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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川崎喷漆机器人  

 

优势提供川崎喷漆机器人维修，安装，培训，保养，改造服务

提供kawasaki川崎机器人配件维修及回收服务。 

--kawasaki川崎机器人系统集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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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基本上进口产品都能采购。只要您提供品牌和型号，其余的事情交给我们！

 温馨提示：产品种类繁多，价格属性仅供参考，详情旺旺咨询或来电咨询！



优势供应kawasaki川崎业机器人kawasaki川崎控制系统等欧美备件

机器人备件中心--长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手机：13543455804

电话：020-29131671

传真：020-28083007

q q：767051518 公司主页：http://www.gzchangke.com

  

    

    广州市长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川崎机器人系统集成的设计、制造、销售、售后服务
（产业用机器人的保养、维护、维修等）、技术咨询等相关工作。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科学技术
的突飞猛进，使得机器人在码垛、涂胶、点焊、弧焊、喷涂、搬运、测量等行业有着相当广泛的应用。
现公司从销售机器人的平台上又拓展开了机器人租赁服务，配合解决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中人力资源不足
的问题。工业机器人可比人工更能应对多品种生产需要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从而使产品质量更加稳定。
也更有效地解决企业设备在更新时面临的资金运转问题，降低最初的投资成本。

 

 

    广州长科提供
机器人的检查与维护主要分为日常检查、定期检查5000小时、10000小时、15000小时和大修。 

任何预防性维护喷涂机器人计划的主要目的：

1；确保喷涂系统的最大利用率。

2；能够减少喷涂系统停机时间。

喷涂机器人和油漆系统的设计使用其能够以最小的维护率在恶劣条件下运行但是，仍必须定期进行常规
检查和预防维护。

对于工作状况良好的设备，其预防性维护量不应该超过建议的维护量。维护工作前，将所有表面檫拭干
净。

为防止灰尘等造成不必要的污染，在打开盖前，应清洁控制装置和操纵器外部。



喷涂机器人日常保养项目：

1：检查机器人各轴电缆，动力电缆与通讯电缆，各轴运动状况。

2：检查机器人本体，各轴是否有异响；各轴限位；断掉控制柜的所有供电电源。

3：检查机器人主机板，存储板、计算板、以及驱动板：机器人控制柜柜子里面无杂物、灰尘等，检查密
封性。

4：检查控制柜、机械手接头是否松动，电缆是否松动或者破损的现象。

▄▄▄▄▄▄▄▄▄▄▄▄▄▄▄▄▄▄▄▄▄▄▄▄▄▄▄▄▄▄▄▄▄▄▄▄▄▄▄▄▄▄▄▄▄
▄▄▄▄▄▄▄▄▄▄▄▄▄▄▄▄▄▄

 

 

 

 ” 经过不自愿的洗澡后这样爬出去。那通路是狭隘的，上面盖着雌雄合蕊的柱状体，因此
蜂用力爬出去时，首先便把它的背擦着胶粘的柱头，随后又擦着花粉块的粘腺。这样，
当土蜂爬过新近张开的花的那条通路时，便把花粉块粘在它的背上，于是把它带走了。
克鲁格博士寄给我一朵浸在酒精里的花和一只蜂，蜂是在没有完全爬出去的时候弄死的，
花粉块还粘在它的背上。这样带着花粉的蜂飞到另一朵花去，或者第二次再到同一朵花
来，并且被同伴挤落在水桶里，然后从那条路爬出去，这时，花粉块必然首先与胶粘的
柱头相接触，并且粘在这上面，于是那花便受精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花的各部分的
充分用处，分泌水的角状体的用处，半满水桶的用处——它在于防止蜂飞去，强迫它们
从出口爬出去，并且使它们擦着生在适当位置上的胶粘的花粉块和胶粘的柱头。

    还有一个亲缘密切的兰科植物，叫作须蕊柱（catasetum），它的花的构造，虽然为
了同一个目的，却是十分不同的，那花的构造也是同样奇妙的。蜂来访它的花，也像来
访盔唇花的花一样，是为着咬吃唇瓣的，当它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不免要接触一条长的、
细尖的、有感觉的突出物，我把这突出物叫作触角。这触角一经被触到，就传达出一种
感觉即振动到一种皮膜上，那皮膜便立刻裂开；由此放出一种弹力，使花粉块像箭一样
地射出去，方向正好使胶粘的一端粘在蜂背上。这种兰科柏物是雌雄异株的，雄株的花
粉块就这样被带到雌株的花上，在那里碰到柱头，柱头是粘的，其粘力足以裂断弹性丝，
而把花粉留下，于是便行受精了。

