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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编写目的主要是满足注塑模具领域工程技术人员、一线工人以及大中专院校模具专业学生的培
训需要，解决注塑模具图纸识读问题，提高复杂精密模具图纸识读能力。
全书按照注塑模具加工行业的特点，以素质教育为基础，以提高能力为原则，以企业需求为依据，从
生产实践角度出发精选内容，在介绍制图标准、零件基本表达方式、标准件和常用件等制图基础知识
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实例介绍各类典型、复杂注塑模具装配图、零件图的识读技巧，帮助读者由浅至
深地学习和掌握注塑模具图纸的识读方法，并为进一步深入学习模具设计与制造技术奠定坚实的基础
。
    本书面向初级模具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可作为高职院校、技工学校模具相关专业的教材；可作为
模具制造、生产相关人员的参考书；还可作为模具相关企业进行职业培训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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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读　　8.6.7　浇口镶块零件图识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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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8.1 标本盒模具识读　　8.1.1标本盒模具装配图识读　　读图8-1所示为标本盒注塑模装配图。
　　（1）概括了解　　从标题栏了解部件的名称和画图的比例，由此可知部件的大致用途和大小；
从明细表中了解零件的名称和数量，并在零件图中找出相应零件所在的位置；大致浏览所有视图、尺
寸和技术要求等，这样对部件有一个粗浅的认识。
　　图8-1所示的模具装配图，由标题栏可知为标本盒注塑模具，画图比例是1：2，由图纸可以大致估
计实物的大小。
由明细表可知该模具共由18种零件组成，按指引线可以在图中找到每个零件所在的位置。
　　（2）分析视图及各零件的装配关系　　首先弄清该装配图用了哪几个视图，对于剖视图应找出
剖切平面的位置，然后分析各视图的表达重点，进而了解部件的结构特点和各零件的装配关系。
分析视图时，应先从主视图人手，配合其它视图、明细栏和有关资料，了解每个视图所表达的内容。
　　对于注塑模具装配图，通常将其主视图选为模具打开后，动模部分的俯视方向，即主要反映模具
动模一侧的形貌。
而侧视图一般采用全剖视来表达所有零件的装配关系。
此装配图使用了主视图、侧视图两个基本视图进行表达。
从侧视图可以看出，螺钉15将定模板11、定模底板12固定在一起，同时定模板11通过台肩将导柱10、
定模型芯14压紧在定模底板12上，此外浇口套13也固定在定模型芯14的固定孔中，这6种零件共同组成
了模具的定模部分；定模左侧部分，即动模侧，螺钉16将动模底板1、模脚4、动模垫板6、动模板9连
接在一起，动模外芯7压紧在动模板9和动模垫板6之间，动模内芯8则压紧在动模外芯7和动模垫板6之
间；推板垫板2和推板3之间依靠螺钉17固定，同时依靠台肩将顶杆18、回程杆5压紧在两者之间，这些
零件组合在一起，称为顶出机构。
由图还可见，动模和定模的连接导向是依靠导柱10来完成的，而动模和顶出机构的连接导向则由回程
杆5和顶杆18共同完成。
图中的主视图主要反映了型芯7、8，导柱10、回程杆5等零件的相对位置及排布，以及冷却水孔的配布
方式。
　　（3）分析工作原理　　看懂装配关系后，分析工作原理就不难了。
定模板，顾名思义，是固定在机床上不动的；定模部分和动模部分的位置关系依靠四个导柱实现，因
此动模部分可以沿导柱10轴向方向滑动，并脱离定模；顶出机构由于回程杆5的导向，可以相对动模板
进行前后滑动，但滑动范围局限于动模底板和动模垫板之间，且仅当动模板9和定模板11分离后才可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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