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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67减速机 R147减速机

询价请注明减速机的型号、速比、电机功率、数量和到货目的地。

如果需要减速机纸质选型册，可免费提供。

减速器是原动机和工作机之间的独立的闭式传动装置，用来降低转速和增大转矩，以满
足工作需要。图3-1是减速装置的传动简图。图中电动机1经胶带传动2带动齿轮减速器3
的输入轴，齿轮减速器输出轴端装有联轴器4，通过联轴器带动工作机械5。目前减速器的
主要参数如中心距、传动比、模数、齿宽系数等都已标准化。

1.电动机 2.胶带传动 3.齿轮减速器 4.联轴器5.工作机械

图3-1 减速器装置传动简图

减速器的种类很多，按照传动类型可分为齿轮减速器、蜗杆减速器和行星减速器以及它
们相互结合起来的减速器。最简单最常用的减速器型式是单级圆柱齿轮减速器，如图3-2所 示。

齿轮可以做成直齿、斜齿和人字齿。直齿轮用于速度较低（v ≤ 8m / s ）载荷较小的
传动；斜齿轮用于速度较高的传动；人字齿轮用于载荷较重的传动中。我们所测绘的减速器
是单极直齿圆柱齿轮减速器，这种减速器的传动比 i ≤ 8 ~ 10。减速器的箱体通常用铸铁
做成（为了教学使用轻便，我们所测绘的减速器的箱体材料为铸铝）。轴承一般采用滚动轴
承，重载或特别高速时采用滑动轴承。

单级圆柱齿轮减速器的结构有三大部分（如图3-2所示）：

1．齿轮、轴及轴承组合；



2．箱体；

3．减速器附件。

下面对这三部分的结构加以简要的介绍和分析。

图3-2 单级圆柱齿轮减速器结构分析图

第一节 齿轮、轴及轴承组合

我们所测绘的减速器的齿轮、轴及轴承组合部分结构如图3-3所示。

小齿轮与高速轴制成一体，称为齿轮轴。大齿轮和低速轴是分开的两个零件，他们的周
向固定采用普通平键连接，轴上零件利用轴肩、轴套和端盖作轴向固定。由于主要承受的是
径向载荷和不大的轴向载荷，所以两轴均采用了单列向心球轴承。轴承采用飞溅润滑方式，
即利用齿轮旋转时把箱体中油池的润滑油溅起，沿箱盖内壁流入轴承进行润滑。当齿轮圆周 速度v ≤ 2 m
/ s 时，应采用润滑脂润滑轴承，为了避免可能溅起的稀油冲掉润滑脂，可采
用挡油环将其分开。为了防止润滑油流失和外界灰尘进入箱内，在轴承盖和外伸轴之间装有
密封元件（毡圈油封）。毡圈油封用于线速度 ≤ 5 m / s 时，作为防尘、封油之用。

大 端 盖 齿 轮 大调整环 轴 承 输 出 轴 支 撑 环 大 透 盖 大 油 封 齿轮轴 小油封 小透盖 轴 承 挡油环 键
小调整环 小端盖 

图3-3 齿轮、轴及轴承组合

一、轴

轴是组成机器的一个重要零件。它支撑着其他转动件回转并传递扭矩，同时它又通过轴
承和机架连接。所有轴上的零件都围绕轴心线作回转运动，形成一个以轴为基准的组合体， 轴系部件。

轴按承受载荷的情况可分为：

1. 转轴 既支承传动件又传递动力，承受弯矩和扭矩两种作用。我们实测的减速器中 的轴就属于这种轴。

2. 心轴 只起支承旋转机件的作用而不传递动力，即只承受弯矩作用。

3. 传动轴 主要传递动力，即主要承受扭矩作用。

轴按结构形状可分为：光轴、阶梯轴、实心轴、空心轴等。

最常见的是阶梯轴，它的强度接近等强度，加工也不复杂，同时轴上的零件能可靠地固
定，并且拆卸方便。

图3-4为一阶梯形转轴的结构示例。轴上轴承配合的部分称为轴颈；与其它零件配合的
部分称为轴头；连接轴头和轴颈的部分叫做轴身。

常用的轴上零件的轴向固定方法是利用轴肩和轴环结构。图中的齿轮和联轴器就是分别
靠轴环和轴肩作轴向固定的。为了保证轴上零件能靠紧定位面，轴肩和轴环的圆角半径r
应小于轴上零件孔的倒角高度 C 或圆角半径 R 。

为了保证轴上零件定位可靠，安装零件的轴头长度必须稍短于零件长度（见图中的齿轮



和联轴器），否则会出现间隙，使相邻零件不能靠紧（如齿轮与轴套、联轴器与轴端挡圈）。

零件在轴上作周向固定是为了传递扭矩和防止零件与轴产生相对运动。齿轮和轴通常采
用平键连接方式，其配合性质可为间隙配合或过渡配合（如减速器中，齿轮与轴的常用优先 配合为H7 /
h6、H7 / m6、 H7 / k6 等）。

对于一般通用机械（包括减速器）来说，与公称内径大于18 ~ 100 mm的向心球轴承相
互配合的轴颈的公差带通常采用K5（与轴承外圈相配合的壳体孔的公差带常采用K7）。

滚动轴承齿轮轴套轴承盖联轴器 轴端挡圈 轴头轴肩轴颈轴身轴环 Ⅰ 4∶14∶1Ⅱ

图3-4 阶梯轴结构 轴颈或轴头与轴肩的过渡处应有砂轮越程槽，螺纹部分应有退刀槽结构。

为了便于导向和防止擦伤配合表面，轴的两端及有过盈配合的台阶处都应制成倒角。

为了减少加工刀具种类和提高生产效率，轴上的倒角、圆角、键槽等应尽可能取相同尺 寸。

轴的材料主要采用碳素钢和合金钢。由于碳素钢比合金钢价格低，对应力集中的敏感性
较小，所以应用广泛。常用的优质碳素钢有35、45和50号钢。最常用的是45号钢，并经

