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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C 43 7等弹力丝假捻机卷绕机构

的运动分析及其设计

潘汉 良

(机械工程系 )

摘要 对 V C 43 7等弹 力丝假捻机卷绕机构进行 了运动分析
,

将导得的方程用计算

机进行 了计算
。

论证 了该机 构工 作可 靠
、

运转平稳
、

结构合理
。

探讨 了该机构主要

设计参数的选择对运动 的影响
。

主题词 假捻 变形机 ;
卷绕装置

; 运动 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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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子卷绕线圈时
,

应避免其前后线圈重叠
,

否则会造成筒子两端蛛网或跨边
,

退解时会

出现乱丝或断头
。

筒子的直径随着所绕线圈的增多而逐渐增大
,

其转速会相应的降低
。

导纱器的运动若不

作相应的调整
,

就很有可能会遇上在导纱器的一个往复循环 中
,

筒子的转数恰是整数转
,

这

样筒子卷绕的线圈前后就会重叠起来
。

V C 4 73 等弹 力丝假捻机卷绕机构 中
,

采用了齿轮
一

连杆组合机构
,

使导纱器的运动在一

个大循环中
,

每个瞬时的速度在作微量的改变
,

从而避免了筒子上前后线圈的重叠
。

1 结构图及机构运动简图

结构图见图 1
.

机构运动简图见图 2
.

齿轮 1
,

4 空套在 双轴上
,

由 I 轴上的双联齿轮 6
,

7 传动
,

( 工轴的转动由另一减速器传

动
,

图中未画
。

) n 轴运转后
,

再经过 一级传动
,

传给带动导纱器运动的圆柱凸轮 ( 图中未画 )

故 n 轴若变速转动
,

圆柱凸轮亦变速转动
,

导纱器也就变速运动
。

齿轮 3 是个扇形齿轮
,

与齿

轮 4 在 C 点铰联
,

与环 2 在 O 点铰联
,

D C 间长度 L 3 ,

并与齿轮 5 相啮合
。

圆环 2 套在齿轮 1 的偏心圆槽中
,

二者能作相对转动
。

齿轮 5 与 R 轴用键联接
。

收稿 日期
: 1 9 9 4

一

0 1
一

2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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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结构图 图 2机构运动简图

在机构运动简图中的 B铰接点即为齿轮 1上偏心圆的圆心
。

杆 2即为圆环 2上O 点所在

圆的半径L Z ,

(也是齿轮 1 上相应偏心 圆槽的半径 )
。

齿轮 1 在运动简图中即为杆 O B (杆 1 )
,

其长度 L , ,

即为 O
、

B 间的偏心距
。

齿轮 4 在运动简图中即为杆 O C (杆 4 )
,

其长度为 无 ;
.

2 运动分析

齿轮 1
、

4 由与 I 轴用键相联接的双联齿轮 6
、

7 传动
,

齿轮 1
、

4 的转向为逆时针
。

导纱器 由 n 轴
、

即齿轮 5 传动
,

故只需求出齿轮 5 的运 动规律
,

导纱器的运动规律也就

可知
。

在运动简图中杆 1
,

2
,

3
,

4 为五杆机构 ( 另一杆为

机架
,

即 O 点 )
。

中心齿轮 5
,

行星齿轮 3 和系杆 4 组成周转轮系
,

(杆 4 即为齿轮 4 )
.

2
.

1 求相对角位移 中2、 、

甲: 4 ,

相对角速 度 。 2 4
、

。 3 ; ,

相

对角加速度 a Z; 、
a 3 4

其封闭矢量式为

L l创气 + L Z创气 一 L ;
+ L 3创气… ( 1 )

按欧拉式展开
,

取等式两边实部
、

虚部分别相等
,

化简

后可得川
,

_
_ _ 。 _ 。 _ 。 、

Y
~ _

。 , _ 一 1
{ 万 士 了A

乙

+ 万
`

一 C
`

}
哟 毛

一
乙 L匕 }

—
}

、 月 一 七
广

B + L 3 is n 仍 4

A + L 3 e o s 妈 4

图 3 五杆机构运动简图
姚 ;