    可以质问，在上述的以及其他无数的例子里，我们怎么能够理解这种复杂的逐渐分
级步骤以及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呢？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这答案无疑
是：彼此已经稍微有所差异的两个类型在发生变异的时候，它们的变异性不会是完全同
一性质的，所以为了同样的一般目的通过自然选择所得到的结果也不会是相同的，我们
还应记住：各种高度发达的生物都已经经过了许多变异，并且每一个变异了的构造都有
被遗传下去的倾向，所以每一个变异不会轻易地失去，反而会一次又一次地进一步变化。
因此，每一个物种的每一部分的构造，无论它为着什么目的服务，都是许多遗传变异的
综合物，是这个物种从习性和生活条件的改变中连续适应所得到的。

    最后，虽然在许多情形里，甚至要猜测器官经过什么样的过渡形式而达到今日的状
态，也是极其困难的，但是考虑到生存的和已知的类型与绝灭的和未知的类型相比，前
者的数量是如此之小，使我感到惊异的，倒是很难举出一个器官不是经过过渡阶段而形



成的。好像为了特别目的而创造出来的新器官，在任何生物里都很少出现或者从未出现
过，肯定这是真实的；——正如自然史里那句古老的但有些夸张的格言“自然界里没有
飞跃”所指出的一样。几乎各个有经验的博物学者的著作都承认这句格言；或者正如米
尔恩�爱德华曾经很好他说过的，“自然界”在变化方面是奢侈的，但在革新方面却是
吝啬的。如果依据特创论，那么，为什么变异那么多，而真正新奇的东西却这样少呢？
许多独立生物既然是分别创造以适合于自然界的一定位置，为什么它们的一切部分和器
官，却这样普遍地被逐渐分级的诸步骤连接在一起呢？为什么从这一构造到另一构造
“自然界”不采取突然的飞跃呢？依照自然选择的学说，我们就能够明白地理解“自然
界”为什么应当不是这样的；因为自然选择只是利用微细的、连续的变异而发生作用；
她从来不能采取巨大而突然的飞跃，而一定是以短的、确实的、虽然是缓慢的步骤前进。

 

    蒙受自然选择作用的表面不很重要的器官

 

    因大自然选择是通过生死存亡，——让最适者生存，让比较不适者灭亡，——而发
生作用的，所以在理解不很重要的部分的起源或形成的时候，我有时感到很大的困难，
其困难之大几乎像理最完善的和最复杂的器官的情形一样，虽然这是一种很不相同的 困难。

    第一，我们对于任何一种生物的全部机构的知识太缺乏，以致不能说明什么样的轻
微变异是重要的或是不重要的。在以前的一章里我曾举出过微细性状的一些事例，如果
实上的茸毛，果肉的颜色，四足兽的皮和毛的颜色，它们由于与体质的差异相关，或与
决定昆虫是否来攻击相关，确实能受自然选择的作用。长颈鹿的尾巴，宛如人造的蝇拂；
说它适于现在的用途是经过连续的、微细的变异，每次变异都更适合于像赶掉苍蝇那样
的琐事，起初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然而甚至在这种情形里，要作肯定之前亦应稍
加考虑，因为我们知道，在南美洲，牛和其他动物的分布和生存完全决定于抗拒昆虫攻
击的力量；结果，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能防避这等小敌害的个体，就能蔓延到新牧场，
而获得巨大优势。并不是这些大形的四足兽实际上会被苍蝇消灭（除却一些很少的例外），
而是它们连续地被搅扰，体力便会降低，结果，比较容易得病，或者在饥荒到来的时候
不能那么有效地找寻食物，或者逃避食肉兽的攻击。

    现在不很重要的器官，在某些情形里，对于早期的祖先大概是高度重要的，这些器
官在以前的一个时期慢慢地完善化了之后，虽然现在已经用处极少了，仍以几乎相同的
状态传递给现存的物种；但是它们在构造上的任何实际的有害偏差，当然也要受到自然
选择的抑止。看到尾巴在大多数水栖动物里是何等重要的运动器官，大概就可以这样去
解释它在多数陆栖动物（从肺或变异了的鳔表示出它们的水栖起源）里的一般存在和多
种用途。一条充分发达的尾如在一种水栖动物里形成，其后它大概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用
途，——例如作为蝇拂，作为握持器官，或者像狗尾那样地帮助转弯，虽然尾在帮助转
弯上用处很小，因为山兔（bare）几乎没有尾巴，却能更加迅速地转弯。

    第二，我们很容易误认某些性状的重要性，并且很容易误信它们是通过自然选择而
发展起来的。我们千万不可忽视：变化了的生活条件的一定作用所产生的效果，——似
乎与外界条件少有关系的所谓自发变异所产生的效果，——复现久已亡失的性状的倾向
所产生的效果，——诸如相关作用、补偿作用、一部分压迫另一部分等等复杂的生长法
则所产生的效果，——最后还有性选择所产生的效果，通过这一选择，常常获得对于某
一性的有用性状，并能把它们多少完全地传递给另一性，虽然这些性状对于另一性毫无
用处。但是这样间接获得的构造，虽然在起初对于一个物种并没有什么利益，此后却会
被它的变异了的后代在新的生活条件下和新获得的习性里所利用。