过正火或调质处理。

二、齿轮

齿轮按照制造方法可分为铸造齿轮、锻造齿轮、镶套齿轮、 焊接齿轮和剖分齿轮等。

圆柱齿轮的结构分为三部分，如图3-5所示。

1．轮缘—齿轮的外圈有轮齿的部分；

2．轮毂—齿轮中心装轴的部分；

3．轮辐—连接轮缘和轮毂的部分，其型式有平板式、辐板式 和辐条式。 

图3-5 圆柱齿轮结构

我们测绘的齿轮就是辐板式铸造齿轮。当辐版尺寸较大时，可在辐版上开几个孔，以减 轻齿轮的重量。

当齿顶圆直径 d a ≤ d （轴径）或齿根到键槽的距离 H ≤ 2.5 mm 时，可将齿轮和轴
制成一体，称为齿轮轴（图3-6）。

齿轮两端面和轮孔两端面一般制成倒角。

图3-6 齿轮轴

第二节 箱 体

箱体结构是减速器的重要组成部件，分为上箱盖（简称箱盖）和下箱体（简称箱体）两
部分。它是传动零件的基座，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箱体同时能容纳润滑油。减速器的润滑是保证减速器正常工作的重要条件，他可以减少



齿轮和轴承接触面上的摩擦和磨损，同时也可以散热、防锈和减轻噪音。减速器齿轮常用的
润滑方式是齿轮浸浴在油池中（图3-7），让润滑油被带到齿轮啮合表面进行润滑，为防止

轮缘 轮辐 轮毂
搅油时功率损失过大，齿轮浸入油池的深度不宜过深。通常，圆柱齿轮浸入油中的深度为2 个齿高。

图3-7 浸浴式润滑

低速级齿轮的齿顶圆距箱底不应小于30 ~ 35 mm 左右，以避免池底油泥杂物被带到齿 面上来。

箱体一般采用灰铸铁制造，因为灰铸铁具有很好的铸造性能和减振性能。

为了便于箱体部件的安装和拆卸；箱体制成沿轴心线的分式结构，即上箱盖与下箱体用
螺栓连接成一体。

箱体的外形要力求简单并具有一定的壁厚。连接螺栓孔尽量靠近轴承座孔，而轴承座旁
的凹台，应具有足够的承托面，以便放置连接螺栓，并保证旋紧螺栓时需要的扳手空间。为
了使箱体具有足够的刚度，轴承座部分应有适当的厚度，并在轴承孔上设置加强肋板。

采用嵌入式轴承盖时，轴承座孔内还要加工成环周的矩形槽。

为了保证减速器安置在基础上的稳定性并尽可能减少加工面积，箱体底面一般不采用完
整平面，实测的减速器箱体底面是采用两横向长条形加工基面。

箱体油池底面制成一定的斜度，以便顺利有效的放油。

第三节 附 件

为了保证减速器正常地工作，除了对齿轮、轴、轴承组合及箱体的结构给予足够的重视
外，还应考虑到为减速器润滑油池注油、排油、检查油面高度、加工及检修时箱盖与箱体的
精确定位、吊装等辅助零件和部件的设计。

1．检查孔 为了检查传动零件的啮合情况，并向箱内注入润滑油，应在箱体的适当部
位设置检查孔。实测的减速器的检查孔设在上箱盖可直接观察到齿轮啮合部位处。平时，检

查孔的盖板用螺钉固定在箱盖上。

2．通气孔 减速器工作时，箱体内温度升高，气体膨胀，压力增大。为使箱体内热涨
空气能自由排出，以保持箱内外压力平衡，不致使润滑油沿分箱面或油封等其它缝隙渗漏，
通常在箱体顶部装置通气器。

3．轴承盖 为了固定轴系部件的轴向位置并承受轴向载荷，轴承座孔两端用轴承盖封
闭。轴承盖有凸缘式和嵌入式两种。实测减速器采用的是嵌入轴承盖。它通过榫槽镶嵌固定
在箱体的轴承座孔内，外伸轴处的轴承盖有通孔，孔的圆周上有梯形槽，其中装有毛毡圈， 用以密封。

4．定位销 为了保证每次拆卸、安装箱体时，仍保持轴承座孔制造加工时的精度，应
在精加工轴承孔前，在箱盖与箱体的连接凸缘上配装定位销。实测减速器采用的是两个定位
销，安置在箱体纵向两侧连接凸缘非对称的位置上。

5．油面指示器 为检查减速器内油池油面高度，经常保持油池内有适量的润滑油，一
般在箱体便于观察且油面较稳定的部位，装设油面指示器。实测减速器采用的油面指示器是 油标。



6．放油螺塞 为了方便换油、排放污油和清洁剂，应在箱体底部、油池的最低位置处
开设放油孔，平时用螺塞将放油孔堵住。放油螺塞和箱体接合面间应加防漏用的垫圈。

7．起吊装置 当减速器重量较大时，为了便于整体搬运或拆卸，常在箱体上设置起吊
装置，如在箱体上铸出吊耳或吊钩。

8．启箱螺钉 为加强密封效果，通常在装配时在箱体剖分面上涂以水玻璃或密封胶，
因而在拆卸时往往因胶结紧密难于开盖。为此常在箱盖连接凸缘的适当位置加工出1 ~ 2个
螺孔，旋入启箱用的圆柱端或平端的启箱螺钉，旋动启箱螺钉便可将箱盖顶起，小型减速器
也可不设启箱螺钉，启盖时用起子橇开箱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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