIT 少 是一个关于

产品数据计算机可理解的表示和交换的国际标

准
。

这里的产品数据包括几何
、

拓扑
、

公差
、

关系
、

属性和特征等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所包含 的全部

产品信息
。

特征库建设是实现基于特征的 CAD八二AP P 应

用系统 的基础
。

本文提出的基于 S IT护 的 CAD /

口 J P 特征库
,

是参照 ST E P 规范对回转体类零件

的特征进行合理的抽象
、

分类
,

用 助
〕
esr

s
语言描

述
,

将 C AD 基本几何数据和适合于 Q锣 P 的加工

特征信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

并为 CAD 和 O牡
〕
P

提供一致 的语义
,

使 e 钾 P 系统能够直接从 (认D

系统获取所需的信息
,

实现 CAD /CAP P 有效集成
。

1 基于特征的 C川〕/ C AP P 系统

基于特征的回转体类零件 CAD /CA卫P 流程如

图 1所示
。

回转体类零的 CAD 阶段
,

在建立特征

库的基础上
,

输人零件的技术信息
,

选择主特征构

造零件的主体结构
,

选择辅助特征进行零件详细

结构设计
,

生成零件定义模型
。

CAP P 阶段
,

根据

零件定义数据模型生成零件设计制造特征 ( DM

特征 )表
,

按 DM 特征进行子工艺路线设计
,

将各

子工艺路线组合成工序
,

生成零件工艺路线
,

生成

工艺文件
。

为 了建 立零件特征模型
,

进 行基于 特征 的

CAD 和 CAPP
,

必须有特征 库的支持
,

调用特征库

中的特征
,

对零件进行产品定义
,

利用特征图拼装

零件图和 O汗 P 中的工序图
。

特征库是 O钉〕/口『P 系统 中的重要组 成部

分
,

但怎样组织特征本身所具有 的各种信息
,

以及

特征信息的描述
,

则是特征库建立的关键
。

2 CAD / 0 钾P 特征库的构造

2
.

1 CAD / Q汗 P 特征库的基本要求

构造特征库的目的是为了实现 CAD / Q J P 的

顺利集成
,

因此必须综合考虑 CAD 和 CAP P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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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零件主体结构设计计
〔〔选择主 特征 )))

零零件详细结构设计计
(((选择辅助特征 )))

零零件结构设计修改改

生生成工工工
.

零件工艺艺艺 生成 DMMM

艺艺文件件件 路线设计计计 特征表表

征库时
,

大量研究 了回转体类零件的形状特点
,

从

中提取最 为常见 和通 用 的特征单元
,

参考 S
r

距 P

对形状特征的分类方法
,

将特征库特征分为基本

特征
、

复合特征和特征列阵 3 大类
,

基本特征实际

上是最简单的几何形体
,

复合特征是由简单几何

形体组合而成的形状特征
,

特征列 阵是由形状和

精度相同的特征构成的列阵
。

特征库形状特征的

主要分类层次如图 3 所示
。

图 1 基于特征的零件 口山 / C AP P 流程图

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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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需要
,

特征库应该满足 以下几个方面的基

本要求
:

( l) 具有特定的形状特征和制造特征
,

特定的

形状是指一般可在一道工序中完成其基本形状的

加工
,

在几何上可以是简单的几何体
,

也可以是由

一些简单几何体组合而成 的复杂几何体
,

构造特

征库时主要根据其是否具有良好的结构工艺性选

取
。

( z) 包含有足够的形状特征
,

特征库是面 向所

有零件的
,

因此特征库应包括零件需要 的所有形

状特征
,

以适应整个产品设计
。

( 3 ) 应便于操作和管理
,

以方便用户的使用
。

2
.

2 特征库结构

特征是一组与零件描述相关的信息集合
,

一

般可分为形状特征
、

精度特征
、

材料特征
、

管理特

征
、

技术特征等
,

在特征库构造时则着重于研究形

状特征和精度特征
。

2
.

2
.

