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市地磅行家/实拍图

产品名称 珠海市地磅行家/实拍图

公司名称 上海鹰衡称重设备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鹰衡地磅:生产厂家
10米地磅:80吨地磅
厂家直销:24小时服务

公司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奉浦大道97号绿地至尊A座1120-11
23室

联系电话 18916291147 18916291147

产品详情

一、引言

汽车衡在称重时, 汽车对衡器经常会产生各种额外的力, 如汽车上、下秤时的水平冲击力、汽车在秤台上

刹车时产生的刹车力、载重汽车前进产生的反作用力等;还有个别司机通过走S、跳秤等手法,

企图达到作弊的目的, 从而使秤体产生晃动, 影响称重。因此缩短示值稳定时间, 快速准确读取称重示值就

成为衡器设计与使用的重要课题。为了保证汽车衡在使用过程中时刻处于zuijia状态,

除了选用高可靠性的称重传感器外, 设计合理的限位装置可以限制秤台的摇晃, 减少传感器的偏载,

成为提高称重精度的重要途径。

根据汽车衡的使用情况不同, 限位装置可以设计成不同的形式。一般要求限位装置有足够的强度,

能承受较大的水平冲击力, 有效限制秤体晃动幅度, 使秤体快速复位,

且尽量不产生竖直方向的分力。限位装置如果设计不合理, 在称重过程中会给衡器带来额外附加力,



从而影响称量准确度, 造成误差。

本文试图对目前常见的几种限位装置的优缺点、使用性能做以分析、探讨、对比,

对合理的设计、使用限位装置发表一点自己的观点, 期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由于本人能力有限,

发表之观点难免有偏颇之处, 望批评指正。

二、四角八位碰撞式限位装置

这种限位装置是在衡器的四角设置四处纵向限位和四处横向限位, 也即“四角八位”碰撞式限位。

纵向 (载重汽车的行驶方向) 限位器和横向限位器均是在汽车衡的秤台下面设置一个限位板,

限位板安装一个可调螺栓, 螺栓头正对基础中的预埋板 (即撞块) 。调节螺栓,

使得螺栓端部与撞块间的间隙达到设计要求, 然后用锁紧螺母将螺栓的位置锁死,

以保证所调间隙不再发生变化 (限位装置结构如图1所示) 。

这种限位装置的优点是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成本低廉,

广泛使用于要求不高的汽车衡上。但当温差变化比较大时, 秤台的热胀冷缩会使限位间隙产生变化,

间隙过小, 容易造成秤体卡死;间隙过大会使秤体晃动幅度过大, 这些都会对称量精度造成影响。因此,

需要随着季节的变化对限位间隙进行适当调整。

三、中间纵向限位装置

上述的四角碰撞式纵向限位结构, 受热胀冷缩影响比较严重。比如21m的秤台, 在温差30°的情况下,

热胀冷缩量可达8mm左右。如果在秤台纵向的中间位置左右两侧各增加一处双向碰撞式限位,



这样由于两个限位之间秤体结构尺寸很小, 其热胀冷缩量也很小, 所以可以不用随季节变化进行间隙调整

(如图2所示) 。

四、拉杆式纵向限位装置

拉杆限位一般设置在秤台的四角, 用于限制秤体的纵向位移 (如图3所示) 。拉杆越长,

拉杆与秤台的平行度越容易保证, 若完全平行, 汽车衡称重时, 拉杆限位产生的垂直分力就为零,

因此称量精度就越高。但是对于室外安装的秤体, 由于热胀冷缩严重,

常常拉杆和秤体、基础之间会产生很大的应力, 会造成很大的称量误差。因此,

这种限位装置不适合台面尺寸较大且在室外安装的衡器。

五、中间拉杆限位

为了克服四角拉杆限位受热胀冷缩影响比较严重的缺点, 可以将拉杆限位布置于秤体中央 (如图4所示) ,

这样由于拉杆长度较短, 前后拉杆之间秤体部分长度也很短,

因此其几乎不受热胀冷缩的影响。所以这种中央布置的拉杆限位适应面广, 适合各种大小的衡器,

也不受气候环境的影响。

拉杆限位器的优点是刚性强, 限位可靠, 能快速稳定秤体;但刚性强也成为其显著的缺点,

是当衡器承受较大的冲击力时, 限位拉杆直接将冲击力传递到限位座预埋板上,

容易造成预埋件松动甚至脱落, 而松动、脱落维修非常困难。

六、缓冲式拉杆纵向限位装置

为了解决拉杆限位刚性强, 对基础冲击力大的缺点, 在拉杆限位的基础上增加了弹簧缓冲元件,



诞生了缓冲式拉杆限位, 其结构如图5所示。

缓冲式拉杆限位除了拥有拉杆限位的优点之外, 最大的特点是具有缓冲功能,

可以大大缓冲秤体对基础的冲击力, 同时由于弹簧的作用, 可以对缓冲秤体热胀冷缩引起的间隙变化,

不会出现秤台卡死现象。

缺点:限位装置结构相对复杂, 预紧力的大小调整不容易掌握、预紧力小了, 秤台的复位力就小了,

限位效果变差。若预紧力大了, 缓冲距离就会缩短, 冲击力会增大。

以上是笔者对几种常见汽车衡限位装置的一点粗浅的认识, 拿出来与大家做一交流。在衡器设计时,

必须根据使用情况、安装现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综合考虑, 方能设计出合理可靠的限位装置,

从而提高称量精度, 减少维修费用, 延长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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