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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副及机构简图



教学内容

运动副
及机构
简图

一、运动副及其判断

二、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

三、平面机构的应用举例

四、平面机构简图的实施

五、课后作业

（重点 &难点）

（重
点）

（拓展创
新）

（了
解）

（必
做）



教学手段

教学手
段

理实一体

挂图、教具、实物或视频
、动画

手机、板书、教学平台

小组讨论、自由创新



手机扫描二维码

一、运动副及机构运动简图

任务引入 初步了解平面机构的功能和作用

思考：从视频中你读到了什么？（可回顾再看）



一、运动副及机构运动简图

动画引入 初步了解运动副的意义

思考：各动画的异同点？



任务分析
知识点 运动副

定义 平面机构中每个构件都不是自由构件，而是以一
定的方式与其他构件组成可动连接，这种使两构
件直接接触并能产生确定相对运动的连接称为运
动副。

我的答案

根据组成运动副两构件之间的
接触特性，运动副可分为低副和高副。

一、运动副及机构运动简图



相关知识—— 低副

两构件以面接触组成的运动副称为低
副。根据它们之间的相对运动是转动还
是移动，运动副又可分为转动副和移动
副。

一、运动副及机构运动简图



转动副

一、运动副及机构运动简图

图 2-1 转动

副

                 转动副是指组成运动

副的两构件之间只能绕某一轴

线作相对转动的运动副。通常

转动副的具体形式是用铰链连

接，即由圆柱销和销孔构成转

动副，如图 2-1 所示。

                 转动副是指组成运动

副的两构件之间只能绕某一轴

线作相对转动的运动副。通常

转动副的具体形式是用铰链连

接，即由圆柱销和销孔构成转

动副，如图 2-1 所示。



移动副

一、运动副及机构运动简图

        移动副是指组成

运动副的两构件只能作相

对直线移动的运动副，如

图 2-2 所示。

图 2-2 移动

副



高副

一、运动副及机构运动简图

      两构件以点或线接触组成的
运动副称为高副。如图 2-3 所示，
构件 1与构件 2组成的高副中，构
件 1无法沿公法线 n-n 方向移动 ,
而构件 1相对于构件 2则可沿接触
点 A 的切线 t-t 方向移动 ,同时
还可绕 A 点转动。

(a) 齿轮副                       

    (b) 凸轮副

图 2-3 高副



视频分
析——
找运动

副

一、运动副及机构运动简图

牛头刨床摆动导杆机构



视频分
析——
找运动

副

转动副：（   数目 ？    位置 ？  作用？                      ）

一、运动副及机构运动简图

移动副：（   数目 ？    位置 ？  作用？                      ）

高副： （   数目 ？    位置 ？  作用？                     
 ）



动画分
析——
找运动

副

一、运动副及机构运动简图

分析脚踏板部分即可



动画分
析——
找运动

副

转动副：（   数目 ？    位置 ？  作用？                      ）

一、运动副及机构运动简图

移动副：（   数目 ？    位置 ？  作用？                      ）

高副：    （   数目 ？    位置 ？  作用？                      ）



二、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

用什么方法能够表示以上机构的运动情况？

知识点
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

定义 机构简图是用特定的构件和运动副符号表示机构
的一种简化示意图，仅表示机构运动传递情况和
结构特征。 

我的答案

前提必须掌握：运动副的表示方法、构件的表示方法



二、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

    运动副的表示方法

    机构运动简图中运动副表示方法如图 2-4 所

示。 其中，图 2-4(a) 表示由两个可动构件组成的

转动副；图 2-4(b) 和图 2-4(c) 表示两个构件中有

一个构件是固定的转动副，画有斜线的构件代表固

定构件；

 图 2-4 运动副表示方

法



二、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

 图 2-4 运动副表示方

法

   图 2-4(d) 至图 2-4(i) 表示两个

构件组成的移动副；图 2-4(j) 表示

两个构件组成的高副，画高副简图

时应画出两构件接触处的曲线轮

廓。 



二、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

   机构运动简图中构件表示方法如图 2-5 所示。其中，图 2-5(a) 

为具有两个转动副的构件；图 2-5(b) 为具有一个转动副和一个移动

副的构件；图 2-5(c) 为具有 3个转动副的构件；图 2-5(d) 为 3个转

动副的中心均在一条直线上。 

    构件的表示方法

图 2-5 构件表示方法



二、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

机构运动简图的绘制

   右图为单缸内燃机模型，请问如何分

析该机构中的各构件间的运动关系？



二、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

机构运动简图的绘制

   ①分析机构的组成和运动情况：确定

机构中的机架、主动件和从动件；将构件

用数字编号。

注意： 1为固定件， 4为主动件，其余均
为从动件



二、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

  ② 确定运动副的类型和数量：从主动件

开始 , 沿运动的传递顺序（路线）分析；

分析各构件间运动副的类型，并确定各构

件的运动性质。

转动副：活塞 4和连杆 3、连杆 3和曲轴 2、曲轴 2和机
架 1、凸轮 8与机架 1；
移动副：活塞 4与机架 1、进气阀推杆 7与机架 1；
高副：齿轮 9和齿轮 10、凸轮 8和进气阀推杆 7.



  ③选择投影面：为了能清楚地表明各构

件间的相对运动关系，选择视图平面与机

构简图位置

二、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

   ④ 选择瞬时位置：选择能充分反映机构运

动特性的瞬时位置，若瞬时位置选择不当，则

会出现构件间相互重叠和交叉。



二、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

   ⑤ 选择适当的比例绘图：按照各运动副间的距离和相对

位置，用规定的线条和符号将运动副画出，即绘制平面运动简

图。



二、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

练习
1-初
级

分析绘制缝纫机脚踏板机构的运动简图



二、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

练习
2-掌
握

分析绘制牛头刨床导杆机构的运动简图



二、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

练习
3-熟
练

绘制自卸货车机构的运动简图



（ 5 ）确
定例子

（现有的
或未知
的）

（ 4 ）
用在哪

里
（ 3 ）
起到什
么作用

（ 2 ）
确定运
动情况

（ 1 ）
选择运动
副（由简
到繁）

三、平面机构的应用举例

从哪些因素一级级去思考？——快速找到正确例子

例如：选择移动副
只能做相对直线移动

关或开
前或退

生活家用、
加工制造

如：
抽屉；
车床导轨和
尾架



四、平面机构的实施

1. 充分利用实验室的机械结构，讲练想结
合；

实施方
向

2. 如果实验室没有学生想要实现的功能
对应的平面机构，我们可通过查视频、
建模或和现有的机构发散想像能否成立
。



1. 教材作业

课后作
业

2. 学习平台作业测试

五、课后作业



Thank You!

30


	页 1
	页 2
	页 3
	页 4
	页 5
	页 6
	页 7
	页 8
	页 9
	页 10
	页 11
	页 12
	页 13
	页 14
	页 15
	页 16
	页 17
	页 18
	页 19
	页 20
	页 21
	页 22
	页 23
	页 24
	页 25
	页 26
	页 27
	页 28
	页 29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