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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A放样技术运用探讨

周志能
(贵州送变电工程公司，贵州贵阳550002)

摘要：TMA系统是专门用于设计部门厦输电铁塔制造企业进行绘图和放样，将设计与制造有机

结合起来的国内首家基于自主平台的三维实体绘图放样技术系统。该系统采用面向对象的设

计(OOD)和组件(COM)技术，将CAD行业内的线框模型与边界表示模型融合一体，实现了三

雏实体放样与二维平面出困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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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电力能源的需求越

来越旺盛。世界各国也都在大力发展能源事业。

输电铁塔在输电线路中应用广泛，但其本身结构

又十分复杂，如何方便快捷地实现对铁塔的放样，

一直以来困扰着输电铁塔制造企业。TMA(Tower

—Manufacturing Assistant)系统很好地解决了铁

塔放样过程中的许多问题，使得放样时间由原来

的十几天缩短到几天。大大加快了生产进度，并且

提高了产品加工质量。

1 TMA系统的主要功能及操作特点

(1)便利的图形可操作性TMA系统为用户

提供了一个叫操作控制中心的功能。用户可以通

过它来控制屏幕的缩放中心和旋转中心。此外．

用户还可以选择在TMA显示区上显示控制坐标

系，并可通过在约定的操作状态下，双击鼠标来实

时快捷地确定操作控制中心位置。

(2)方便的兰维设计TMA系统在三维连接

件设计方面，突现出其强大的优势。利用TMA用

户在设计V面板及多面交接处的共用连接板时，

几乎不需用户进行任何坐标转换和计算工作，因

为TMA的核心就是基于三维建模，无论用户在连

接平面上工作还是在三维透视图下工作，TMA始

终处于三维的模型中。转换过程由TMA系统自

动完成。

(3)直观的设计效果TMA在三维实体显示

方面，利用了SGI的OpenGL显示技术和B—rep

模型使得用户可以以更直观和逼真的方式显示任

何塔构件。用户可以通过构件的三维实体图观看

并检查，设计结果中是否存在碰撞及是否合乎工

程实际。

(4)智能化、自动化的脚钉布置用户在布

置登脚钉时，TMA系统可以自动判别脚钉附近是

否有相近的螺栓，若有系统会自动将这个螺栓转

换成为一个登脚钉。此外。在进行登脚钉设计时，

用户只需选中要设计登脚钉的衔接角钢，系统会

自动按照一个统一整体进行设计。

(5)良好的可扩展性TMA系统中的角钢规

格表、准距表、螺栓规格表以及绘图时的标准图符

(如螺栓、脚钉等)都是可扩展或编辑修改的。

(6)智能化的标注系统铁塔结构图中的标

注相当繁多，经常发生互相碰撞。TMA系统在标

注螺栓信息过程中，系统会自动搜索一定的区域，

为用户综合考虑并智能定位出合适的标注位置。

在标注构件明细及编号过程中，系统也会自动判

断是否与已有图元产生碰撞，若存在碰撞。则及

时提示用户选择合适位置。

(7)自动化的材料统计TMA系统对整塔进

行建模，所以TMA系统可以完全自动化的为用户

生成材料汇总表、构件明细表及螺栓、垫圈、脚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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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表。

2 TMA系统的主要优点

(1)TMA能够提供友好界面，对放样铁塔进

行三维实体显示，即放样完成后，可将铁塔的角

材、连接板材、螺栓及脚钉等放样资料以实体形式

显示出来。

(2)放样后的铁塔能够仿真显示，通过TMA

功能操作，进行角钢空间碰撞检测及螺栓空间碰

撞检测，实现在TMA界面下放样铁塔模拟试组

装。

(3)提供构件编辑器功能，可单独方便地修

改任意类型构件(如局部需修改的角钢、板材连

接参数)，以及特殊结构设计(如挂线板的挂孔设

计及火曲线设计，挂线角钢的挂孔设计等)。

(4)可以按照设计要求对放样角材、板材、普

通螺栓、防盗螺栓进行准确统计，并根据其规格、

数量、重量以及损耗情况列出详细清单。

(5)能实现网络协同作业，使多个用户通过

某种方式对同一个文件进行处理。从而更快的完

成同一个任务，提高了放样技术工作的效率。

另外，TMA系统能实现构件连接件、底脚板

及挂线板等自动设计；自动计算角钢摆动方向、位

置、切角切肢及开合角；放样结果文件在Auto

CAD下直接出图⋯；生成加工所需的角钢样杆图

及板材料l：1大样；导出各种角钢或板材数控设

备所需的NC数据，实现设计制造集成一体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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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MA系统的主要缺点

(1)学习周期长(6个月以上)。主要原因在

于：①TMA系统是国内首家基于自主平台的三维

实体放样技术，目前市场上没有类似技术可供参

考；《参TMA系统的设计原理非常复杂．对用户的

要求较高，在实际运用中必须掌握其原理。才能够

熟练地进行放样工作。

(2)TMA系统仿真组装不能完全代替实物试

组装，对部分结构设计复杂的塔型仍需试组装。

如：铁塔设计较复杂的头部位置、挂线位置、焊接

组合件、火曲件等等，因为放样理论数据与实际加

工后的数据存在较大差距，导致仿真试组装和现

场试组装存在较大的差别。

综上所述，TMA系统技术起点高，运用了当

今最先进的CIMS制造理念，采用了面向对象的

设计(OOD)和组件(COM)技术，将CAD行业内

的线框模型与边界表示模型融合一体，实现了三

维实体放样与二维平面出图的一体化。与以往基

于DOS设计模式的铁塔绘图放样程序相比，TMA

系统在体系结构、稳定性、可维护性、可扩充性、智

能化及自动化计算方面都有质的飞跃，在操作方

式、交互方式、用户界面上有明显改善，并朝着软

件傻瓜化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系统功能

也更加完善。该技术在工业制造方面的运用，为

输电铁塔放样技术工作带来了跨时代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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