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究电机智能制造中轴料加工工艺改进措施

石　斌

安徽德科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　合肥　231501
【作者简介】
石斌男　1973年9月　山东淄博　汉族　专科　中级工程师　研究方向:机械制造与设计

DOI:10.18686/jxgc.v2i2.21242

　 【摘要】电机轴加工制造的质量和效率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电机的工作效率。传统的电机轴料加工工艺

具有加工步骤繁多、工作效率不高、加工成本过高等特征。在我国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电机轴料加

工工艺可以在智能制造的帮助下不断完善,同时智能制造的出现,还能有效节约加工的成本费用,提高轴料

加工的效率,进而帮助我国电机智能制造行业在国际上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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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电机出口量是最多的,但是我国的电机制造手段仍然不够先进。提高我国电机

制造业整体水平的前提条件就是重视电机行业将智能制造,在此基础上还要不断提高智能制造技术。就电

机方面来说,电机轴不仅在电机制造中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电机轴还与电机转子铁芯等零件有着相互辅助

的作用。所以说,在智能制造视域下,电机轴制造质量的提高对人类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对传统的电机轴料加工工艺特点以及
流程的分析
下条料、削面、打孔、加工等都是电机轴加工的必

备流程。具体加工工序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工序是

采用锯切及剪切等方式进行下料。这种工序指的是

在锯床的帮助下将合适的轴料毛坯材料加工出来,进
而为下一道工序的进行提供保障。

第二个工序是对轴料毛坯进行打中心孔。相关

工作人员首先要将轴料毛坯的不平整面料压平,在工

作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需要注意的是:要使轴料的总

长度一直保持在一个标准上,然后使用工具将中心孔

打成锥形,以此避免后续加工工作出现问题。但是当

客户提出具体的要求时,相关工作人员应尽可能地满

足客户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提高客户满意度的

目的[1]。
第三个工序是对车床进行加工。传统的车削过

程中,往往要对两种不同类型的车床进行加工,这两

种车床分别是:普通车床和数控车床。加工由粗略加

工和细致加工两种方法组成的。为了有效提高车床

加工的效率和质量,大部分电机厂都会使两个车床紧

靠在一起。如果有三台车床可以供电机厂使用的话,
那么排列形式就会变得不同,相关工作人员可以利用

车床数量的优势,将车床摆放成等腰三角形,之后再

采用粗略加工的方法对车床进行加工,然后再对车床

进行细致加工,最终保证机械能够正常运转[2]。
第四个工序是利用数学模型,将正确的空间曲线

或者是曲面“刻画”在工件上。具体流程如下:将轴放

置在铣床上面,同时还要保证轴不再移动,以防键槽

由于轴的移动而发生不对称的现象,之后相关工作人

员一定要按顺序铣削键槽和风扇卡槽。除此之外,相
关工作人员在铣削工作进行前就一定要熟练掌握立

铣和卧铣两种完全不同的工艺,同时还应了解键槽的

位置度和对称度要求。现阶段,我国大部分出口电机

的轴伸都是 B形键,为保证与负载可靠连接,必须保

证键槽的对称度。基于此,我国电机厂的相关工作人

员一定要将电机轴伸键的对称度重视起来,因为只有

这样铣削工艺的作用才能真正地显现出来[3]。
最后一道工艺是磨削。具体流程为:应在电机轴

处放置一个顶针,以防电机轴不断滚动;之后还需要

将轴伸档磨削平整,最后再将轴承档磨削平整。但是

不同电机厂的加工工艺也不完全相同,有很多时候铁

芯档也需要进行磨削,因为只有铁芯档进行磨削后,
才能配合转子铁芯的工作[4]。

传统的加工工艺过程中,往往是一个工作人员负责

一道工序,尽管一个工作人员负责两三台机床的情况也

频频出现,但是电机厂人工费非常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同时这也是导致电机成本费用过高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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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机智能视域下,对电机轴加工工艺
的完善
我国的传统电机轴加工效率相对来说不够高,最

终制作出来的工件质量也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同时

传统的电机轴加工还有着工序较为复杂的特点,因此

我国的电机厂要想跟上时代的发展脚步,首先要做的

就是对电机轴加工工艺进行完善。所以,相关工作人

员可以从工艺优化设计方面入手,提高工件的生产数

量。首先,相关人员需要了解轴料加工的所有工艺的

特点,并根据电机智能制造手段使电机轴自行转动,
以此解决传统的电机轴加工中的不足之处,图1所示

为电机轴加工自动化的展示图。图中的智能双头车

床主要是利用自行转动的刀库进行工作的。而斜式

数控车床的责任就是将铁芯档削成合适的形状。数

控磨床的任务就是对已经完成的工件进行再加工。
自动进料仓与棒料仓有着密切联系,因为自动进料仓

是由棒料仓整合而成的。关节机器人的任务就是将

毛料加工成半成品。

图1　电机轴加工自动化的展示图

智能双头车床分别利用两个功能完全不同的

数控系统使机床自动进行工作。由于两个系统的

功能有所不同,因此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两者各

司其职、互相帮助,且不会影响到对方的工作。主

系统的主要任务是控制电机的运转,此外电机运转

的速度也和主系统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而副

系统的任务就是对主系统进行辅助。智能双头车

床可以利用迪普马动力刀塔的优势,对将要加工的

工件进行粗细加工,同时还可以对工件进行磨削,
这样将会有效提高工件的质量。除此之外,智能双

头车床与斜式数控车床都需要架式机器人的指挥。
架式机器人可以利用气动片爪的独特外形,将

工件控制住,以防机器的不断滚动而导致工件被损

毁。但是相关人员在对电机轴进行设计时,还应提

高机械模块的柔韧性,因为这样做对机器自动化程

度的提高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在电机智能视域下,
设计师还应提高片爪的旋转范围,因为只有这样才

能保证工件的夹持力度,最终提高装料的效率。
要想在智能制造视域下对轴料加工工艺进行

改进,相关工作人员可以根据图1将机械摆成 U
形,这样,电机轴加工工序连接得就会更加紧密。
与传统的轴料加工工艺相比,优化后的工艺的夹装

次数也在不断减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误差的

出现,进而提高了电机轴加工的效率和质量。而且

关节机器人的有效运用,还能提高精加工的效果。
电机厂只需派一个工作人员就可以很好地完成所

有的工序,不仅能为电机厂减轻成本方面带来的压

力,对轴加工质量的提升还有很大的帮助。可以

说,智能制造轴加工工艺正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

地改变。

3　结束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电机轴料加工

工艺的改进已经成为必然。完善后的电机轴料加

工工艺,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工件的生产数量,同时

还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误差的出现,最终提高电机

轴加工的效果。从未来的发展趋势上看,相关的工

作人员如果利用智能制造手段不断地对电机轴料

加工工艺进行完善,那么电机轴的自动化加工效果

一定会越来越好,最终实现促进我国电机行业稳定

运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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