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0

机械工程(12)2021,3
ISSN: 2661-3530(Print); 2661-3549(Online)

引言：1

在我国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学课程当中，工业机器人

相关的电工实习课程，作为能够集中培养学生在工业集

权电工方面的实际手动操作经验以及解决实际工业性问

题能力的课程，越来越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重视。近些

年来随着国家对于工业化生产的整体技术升级，社会各

行各业对于工业机器人方向的相关岗位需求变得越来越

迫切。这也就决定了针对工业机器人电工培训相关课程

的研究和发展是具有非常深远的重要意义，同时工业机

器人方向的整体技术也不断对其实训平台提出更加严格

的要求。

一、针对视觉系统的实训平台改造

在传统的工业机器人电工实训平台操作过程中，教

师一般通过引导学生使用图像处理软件当中的相关工具

实现对于视觉系统的进一步操作，但是由于相关的菜单

功能选项当中，虽然能够实现对于特征值的整体输入和

限定，但是在进行实际的工程操作过程中，却始终容易

出现对于整体工件的错误性操作。这样的问题大大影响

了整体工业机器人电工实训课程的整体质量，同时也会

对学生自身的动手能力产生一定的怀疑，进而大大抑制

了学生对于相关教学知识的进一步探索和学习。[1]为了

避免这样的问题进一步发生，相关教师可以通过以下几

种方式进行工业机器人实训平台的视觉系统优化和改造。

首先教师可以通过勾选瑕疵检测的相关功能，进一步强

化实训平台对于相关工件的瑕疵检测效率，从而进一步

降低了工件表面的瑕疵通过概率。另外在对于师训平台

当中进行工件定位的相关软件进行进一步的检查，以确

保整体工件不是因为不精准定位而造成整体的视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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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在做完以上两项操作检查之后，相关教师可以通

过在实训平台操作页面的技术工具栏中找到并勾选相应

的圆孔计数功能。教师应当引导学生结合实际工件施工

需求的相关流程，编写相应的脚本程序带入到实际的平

台操作系统当中，从而更好地解决了视觉系统出现的相

关问题。除此之外，为了能够更好地优化整体实现平台

的视觉系统性能，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完善自身对于相

关工业机器人电工操作的技能提升。教师应当针对电工

师训平台进行相应的设备添加和改造。这样的改造包括

添加师训平台上方的智能相机，以及加装在师训平台内

部的移动控制器。这样的智讯平台优化装置能够通过镜

头更好的比对工件的整体检测位置，并通过智能相机拍

摄的相关数据进一步实现，对于光源控制下的实训平台

操作产生更加精准的控制，从而更好地辅助学生实现对

于整体工业机器人电工实训平台的高质量操作。

二、对于机器人工装夹具的进一步改造和升级

在实际对于机器人电工实训平台的操作过程中，教

师往往发现学生对于操纵机器人抓取工件进行移动的过

程中始终存在着工件掉落的情况。这样的操作事故大大

减弱了整体机器人电工实训平台的操作效率，同时过多

的工件掉落也进一步降低了整体工程的操作实用性，对

于学生的专业课堂教学质量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为了

避免这样的问题进一步发生，相关教师应当针对工件掉

落的地点和操作环节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结合学

生实际操作的习惯找到相应的工业设计问题。[2]在实际

的工业机器人运行过程中，机器人通常借助手爪完成对

于工件的抓取和运输过程，在手爪的末端通常设计有气

息或磁吸两种方式的吸盘，用于起到进一步固定工件的

作用。但是由于不同工件的整体质量不同，而机器人手

爪上的吸盘常常由单吸盘构成，这在进行大重量工件的

抓取和运输过程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难，从而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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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造成了学生操作工件掉落的实际问题。为了能够更