一 t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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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L ;
+ L, e o s帆 ;

= 一 L l s i n 叭 4

A Z
+ B

Z
+ L ; 一 L i

2L 3

CBA

将式 ( 1) 求导一次
,

再按欧拉式展开
,

取等式两边实部
、

虚部分别相等
,

化简后可得

、 J尹、 `产
O乙OJ又了了、

田 3 4
= 田一电

L l s i n (叭
4
一 叽 4

)

L 3 5 i n (外
;
一 叽 ;

)

L 1 s i n (妈
4

一 妈 ;
)

田 2 4
= 一 田 , ` 五 3 s i n (叭

4
一 码 4

)

、 J`、 JJ斗ù气口
了̀、Z̀

将式 ( 1) 求导二次
,

按欧拉式展开
、

化简后可得

L Z。 ;
;

+ L ; 。 {
; e o s (叭

;
一 典 4

) 一 L 3 。 ;
; e o s (妈

4
一 典 ;

)
a 3`

= 五 3 s i n (妈
4
一 典 4

)

L 3。 ;
、

+ L I。 }
; e o s (叭

;

一 妈 ;

) 一 L Z o l
; e o s (叽

`
一 妈

4

)
口 2 -

L Z s i n (典
;
一 叽 ;

)

2
.

2 求 中5 ,

。 5 ,

a s

在齿轮 1
,

3 及杆周转轮系中

乙乙一
一一一

é一é
aJ 3
一 田 ;

) = 田 ;
Z 3

么田 3` ( 6 )
乙一乙

将式 ( 2) 代入式 ( 6) 得

、 .矛、 .了丹了ē6r、了、
L l s i n (仍

4

一 朴 。
)

L 声 I n (叽
;
一 朴 。

)
田

乙乙一

a
乙一sZd田

4 2 。
d田

3 4

d r Z 、
d t

叭垫dt一一=叭气

将式 ( 4 )代入式 ( 8 )
,

得

L : 。 1
4

十 L , 。 {
4 e o s

(叭
4
一 典 ;

) 一 L 3 。 ;
; e o s

(妈
;
一 牡 4

)

L 3 s i n (妈
;
一 处 4

)

乙一乙
一一一

a

将式 ( 6) 积分就可得 叭

厂
`

厂
` .

2
。

f
` ,

Z
,

叽 一 } 田 s d t = } 田 ; d t 一 丫 } 田 3 ; d t 一 叭 一 护 咬妈 ;
一 姚 ; 。

)
J , o J , o 乙 S J , 。 乙 5

( 9 )

( 1 0 )

取 乙。 时的 叭 。
一 O 为起始位置

妈、 。

值由起始条件决定
。

3 计算实例

已知
: Z ,

~ 1 10
,

Z ;
一 10 7

,

Z 、
一 4 0

,

2 3
一 70 ( 扇形齿轮 3 补成整圆后的齿数 )

,

Z 。
~ 2 3

,

Z
:

= 2 6
,

I 门 = 2 4 m m
,

L
:

~ 8 2 m m
,

L
3

= 7 5 m m
,

L ;
= 1 1 0 m m

, ,: l

= 2 7 O r / m l n ,

(顺时针 )
。

(此

例为 V C 4 7 3 假捻机卷挠机构上的实测数 )
。

3
.

1 初始运动角 叭
4。

的确定

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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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0
0

一 eo s一 l
L; + (L

;
一 L l

)
2
一 L I

2 L3
(L

;
一 L

l
)

=9 1 1
.

2 18
0

3
.

2 。 , ,

。 ; ,

。 l ;

的数值
n 1 2 6

Z 1

Z 。

n ,
一 么

”

n ,

为 {I匝时针

一
矗

n l
一 5

·

9“ 9二d /
·

逆时针

乙一乙
一一

叭一ln

n
乙一乙

一一
n

田 4

一
矗

” 4
一 6

·

“ 7 0 4 r a d / s

逆时针

图 4

田 , `
= 田 ,

一 田 4
= 一 o

·

9 5 8 5 r a d / s
J一匝时针

3
.

