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凸轮机构》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1)了解凸轮机构的分类及应用

(2)了解推杆常用运动规律的选择原则

(3)掌握在确定凸轮机构的基本尺寸时应考虑的主要问题

(4)能根据选定的凸轮类型和推杆运动规律设计凸轮的轮廓曲线

二.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1)推杆常用运动规律特点及选择原则

(2)盘形凸轮机构凸轮轮廓曲线的设计

(3)凸轮基圆半径与压力角及自锁的关系

难点:“反转法原理”与压力角的概念

三.讲授方法：多媒体课件

四.讲授时数：8 学时

五.教学过程：

4.1 凸轮机构的类型及应用

4.1.1 凸轮机构的组成和应用

组成:由凸轮、从动件和机架三部分组成

特点:

1)只要设计出适当的凸轮轮廓曲线，就可以使从动件实现任何预期的运动规律。

2)结构简单、紧凑。

3)凸轮机构是高副机构，易于磨损。

4)凸轮轮廓加工比较困难。



应用:只适用于传递动力不大的场合。

应用实例:内燃机配气机构 绕线机的凸轮机构 凸轮自动送料机构

结论:从动杆的运动规律取决于凸轮轮廓曲线或凹槽曲线的形状。

二、凸轮机构的分类

(一)按凸轮的形状分

1.盘形凸轮(盘形凸轮是一个具有变化向径的盘形构件绕固定轴线回转)

尖顶移动从动杆盘形凸轮机构 尖顶摆动从动杆盘形凸轮机构

滚子移动从动杆盘形凸轮机构 滚子摆动从动杆盘形凸轮机构

平底移动从动杆盘形凸轮机构 平底摆动从动杆盘形凸轮机构

特点:结构简单，但是从动件行程不能太大，否则凸轮运转沉重。

2. 移动凸轮

移动凸轮可看作是转轴在无穷远处的

盘形凸轮的一部分，它作往复直线移动。

特点:凸轮和从动件都可作往复移动。



3.圆柱凸轮(圆柱凸轮是一个在圆

柱面上开有曲线凹槽，或是在圆柱端

面上作出曲线轮廓的构件，它可看作

是将移动凸轮卷于圆柱体上形成的。)

特点:从动件可获得较大的行程。

(二)按从动杆的端部型式分

1.尖顶从动件凸轮机构

特点:

(1)传动灵敏。

(2)从动杆的构造最简单，但易磨损。

应用:只适用于作用力不大和速度较低的场合(如用于仪表等机构中)。

2.滚子从动件凸轮机构

特点:磨损较小，可用来传递较大的动力，但结构复杂。

应用:常用于速度不高、载荷较大的场合。

3. 平底从动件凸轮机构

特点:传动平稳，润滑较好，传动效率高。

应用:常用于高速传动中。但平底从动件不能用于具有内凹轮廓曲线的凸轮。



(三)按推杆的运动形式分

移动从动杆凸轮机构

摆动从动杆凸轮机构

4.2 凸轮机构的从动件常用运动规律

4.2.1 基本概念

1、基圆:以凸轮轮廓最小半径 r 所作的圆

2 推程:从动件经过轮廓AB段，从动件被推到最高位置

3 推程角:角δo，这个行程称为，δ2 称为

4、回程:经过轮廓CD段，从动件由最高位置回到最低位置;

5、回程角:角δ2

6、远停程角:角δ1

7、近停程角:角δ3

凸轮与从动件的关系:

从动件的运动规律取决于凸轮的轮廓曲线形状。

六．课后作业：第三单元练习题

七．教学反思：



本次机械基础课，目标明确，重点突出，使学生首先对凸轮机构产生感性认

识。学习的主体是学生，但是教师要创设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学生在老师的循

循善诱下，提起兴趣和自信心。

在进行讲解凸轮组成时候，没有拿出一个简单的凸轮实物让学生观看，动

手分解，这样学生对于凸轮的组成就显得一知半解，因为大部分学生都是没有

接触过真正的凸轮机构，PPT 演示毕竟没有实物印象深刻。

对于本次机械基础课，我会在机器中拆出一个凸轮机构的实物，或者去找

一个凸轮机构的模型，在教学的开始，就让学生观察实物，并上台动手操作，

或者分解组合。这样的话，应该会极大的提高他们的认知水平、学习兴趣和动

手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