好地解决这样的问题，相关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调整

抓手上吸盘的数量，结合双吸盘的工装夹具设计从而更

好地提升了整体手爪的抓取能力，最终实现了对于工件

的抓取和运输效率提升。这样的机器人工夹具改造升级，

不仅大大提升了学生对于自身操作能力和实训平台的有

效结合，同时也能够通过进一步优化自身的操作行为来

提升整体实训平台的工作效率，从而为之后的课程学习

起到了深远的促进作用。

三、针对生产线的整体提升

在实际的工业机器人电工实训平台的操作过程中，

虽然整体平台能够通过学生的实际人工操作实现对于工

业机器人与整体生产线的相关配合，进一步完成对于整

体工件盒的分拣工作。但是这样的操作过程并不能够完

全锻炼学生对于整体生产装配线的统一自动化流程设计，

对于未来的学习探究和就业发展都会产生严重的制约作

用。[3]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进一步发生，相关教师应当

针对与电工实训平台相对接的生产线进行相应的改造和

升级，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锻炼从装配到分拣的整体训

练流程，同时也为之后的工业实习奠定重要的基础作用。

在实际的生产线改造过程当中，相关教师应当引导学生

将装配流水线分成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由师训平

台推动生产线回流到原先的工作位置，这里被称为成品

库工位。第二部分则是通过衡量整体装配流水线的距离，

取其中心点作为重要的关键部位，这里被称为流水线中

间位置。第三部分则是在实际的装配流水线运行过程中，

可以暂时存放多余的装配工件部位，同时针对检测出的

瑕疵工件进行暂时性放置的位置，这里被称之为其他工

件临时存放处。教师对于将流水线分成这三个部分，进

一步优化了各部分之间的功能属性，从而更好地提升各

部分的工作性能，让整体流水线能够始终处于有条不紊

地配合运行状态。除此之外，为了能够更好地帮助工业

机器人完成对于各流水线部分的工件精准定位，相关教

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安装伸缩气缸，进一步提升了整体

流水线装配工艺的质量提升。在学生进行工业机器人的

实际操作过程中，流水线能够将工件统一运行到指定位

置并且通过预先安装的伸缩气缸进行相关工件的二次定

位，这样的工艺流程优化不仅大大提升了学生对于工业

机器人抓取工件的精准程度，同时也能够进一步优化整

体油水线的运行顺畅度，从而为整体实训平台的改造和

升级起到了深远的促进作用。

四、对于实训内容的进一步优化

为了能够更好地提升学生对于工业机器人电工实训

平台的操作能力，相关教师应当针对集中的实训教学内

容进行进一步的改造和优化，而帮助学生能够更好地提

升自身的工艺流程意识以及实际设备操作水平。[4]在实

际的实训内容改造中，教师应当着重对于电气安装相关

内容的提升，其中包括对于整体托盘流水线传感器的统

一安装位置优化和科学规划。为了能够更好地提升整体

流水线上托盘移动的相关速率一致性，相关教师可以通

过更换原先的位置传感器，调整为拍照工位光电开关，

从而进一步优化了整体流水线托盘工作运行的质量和效

率。同时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整体流水线的安全操作运

行，相关教师可以在隔离装置门的位置布置相应的位置

感应开关，从而使得安全隔离门打开的情况下，整体流

水线处于停止运行的状态。这样的改造升级不仅大大提

升了整体电工实训平台与流水线对接的操作安全，同时

也在另一程度上实现了流水线运行效率的有效提升。除

此之外，教师还应当针对工业机器人整体系统的编程进

行进一步的优化，从而帮助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和操控

机器人的运行，从而为整体工业机器人电工实训课程的

教学质量提升起到促进作用。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学生不仅自身处在身心发展的

重要黄金时期，同时也是掌握相关专业技术能够对整体

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产生深远影响的未来重要积蓄力量。

所以为了能够更好地帮助高职院校学生进一步培养自身

的综合素养能力，相关院校和教师就必须建立更加科学

丰富的实训课程，针对工业机器人电工实训平台进行更

多维度的改造和提升，从而更好地保障学生对于相关专

业的深入学习和发展，从而为之后的学习和发展打下更

加坚实的基础，同时也能成功完成国家和社会对于新一

代年轻人才的历史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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