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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4.1装配信息 装配顺序生成时所需的装配信息主要包括零件的几何信息、非几何信
息及零件之间的配合约束关系等信息。几何信息指零件的几何形状、相对位置和特定的装配特征（如
孔、轴装配特征）；非几何信息指设计者的意图、装配环境及特定的装配条件等客观要求；配合关系
信息指零件装配为装配体时相互之间的表面配合特征信息。 装配信息的获取有自动推理和人工输入两
种方法。 （1）自动推理。从零件的CAD几何模型中，利用特征造型中配合面的配合特征或实体造型
中的体素之间的配合信息，推理生成配合零件之间的配合面、配合方向、连接关系及阻碍关系。 （2
）人工输入信息。利用交互式用户界面输入装配顺序优先约束关系等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 4.4.2装
配结构 在产品设计过程中，装配设计是在概念设计之后进行的。它可以将概念设计中模糊的、不确定
的构思，通过产品结构的建立逐步精细化，设计成产品的整体装配结构，为详细设计提供一个基本框
架。装配设计要结合产品的数字化定义方法，在概念设计和详细设计之间搭建桥梁，实现从概念设计
到详细设计的映射。 装配结构一般用装配结构树表示。一个零件如果没有进入装配树，它是一个单一
游离在装配之外的零件。一旦作为节点链接到装配树中，它就是产品模型中的一个装配成员，同时也
是BOM表中的一个成员项。 4.4.3装配关系定义 装配结构树仅仅反映了产品的构成，零件之间的相对
关系、位置、方向等需要装配关系来确定。装配关系一般包括以下几种。 （1）接触关系。它指在产
品装配中，为了实现某种装配功能，使得零件所具有的物理接触。在装配中，凡是存在物理接触的两
个零件间都存在接触关系。 （2）紧固关系。它指有些零件间的接触需要进一步固定，从而使固接后
的两个零件成为一体（即相对自由度为零）。在目前的几何造型系统中没有对紧固方式的描述，但对
于产品设计及装配规划来说，零件间的紧固方式是必须考虑的。 （3）位置关系。它位置关系描述在
装配体中装配零件之间的几何安装位置和精度。位置关系又分为配合关系和距离。配合是指装配零件
之间的配合方式，如面配合（同法矢方向平面贴合、反法矢方向平面对齐等），按配合关系又分为间
隙配合、过渡配合、过盈配合。距离是指零件之间的距离关系。按尺寸精度等级又分为低精度、中精
度、高精度。 （4）传动关系。它指在产品装配中装配零件间的传动关系，如齿轮传动、齿条传动、
链传动、带传动和螺旋传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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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航空航天工程类专业规划教材:CAD/CAM技术基础》可作为高等工科院校机械工程及相关专业本科
生的教材，也可供科研和企业单位从事CAD／CAM技术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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