3 导纱器运动的一个循环周期 (即齿轮 5 的周期 )时
,

齿轮

五杆机构起始位置图

1
,

4
,

5 的转角 甲, T ,

甲; T ,

中S T

叭一叭
一一

侣一只

竺叭
田 z

一 。 一 。 一 。 一

著
。 一 (1 一

著
)。

同理可求得式

田 -

当 仍 ;
- 一 3 6 00 时

,

齿轮 1
,

4 又 回到起始位置 (杆 1
、

杆 4 又回到重合位置 )
,

即为一个循环周

期
。

一 3 60
0

1 一 竺
田 1

一 36 0
0

= 2 2 2 0
.

4 5
0

讯 T
~

—兰 一 1

田今

= 2 5 8 0
.

4 5
0

Z
,

叽
T

= 叭
T
一 犷 ( 妈

;
一 叽

一。 ) = 帆 T
= 2 5吕U

·

4 5
“

.t 5

一个循环周期后
,

仍 ;
一 汽

。 .

3
.

; 二
;
一 t g 一

}塑士三呸三亘三工 i {式中
,

士 ,’, 的确定
\ 丫 1 — 七 /

士
’`

应由运动的连续条件来定



7 6 尤 锡 轻 工 大 学 学 报 第 14 卷第 1 期

将 叭 按 60
“

一个等分点等分后干忆入 叽 、

式
,

若用
“

+
“

号代入
,

得出的结果适用于 图 4 中

的实线初始位置
;
若用

’ ` 一

的机构运动简图 2 与图 4

符
。

其数据如右
。

11

号代入
,

得出的结果适用于图 4 中的虚线初始位置
。

由图 1 测绘

的实线位置相

3
.

5

因之
,

这个算式中应以
’`

+
“

号代 入
。

将 甲I T
一 2 2 2 0

.

4 5
0 ,

按每隔 5 0
0

为

弧

O
o

6 0
0

1 2 0
0

1 8 0
0

外
`

(式 中以
“
十

”

代入 )

1 1 9
.

2 1 8
0

1 2 2
.

0 0 1 4
0

1 2 4
.

6 8 9 2
0

1 2 7
.

5 0 1 1
“

叽
`

(式中以
”
一

”

代入 )

一 1 19
,

2 18
0

一 1 1 7
.

4 11 9
。

一 1 1 5
.

69 6 7 0

一 1 1 3
.

46 1 7
0

一个分点
,

计算 甲; ,

叭
4 ,

中: ,

。 。 , 。 :

的值

从计算机打印出来的表如下
:

L
l
一 2 4

,

L
Z
一 8 4

,

-1 3 一

户
’ 1

(仍 ) F ;
(叭 )

O

5 8
.

1 0 6 4 6

1 1 6
.

2 1 2 9

1 7 4
.

3 1 9 4

2 3 2
.

4 2 5 9

2 , 0
.

5 3 2 3

3 4 8
.

6 3 8 8

4 0 6
.

7 4 5 3

4 6牛
.

8 5 1 7

5 2 2
.

9 5 8 2

5 8 1
.

0 6 4 6

6 3 9
.

1 7 1 1

6 9 7
.

2 7 7 6

7 5 5
.

3 8 4 1

8 1 3
.

4 9 0 5

8 7 1
.

5 9 7

9 2 9
.

7 0 3 4

9 8 7
.

8 0 9 9

1 0 4 5
.

9 1 6

1 1 0 4
.

0 2 3

7 5
,

乙
4
一

户
’ 1 `

(仍
4

)

1 1 0
,

2
1

= 1 1 0
.

2 ;
一 10 7

,

2
6
一

户
’

; (件 )

5 O 一 8
,

10 6 4 6 1 5 3
.

8 9 8 1 1

1 0 0 一 1 6
.