1 形状特征

形状特征是指设计或加工中经常被使用的几

何形状
,

SIT于对形状特征的分类如图 2 所示川
。

形形状特征征

基基本特征征征 复合特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 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征
一

列阵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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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特征库形状特征主要分类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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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层次中每一子类还 可以继续 向下分类
,

例如阶梯孔 可分为一阶梯孔
、

二阶梯孔
。

螺纹孔

可分为普通螺纹孔
、

管螺纹孔
、

锥螺纹孔
。

槽类复

合特征可分为环槽
、

直槽
,

环槽又可分为径 向槽和

轴向槽
,

径 向槽分为方槽
、

半圆槽
、

U 型槽等
。

2
.

2
.

2 精度特征

精度特征是指描述零件形状
、

位置和尺寸 的

许可变动量以及表面粗糙度等的信息
。

精度特征

又可细分为定形尺寸公差特征
、

定位尺寸公差特

征
、

形状公差特征
、

位置公差特征和表面粗糙度
,

其分类层次如图 4 所示川
。

益溉

公公差差差 表面粗福 度度

尺尺寸寸寸 几何何
公公差差差 公差差

定定形尺尺尺 定位尺尺尺 形状状状 位置置
寸寸公差差差 寸公姜姜姜 公 差差差 公差差

图 2 5 1王卫形状特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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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零件的形状是复杂的
、

多样 的
,

在构造特

图 4 特征库精度特征分类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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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征库特征信息及其表达

特征库中的特征信息应满足 CA I〕
、

Q『 1
〕

两方

面的要求
,

我们确定的特征信息主要包括特征标

识信息
、

形状特征信息
、

尺寸和公差信息
、

表面粗

糙度信息几个方面的内容
。

特征标识信息包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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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名和特征标识号
,

形状特征信息包括形状
、

结

构
、

位置参数 (隐式表示 )和特征面集 (显式表示 )
,

尺寸和公差信息包括定形尺寸和公差
、

位置 尺寸

和公差
、

形位公差
。

每一个特征用一个框架来表

达特征信息的内容阁
。

特征框架的结构为
:

{特征名
: … …

特征标识号
: … …

特征坐标系原点坐标 (
x 。 ,

y 。
, : 。

)
: … …

特征坐标系方位角 (
a 、

夕
、

川
: … …

形状特征参数表
: … …

特征面集
: ……

形位公差表
: … …

粗糙度表
: … … }

框架结构中
,

对于每一个特征来说
,

前 4 项是

确定的
,

形状特征参数表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
,

形

位公差表的内容也是可变的
。

cS he aln 级的描述为
:

S C I伍MA I
,

创玫山℃ 一 I立b卿
公和n ;

En it ty Fea tt ir e

End
一 E n it ty ;

E l l d 一 SC I犯 MA

nE it ty 级 的描述为
:

E N n {n f
,

ea t t此 ;

丘
〕n n 一允肛加沈 :

oF lm F e a tu r e ;

几c e 一 il s t : U s t of aF
e e ;

tol
e

珊
e e 一h s t : U s t of oT le ran

e e ;

m叼切
e s s 一 il s t : h st of OR ug hn

e s s ;

E NI〕 一 E刊
, r rTY

3 特征库特征信息的描述

E却 er s 。
语言是一种功能很强 的信息建模语

言
,

为描述产品的数据结构和行为提供了一种很

好的工具
。

本文采用 E x l〕er ss 语言表达特征库的

特征信息
。

对特征库用一个 S e h e

am 来描述
,

对于

特征分类层次结构 中的每一个结点用一个 nE it yt

来描述风
5〕。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研究
、

分析 回转体类零件的形状特

征和 工艺特 点
,

抽取 了大量 的形状特征
,

按照

S TE p 规范进行合理 的抽象
、

分类
,

采用 E x Po ss 语

言建造特征库
,

将特征的几何信息 和工敢信息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
,

为实现 C AD /O钾 P 的有 效集成

提供了良好的特征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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