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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VB6．0平面盘形凸轮机构CAD系统的研究

张 星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系．福建莆团351254)

摘要：运用VB6．0进行平面盘形凸轮CAD系统的设计。通过人机对话，可实时修改输入参数

及从动件的运动规律，这样不仅提高了凸轮轮廓的设计精度和设计效率，也为凸轮的后续开发

提供了一个平台。亦可将CAI思想引入教学中，有助于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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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集成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代表

着CAD(Computer Aided Design)技术发展的趋

势。CAD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计算机辅助教学

(CAD和多媒体教学中。运用CAI能充分调动学

生的听觉、视觉、想象力，取得直观、生动、深刻的

教学效果。所以研制、开发适应不同教学内容，紧

跟着学科发展形势的CAI课件，是各学校纷纷开

展的工作¨J。基于VB平面盘形凸轮CAD系统

的开发，通过人机对话，可实时修改输入参数及从

动件的运动规律，这样不仅提高了凸轮轮廓的设

计精度和设计效率，也为凸轮的后续开发提供了

一个平台。同时将CAI思想引入教学中，也有助

于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

1 凸轮机构的理论分析

1．1从动件运动规律的选择

凸轮轮廓曲线取决于从动件的运动规律。因

此，在设计凸轮轮廓时，首先应在CAI界面里选

择从动件的运动规律。运动规律常用的特性值主

要有：从动件的速度、加速度、跃度，它们以无量纲

形式表示，分别记为‰、AⅣ、．，们不过，这些最大

值往往是互相制约、相互矛盾的¨J。所以设计时

可根据速度和载荷的大小，可依照表l进行选择。

1．2 凸轮轮廓数学模型的建立

本CAI系统中包括9种基本运动规律和7种

常用组合运动规律。因篇幅关系，只以直动滚子

从动件为例来表述其数学模型的建立的思路。

表I 从动件运动规律的确定

Table 1 Follower motion rule to determine

速度载荷 推荐选择的运动规建

如图l所示，假定昱为直动滚子盘形凸轮机

构的偏距E，从动件的运动规律和基圆半径R都

已给定。根据反转法原理，凸轮轮廓上某点曰，当

凸轮自初始位置转过一个妒角后，凸轮理论轮廓

线上B点的坐标为_叫J：

f甄=(so+S)sin妒+，?Eeos妒 ，1、

【玩=(So+S)COS妒+r／Esin 9

对于直动滚子从动件来说，它们的实际轮廓

曲线是滚子圆族的包络线，即凸轮的实际廓线是

理论廓线的等距线，它们之间的距离滚子半径

尺，一J。这样若理论廓线上任一点日(^Y。，K)为已

知时，我们只要沿着该点的法线方向取距离为

R，，即可以得到实际轮廓线上的相对应点B’(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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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滚子(尖顶)直动从动件平面凸轮轮廓解析设计

Fig．1 Roller(spire)design of planar cam profile analysis of straight moving follower

切线BE的斜率为：

哦仆襄=端=番 ㈤

IX'b 2净ds n妒+(So+_S)cos妒一叼麟引㈥
k=【老cos妒一(So+S)sin妒一枷s妒】

K=√(Y76)2+(X76)2 (4)

实际廓线上点B(X：，yI)的坐标为：

降=Xb-T-R，Y’b／K’6 ㈤
Ll=y6±R，X’b／K76

式中“+”号适用于外等距曲线，“一”号适用于内

等距曲线。

当R，=0时，则为尖顶直动从动件曲线方程

式，且实际与理论曲线相重合。

2 凸轮机构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2．1系统的功能模块

凸轮机构CAI系统主要的功能有人工设计、

智能设计、知识库管理和数据库管理。各子模块

程序间相互独立，但程序之间通过数据的交换和

传输，这样既可以降低了开发的难度，又有利于系

统后期的扩充和维护。最后通过设计及仿真模块

可以绘制不同类型的凸轮轮廓，绘制速度、加速度

及位移曲线，进行机构的运动仿真。

2．2用户界面的设计

利用VB和AutoCAD为开发平台，采用事件

驱动方式，编制设计系统用户界面，具有良好的操

作界面，用户只要掌握初步的凸轮知识，就可以完

成整个设计的流程，提高了设计的效率。

图2系统功能模块

Fig．2 System function module

3实例

设计一直动滚子平面盘型凸轮机构，左偏置，

偏距为12 mm。其中凸轮运转1周，升程角，远休

止角，回程角，近休止角，升程为60 mm。推程的

许用压力角回程的许用压力角，从动件的运动规

律升程选五次项运动规律，回程为摆线运动规律。

(1)见图3。在图3的在基本尺寸设计的界

面中，输入信息后，按【确认】键，系统自动计算出

最小基圆半径和最大滚子半径分别为82．16 mm

和65．42 mm。此时选择80和50作为基圆半径

和滚子半径。并分别点两个【确认】按键和【下一

步】，出现综合界面。

(2)输入图形比例，点击【生成凸轮轮廓曲

线】，即可以得到凸轮的轮廓线和相关曲线、数

据，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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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基本尺寸界面

Fig．3 Basic interface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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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输出的结果和数据

Fig．4 Output results and data

(3)在主界面中，点【调用CAD】和【动画演

示】，系统自动转入AutoCAD环境，图5就是生成

的凸轮3维实体及运动一角度后的效果图。

(4)若要保存设计结果，可以点击主界面左

下方的“数据库管理”，输入凸轮编号，点击保存

即可，方便下次再次调用，提高了效率。

4结语

该系统以Visual Basic和AutoCAD作为开发

工具，对平面盘型凸轮机构系统进行了认真的研

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本系统主要完成了平面盘形凸轮系统的

设计，实现了对凸轮轮廓、位移、加速度及速度曲

线和数据的输出及分析。同时对AutoCAD进行

二次开发，可实时实现设计结果的输出与运动仿

真，有利于用户对凸轮最终的3维形状有个直观

的判断，为凸轮后续的研发提供了参考，体现了系

统的优越性。

(2)结合Microsoft Access数据库，利用ADO

技术，创建了专家知识库管理系统，可以方便地实

现了从动件运动规律的自动选择，知识库规则的

增加与删减，以及对于已成功设计的凸轮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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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生成的三维效果图

Fig．5 Generate three—dimensional effectchart

保存与调用，极大地增强了系统的数据管理功能。

(3)使用向导的引入，引导用户逐步对凸轮机

构的设计，可以方便地输入或者选择相关的参数，

操作方便、界面友好、使系统的使用更加人性化。

(4)本凸轮系统是在VB平台上开发的，具有

设计、管理、绘图、运动仿真等功能，体现了系统良

好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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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lat Disc—shaped Cam CAD System Based on Visual Basic 6．0

ZHANG Xing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of Meizhouwan Vocational Teehnoly College，Putian Fujian 351254，China)

Abstract：CAD system of Planar Disc Cam is established by VB 6．0．Through man—machine dialogue，process parameters and

the law of motion of follower can be modified in real—time．It not only improved the design accuracy and efficiency of the cam

profile，but also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cam．When the idea of CAI is introduced into teaching，it

will help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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