2 1 2 9 2 10 7
.

4 0 9 8

1 5 0 一 2 4
.

3 19 4 1 6 0
.

7 0 4 3

2 0 0 一 3 2
.

2 5 0 一 4 0

4 2 5 8 5

5 3 2 3 ]

2 1 3
.

9 3 9 8

2 6 7
.

2 5 2 1

30 0 3 2 0
.

7 4 9 2

35 0 3 7 4
.

5 1 1

4 0 0 4 2 8
.

4 5 0 4 8 3
. ::::

5 0 0

;::
6 5 0

7 0 0

;::

:::
9 5 0

1 0 0 0

1 0 5 0

1 1 0 0

1 1 5 0

1 20 0

1 25 0

13 0 0

13 5 0

1 4 0 0

1 4 50

1 5 0 0

1 5 5 0

1 6 0 0

1 6 5 0

1 70 0

1 1 6 2
.

1 2 9

1 2 2 0
.

2 3 6

1 2 7 8
.

3 4 2

1 3 3 6
.

4 4 9

1 3 9 4
.

5 5 5

1 1 5 2
.

6 6 2

1 5 1 0
.

7 6 8

1 5 6 8
.

8 7 5

1 6 2 6
.

9 8 1

1 68 5
.

0 8 7

1 74 3
.

19 4

1 80 1
.

3

1 8 5 9
.

4 0 7

1 9 17
.

5 1 3

1 9 7 5
.

62

一 4 8
.

6 3名7 9

一 5 6
.

7 4 5 2 4

一 6凌
.

8 5 1 7

一 7 2
.

9 5 8 2

一 8 1
.

0 6 4 6 2

一 8 9
.

1 7 1 1 2

一 9 7
.

2 7 7 5 8

一 1 0 5
.

3 8 生

一 1 ] 3
.

4 9 0 5

一 1 2 1
.

5 9 7

一 1 2 9
.

7 0 3 4

一 1 37
.

8 0 9 9

一 14 5
.

9 1 6 4

一 1 5 1
.

0 2 2 8

一 16 2
.

12 9 2

一 17 0
.

2 3 5 8

一 1 7 8
.

3 4 2

一 18 6
.

4 4 8 7

一 1 9 4
.

5 5 5 2

一 20 2
.

6 6 1 7

一 2 10
.

7 6 8 1

一 2 1 8
.

8 7 4 6

一 2艺6
.

9 8 1 0

一 2 3 5
.

0 吕7 5

一 2 4 3
.

1 9 4 0

一 2 5 1
.

3 0 0 4

一 2 5 9
.

4 0 6 8

一 2 6 7
.

5 1 3 3

一 2 7 5
.

6 1 9 9

5 3 7
.

8 4 3

5 9 3
.

0 4 7 1

6 1 8
.

6 5 0 2

7 0 4
.

6 6 0 1

7 6 1
.

0 8 5 6

8 1 7
.

9 38 4

8 7 5
.

2 3 3 1

9 3 2
.

98 7 9

9 9 1
.

22 1 9

1 0 1 9
.

95 1

1 1 0 9
.

20 1

1 1 68
.

9 6 9

1 2 29
.

2 5 8

1 2 90
.

0 5

{:::
.

3 15

0 0 6

14 7 5
.

( ) 6 2

1 53 7
.

4 1 2

1 5 9 9
.

9 7 8

16 6 2
.

6 7 3

1 7 2 5
.

4 1 2

1 7 8 8
.

1 0 1

1 8 5 0
.

6 5

1 9 1 2
.

9 6 4

1 9 7 4
.

9 4 8

2 3
,

2 3
= 7 0

,

2 5 = 4 0
,

N
I

= 2 70

、犷 :
( 。

5
) F S

( a s
)

6
.

6 6 4 6 7 2 一 0
.

5 9 6 50 5 4

6
.

5 9 1 2 0 5 一 0
.

5 42 5 16 5

6
.

5 2 4 0 7 1 一 0
.

4 7 9 3 3 0 6

6
.

