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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齿轮泵和叶片泵受使用寿命或容积效率的影响，一般只宜作中、低压泵。
柱塞泵是依靠柱塞在缸体中作往复运动，使密封容积发生变化来实现吸油与压油的。
由于柱塞和缸体内孔均为圆柱形，因此加工方便，配合精度高，密封性能好，容积效率高。
同时，柱塞处于受压状态，能使材料的强度充分发挥。
而且，只需改变柱塞的工作行程就能改变泵的流量，易于实现变量。
所以，柱塞泵具有压力高、结构紧凑、效率高、流量调节方便等优点，常应用于需要高压、大流量、
大功率的系统中和流量需要调节的场合。
 柱塞泵按柱塞的排列和运动方向不同，可分为轴向柱塞泵和径向柱塞泵两大类。
 （1）轴向柱塞泵 轴向柱塞泵的优点是结构紧凑、径向尺寸小、惯性小、容积效率高，目前最高压力
可达40.0MPa，甚至更高，一般用于工程机械、压力机等高压系统中，但其轴向尺寸较大，轴向作用
力也较大，结构比较复杂。
 1）直轴式（斜盘式）轴向柱塞泵 轴向柱塞泵是将多个柱塞轴向配置在一个共同缸体的圆周上，并使
柱塞中心线和缸体中心线平行的一种泵。
轴向柱塞泵有直轴式（斜盘式）和斜轴式（摆缸式）两种形式。
 图2—9所示为直轴式轴向柱塞泵的工作原理。
这种泵主要由缸体1、配油盘2、柱塞3和斜盘4组成。
柱塞沿圆周均匀分布在缸体内。
斜盘与缸体轴线倾斜一角度γ，柱塞靠机械装置（图中为弹簧）或低压油的作用压紧在斜盘上，配油
盘2和斜盘4固定不转，当原动机通过传动轴使缸体转动时，由于斜盘的作用，迫使柱塞在缸体内作往
复运动，并通过配油盘的配油窗口进行吸油和压油。
如图2—9所示回转方向，当缸体转角在π～2π范围内时，柱塞向外伸出，柱塞底部的密封工作容积增
大，通过配油盘的吸油窗口吸油；当缸体转角在0～π范围内时，柱塞被斜盘推入缸体，使密封容积
减小，通过配油盘的压油窗口压油。
缸体每转一周，每个柱塞各完成吸、压油一次。
如改变斜盘倾角γ，就能改变柱塞行程的长度，即改变液压泵的排量。
改变斜盘倾角方向，就能改变吸油和压油的方向，即成为双向变量泵。
 配油盘上吸油窗口和压油窗口之间的封油区宽度ι应稍大于柱塞缸体底部通油孔宽度ι1，但不能相
差太大，否则会发生困油现象。
一般在两配油窗口的两端部开有三角形卸荷槽，以减少冲击和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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