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压铸模具设计实用教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压铸模具设计实用教程>>

13位ISBN编号：9787122110824

10位ISBN编号：7122110826

出版时间：2011-9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出版社

作者：黄勇，黄尧 主编

页数：249

字数：423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压铸模具设计实用教程>>

内容概要

　　本书对压铸模具设计的方法及步骤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主要内容包括：压铸模设计基础、浇注系
统和排溢系统的设计、分型面的设计、成型零件与结构零件的设计、侧向抽芯机构的设计、推出机构
的设计、压铸模技术要求及材料选择等。
本书注重科学性、先进性、系统性和实用性，兼顾理论基础和设计实践，典型结构图例丰富。

　　本书可供从事压铸模具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使用，也可供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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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9.6.1推出机构的复位在压铸的每一个工作循环中，推出机构推出铸件后，都必须准确
地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这个动作通常是借助复位杆来实现的，并用挡钉作最后定位，使推出机构在合模状态下处于准确可靠
的位置。
（1）复位机构的动作过程复位机构如图9-26所示。
开模时，复位杆8随推出机构同时向前移动，并由推杆7将压铸件推出模体，如图（a）所示。
这时复位杆8伸出分型面的距离即为推出机构的推出距离。
合模过程中，定模板12的分型面触及复位杆8的端面时，复位杆受阻，从而使推出机构停止移动，动模
的其余部分继续作合模动作，推出机构开始复位动作，如图（b）所示。
当合模动作完成，分型面合紧时，在限位钉2的限位作用下，推出机构回复到原来的准确位置，完成
复位动作，如图（c）所示。
（2）复位机构的组合形式如图9-27所示。
图（a）为采用复位杆复位的组合形式。
它结构简单，便于加工和安装，而且动作稳定可靠，是最常用的形式。
它与推出元件同时安装在推杆固定板上，合模时，在定模板分型面的作用下完成复位动作。
模具分型后，复位杆伸出动模分型面，有时会影响压铸件的自由落下，或影响压铸生产的操作，如安
放活动型芯和嵌件以及清理杂物、涂润滑剂等。
可采用图（b）的组合形式，即在定模一侧设置辅助复位杆，使复位杆在开模时，不高出动模分型面
。
图（c）是采用推杆兼起复位杆作用的组合形式。
推杆设置在压铸件周边的底部，推杆端部虚线的弓形部分为推出作用面，其余部分在合模时与定模分
型面接触，起复位作用。
多用于简单的小型模具中。
为增大推杆的有效推出面积，可采用半圆形推杆的结构形式。
（3）复位杆的布局形式复位杆的布局形式，根据模具的外部形状和具体情况而定。
图9-28是最常见的布局形式。
图9-28（a）为在成型镶块外设置对称的复位杆。
它的布局特点是：①复位杆的投影方向跨度大，复位的作用力平衡，动作可靠，应用广泛。
②选择复位杆的位置有较大的灵活性。
③易于安装、调整和更换。
在大型压铸模上，为不增加模体的截面积，采用在模体外设置复位杆的形式，如图9-28（b）所示。
它是在加长的推板上设置与模体中心对称的复位杆。
它的布局特点是可减少模体外形尺寸，减轻模体重量。
但应适当增强推板的刚性，防止因受力产生弹性变形而影响复位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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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勇主编的《压铸模具设计实用教程》对压铸模具设计的方法及步骤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本书内容全面，对压铸模具设计的相关内容都做了阐述，具有技术先进、典型结构图例丰富、标准数
据资料最新、实用性强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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