4 6 3 8 1 2 一 0
.

4 12 3 1 4 4

6
.

4 1 0 7 0 3 一 0
.

34 6 5 0 4

6
.

3 6 4 9 2 2 一 0
.

2 8 6 0 4 4 9

6
.

3 2 6 6 7 3 一 0
.

2 3 3 8 4 6 5

6
.

2 9 6 2 58 一 0
.

19 1 3 9 84

6
.

2 7 4 0 88 一 0
.

15 8 6 9 55

6
.

2 6 0 6 7 5 一 0
.

13 4 2 5 19

6
.

2 5 6 60 3 一 0
.

11 5 2 0 63

6
.

2 6 2 4 9 1 一 9
.

7 5 4 68 2 E 一 0 2

6
.

2 78 95 4 一 7
.

6 4 9 0 7E 一 0 2

6
.

3 0 6 54 6 一 4
.

7 0 5 98 7 E 一 0 2

6
.

34 5 69 8 一 4
.

8 3 18 7 E 一 03

6
.

3 96 6 13
、

5
.

3 09 7 5 9 E 一 0 2

6
.

4 5 9 15 7 0
.

1 27 1 3 4

6
.

5 3 2 7 1 6 0
.

2 14 3 8 3 2

6
.

6 1 6 0 6 6 0
.

30 8 3 8

6
.

7 0 7 2 9 2 0
.

3 9 9 7 1 53

6
.

8 0 3 7 8 8 0
.

4 7 7 6 6 9 6

6
.

9 0 2 4 0 5 0
.

5 3 2 5 5 5 5

6
.

9 9 9 70 7 0
.

5 5 7 9 9 9 3

7
.

0 9 2 3 34 0
.

5 5 2 2 6 8 8

7
.

1 7 7 34 7 0
.

5 1 8 1 3 1 6

7
.

2 52 47 5 0
.

4 6 1 4 4 9 2

7
.

3 16 20 9 0
.

3 8 9 2 6 3 6

7
.

3 67 75 5 0
.

3 0 8 1 2 5 1

7
.

40 6 8 7 9 0
.

2 2 3 1 4 9 7

7
.

43 3 7 1 8 ( )
.

13 7 7 1 4 6

7
.

44 8 6 1 2 5
.

3 6 6 9 1 5 E 一 0 2

7
.

4 5 1 9 6 7 一 2
.

8 2 6 6 7 5 E 一 0 2

7
.

4 44 17 5 一 0
.

10 8 0 5 9 7

7
.

42 5 5 7 6 一 1 8
.

5 9 6 5 7

7
.

39 6 4 7 一 2 6
.

2 1 9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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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10 20 3 3
.

7 6 2

8 10 0 20 9 1
.

8 3 3

18 5 0 24 19
.

9 39

19 0 0 2 20 8
.

0 4 6

9 5 10 2 26 6
.

15 2

20 0 0 3 2 24
.

5 9 2

20 5 0 83 2 2
.

36 5

2 10 0 24 4 0
.

4 丫艺

25 10 24 9 8
.

5 7 8

2 20 0 5 25 6
.

6 8 5

2 2 20
.

4 5 5 8 20
.

4 5 0

一 8 3 2
.

7 6 3 2

一 9 2 1
.

8 38 2

一 29 9
.

9 39 1

一 30 8
.

0 4 5 7

一 3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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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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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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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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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4 8
.

5 7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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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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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6 0
.

0 00 0

20 36
.

5 0 3

20 9 7
.

5 34

25 7 1
.

9 4 3

7 2 2 1
.

6 4 2

7 6 2 2
.

5 5

33 24
.

6 0 8

39 2 1
.

7 8 3

4 4 28
.

0 7 7

5 0 23
.

5 3吕

5 25 8
.

25 6

25 8 0
.

4 5 0

7
.

53 7 16 1

7
.

30 8 0 23

7
.

4 9 6 20 7

7
.

18 27 3 2

7
.

10 8 6

7
.