    如果只有绿色的啄木鸟生存着，如果我们不知道还有许多种黑色的和杂色的啄木鸟，
我敢说我们一定会以为绿色是一种美妙的适应，使这种频繁往来于树木之间的鸟得以在
敌害面前隐蔽自己；结果就会认为这是一种重要的性状，并且是通过自然选择而获得的；
其实这颜色大概主要是通过性选择而获得的。马来群岛有一种藤棕搁（trailing palm），
它依靠丛生在枝端的构造精致的钩，攀缘那耸立的最高的树木，这种装置，对于这植物
无疑是极有用处的；但是我们在许多非攀缘性的树上也看到极相似的钩，并且从非洲和
南美洲的生刺物种的分布看来，有理由相信这些钩本来是用作防御草食兽的，所以藤棕
榈的刺最初可能也是为着这种目的而发展的，后来当那植物进一步发生了变异并且变成
攀缘植物的时候，刺就被改良和利用了。秃鹫（vulture）头上裸出的皮，普通被认为是
为了沉溺于腐败物的一种直接适应；也许是这样，或者也许可能是由于腐败物质的直接
作用；但是当我们看到吃清洁食物的雄火鸡的头皮也这样裸出时，我们要作任何这样的
推论就要很慎重了。幼小哺乳动物的头骨上的缝曾被认为是帮助产出的美妙适应，毫无
疑问，这能使生产容易，也许这是为生产所必须的；但是，幼小的鸟和爬虫不过是从破
裂蛋壳里爬出来的，而它们的头骨也有缝，所以我们可以推想这种构造的发生系由于生
长法则，不过高等动物把它利用在生产上罢了。

    对于每一轻微变异或个体差异的原因，我们是深刻无知的；我们只要想一下各地家
养动物品种间的差异，——特别是在文明较低的国家里，那里还极少施用有计划的选择，
——就会立刻意识到这一点。各地未开化人所养育的动物还常常须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
争，并且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暴露在自然选择作用之下的，同时体质稍微不同的个体，
在不同的气候下最能得到成功。牛对于蝇的攻击的感受性，犹如对于某些植物的毒性的
感受性，与体色相关；所以甚至颜色也是这样服从自然选择的作用的。某些观察者相信
潮湿气候会影响毛的生长，而角又与毛相关。高山品种常与低地品种有差异；多山的地
方大概对后腿有影响，因为它们在那里使用后腿较多，骨盘的形状甚至也可能因此受到
影响；于是，根据同源变异的法则，前肢和头部大概也要受到影响。还有，骨盘的形状
可能因压力而影响子宫里小牛的某些部分的形状。在高的地区必需费力呼吸，我们有可
靠的理由相信，这使胸部有增大的倾向；而且相关作用在这里又发生了效力。少运动和
丰富的食物对于整个体制的影响大概更加重要；冯那修西亚斯（h.von nathusius）最近
在他的优秀的论文里曾阐明，这显然是猪的品种发生巨大变异的一个主要原园。但是我
们实在太无知了，以致对于变异的若干已知原因和未知原因的相对重要性无法加以思索；
我这样说只在于示明，尽管一般都承认若干家养品种系从一个或少数亲种经过寻常的世
代而发生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释它们的性状差异的原因，那么我们对于真正物种之
间的微小的相似差异，还不能了解其真实原因，就不必看得太严重了。

 

    功利说有多少真实性：美是怎样获得的

 

    最近有些博物学者反对功利说所主张的构造每一细微之点的产生都是为了它的所有
者的利益，前节的论点引导我对于这种反对的说法再略微谈一谈。他们相信许多构造被
创造出来，是为了美，使人或“造物主”喜欢（但“造物主”是属于科学讨论范围之外
的），或者仅仅是为了增多花样而被创造出来，这种观点已被讨论过。这些理论如果正
确，我的学说就完全没有立足余地了。我完全承认，有许多构造现在对于它的所有者没
有直接用处，并且对于它们的祖先也许不曾有过任何用处；但这不能证明它们的形成全
然为了美或花样。毫无疑问，变化了的外界条件的一定作用，以及前此列举过的变异的
各种原因，不管是否由此而获得利益，都能产生效果，也许是很大的效果。但是更加重
要的一点理由是，各种生物的体制的主要部分都是由遗传而来的；结果，虽然每一生物
确是适于它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但是有许多构造与现在的生活习性并没有十分密切的和
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很难相信高地鹅和军舰鸟的蹼脚对于它们有什么特别的用处；



我们不能相信在猴子的臂内、马的前腿内、蝙蝠的翅膀内、海豹的鳍脚内，相似的骨对
于这些动物有什么特别的用处。我们可以很稳妥地把这些构造归因于遗传。但是蹼脚对
于高地鹅和军舰鸟的祖先无疑是有用的，正如蹼脚对于大多数现存的水鸟是有用的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海豹的祖先并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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