8 8 8 2 2

6
.

9 4 5 4 3 2

6
.

8 6 0 6 9 9

6
.

7 7 6 9 6 1

6
.

6 9 6 3 37

6
.

6 6 4 5 9

一 0
.

3 36 6 28 8

一 0
.

4 0 8 6 0 36

一 0
.

4 7 6 7 0 8 5

一 0
.

5 83 7 12 1

一 0
.

5 9 16 0 5 8

一 0
.

6 3 9 0 3 2 1

一 0
.

6 5 6 7 5 14

一 0
.

6 6 17 9 5 6

一 0
.

6 4 7 6 7 8 9

一 0
.

6 4 7 6 10 3

一 0
.

5 9 6 4 5 8

4 计算后的分析

齿轮 5 作变速运转
,

其转 7 转多一点
,

才是一个循环周期
。

化
,

其 。 s m : 、

= 7
.

4 5 1 9 6 7 r a d / s , 。 m .。

一 6
.

2 5 6 6 0 3 r a d / s ,

所 以运

转平稳
,

且防止了筒子卷绕线圈时前后线圈的重叠
。

在实际机构中
,

为了平衡扇形齿轮 3 的惯性 力
,

在其对

称位置
,

还有另一个扇形齿轮 3
’ ,

见图 5
.

扇形齿轮 3’ 仅与齿轮 4 在 C’ 铰接
,

就如一般 的行星轮

系中
,

为了平衡的 目的
,

行星轮必须对称布置一样
。

其大小

完全 同扇形齿轮 3
,

亦与齿轮 5 相啮合
,

达到平衡扇形齿轮 3

的惯性力 的目的
。

综上所述
,

该机构工作可靠
,

运转平稳
,

结构紧凑
、

合理
。

在此周期内
, 。 。

作缓慢 的变

5 机构设计— 主要设计参数的不同选择

时对机构运动的影响
5

.

1 改变齿轮 5 运动的循环周期方法

只要改变 。 ,

与 。 ;

的差值
: 。 ,

一 。 ;
~

图 5 有扇齿轮 3’ 时的

机构运动简图

。 , ;

愈小
,

其循环周期愈长
。

反之
,

愈短
。

这是因为

0一
几匕ù一乃Jù一

叽 T
一 叭 T

~

。 :

与 。 ;

由齿轮 1
,

6 及齿轮 4
,

7 的齿轮数决定

例

组 别 2
1 2 6

2
;

2
7

件 T

1 1 1 0 2 3 1 0 7 26 2 5 8 0
.

45
0

1 1 0 9 2 4 1 0 7 26 3 8 3 5
.

48
0

1 1 0 9 2 4 1 08 25 7 3 7 5
.

95
0

l 组为实例中的参数值
。

可见齿数的少量变化
,

可使齿轮

的循环周期变化很大
。

但不能使 。 ,
-

样 田 l ;
= o

,

使

L l s i n (叭
4
一 典 ;

)
田

。 ,

一 田
, ,

一
一 O

一 ’ `

L
、 5 i n (叽

`
一 典 ;

)

Z 3

田 5
一 田`

一 么田 , `
一 田`

5 运动

。 4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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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了齿轮 5也在作等速转动了
,

这与设计要求不相符
,

因而是不行的
。

5
.

Z L , ,

L Z ,

L
。 ,

L
;

各杆长度关系的探讨

从式 ( 2) 的方程中
,

L , ,

L 。

对 叭
4

有直接的影响
,

L Z ,

L ;

的变化
,

当然亦会使 叽
; ,

妈 ;

有变

化
,

但又寸田 34
的影 口向较小

,

(计算机上的验算
,

符合这个半lJ断 ,
。

事实上 L
4
一
誉

` 2
5

+ 2
3
,

,

当

m (模数 )
、

齿数 2 3 ,

Z 。

选定后
,

L ;

也就成定值
。

下面就 石
,

L 3

的几组 不同数值代入计算式后
,

打印出来的 。 sm
a : , 。 ml5

。 ,

△ 。 :
一 。 a5m

,

一

。 5ml
。

和齿轮 3 的摆 角 夕
,

最小传动角 ym
` 。

的数值进行 比较分析
:

组别 大
.

几

1 2 4 7 5

:: ;:

:: ::

田 s m a x

7
.

4 5 1 9

7
.

4 0 9 9

7
.

4 9 8 6

7
.

3 5 3 1

7
.

3 0 0

7
.

3 9 2 6

7
.

5 4 8 4

7
.

5 0 0 4

7
.

6 0 8 7 2

田 s m l n

6
.

2 5 6 6

6
.

2 9 4 4

6
.

2 10 9

6
.

3 6 64

6
.

3 9 78

6
.

3 28 9

6
.

1 4 1 3

6
.

1 8 62

6
.

0 8 7 2

△田 5

1
.

1 9 38

1
.

1 5 5 5

1
.

2 8 7 6

0
.

9 8 6 7

0
.

9 2 2 2

1
.

0 6 3 6

1
.

4 0 7 0

1
.

3 1 4 2

1
.

5 1 9 5

a0

3 7
.

3 2 5 9

3 4
.

9 8 7

4 0
.

2 0 0

3 0
.

9 3 5 8

2 9
.

3 9 2

3 3
.

2 4 5 7

4 3
.

8 5 0

4 1
.

0 2 3 8

4 7
.

3 7 1

y n ll n

65
.

2 0

63
.

19

5 9
.

3 2

6 8
.

6 8

6 6
.

5 1

6 5
.

1 3 9

5 9
.

6 7

5 9
.

9 4

5 2
.

9 3

1 组 为前 面举例 中的参 数值
。

从表中可得
:

L ,

增大
,

L 。

降低
,

可使 △叭
.

增大
,

如第 9 组的数据
。

反之
,

L ,

降低
,

L :

增大
,

会使 △。 5

减

小
,

如表中第 5 组的数据
。

导 纱器导不同的纱型
,

欲使 △。 5

有所不同时
,

可以上面的方案为依据
,

再适当调整
,

达

到满足不同的要求
。

传动角 ym
;。

值不宜作评定机构优劣的标准
。

扇形齿轮 3 的摆角 火也就是 L 3

的摆角 )
,

随 L , ,

L 3 长度的改变有所变化
,

在计算扇形齿

轮扇面上的齿数 Z { 时
,

应以 口角的大小为依据
。

5
.

3 扇形齿轮 3 扇面上的齿数 Z ; 的确定

扇形齿轮 3 的摆角 夕
,

即为摆杆 L 3

的二个极限位置

间的夹角 ( 见图 6)
.

图 6 中 C D
, ,

C D
:

为摆杆 L 3

的二个极限位置
。

扇形齿

轮 3 为摆到最左时的位置
,

摆到最右时的位置未画
。

按举例中的 1组值
,

其 夕一 夕
2
一 0

,
一 37

.

3 2 5 90
.

扇形

齿数 2 3
一 70

,

每个齿对的中心角为

△ 一

嘿
一

.54
` 3o

设扇形齿轮摆到最左
、

最右位置时
,

其扇形面上二边

各有二个齿未参与啮合
,

即使余量为 4 个齿
。

则扇形面上

的齿数 界 应为

Z ; 一 0 /△ + 4 一 1 1
.

2

若取 Z } 一 1 2
,

则扇形齿轮所对的圆心角 召为

月= Z ;
·

△ = 1 2 X 5
.

1 4 3
0

= 6 1
.

7 16
0

图 6 摆杆 L :

的二个极限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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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2 △ = 1 0
.

6 2 8
0

占为二个齿所对的圆心角
,

此角在定扇形齿轮的结构时
,

即定扇形齿轮 3与摆杆 L 3

的相对位

置时有用
。

在实际机构中
,

Z ; 一 1 8
,

即 口一 91
.

57 40
,

比实际需要值大了一半
,

这不合理
,

可按 Z { -

1 2 来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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