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训项目五 输送站装配与调试 

任务1  输送站硬件装配与调试 

一、 实训地点与参考学时 

格物楼 B217 自动生产线安装与调试实训室，参考学时（6h） 

二、 实训目的 

1. 了解输送站工作流程、机械结构 

2. 对输送站进行机、电、气装配并调试 

3. 能按照输送站工艺要求安装输送站 

三、 实训内容 

1. 输送站机械的安装与调试 

2. 输送站电路图识图与接线 

3. 输送站气路识图与接线 

4. 输送站装配调试 

四、 实施步骤 

1. 机械组装 

（1） 观看相关视频、PPT，仔细阅读“输送单元安装参考流程”； 

（2） 教师或学生组装一次输送单元，学生进行过程记录； 

（3） 课余时间，每组动手组装一次输送单元 

机械部分安装步骤和方法： 

表 5-1输送单元安装参考流程 

１. 直线导轨的安装 

注意事项： 

 直线导轨是精密机械运动部件，其安装、

调整都要遵循一定的方法和步骤，而且该

单元中使用的导轨的长度较长，要快速准

确的调整好两导轨的相互位置，使其运动

平稳、受力均匀、运动噪音小。 

 



２. 大溜板、滑块及同步带的安装 

 安装顺序： 

 安装大溜板和滑块 

 将电机侧同步轮安

装支架组件用螺栓

固定在底板上 

 安装完成大溜板和

滑块及电机侧同步

轮支架后把大溜板

从直线导轨上取下安装同步带，要先把同步带穿

过两侧的同步轮，再把同步带固定在大溜板上。安装完成后在把滑块套回导轨 

 

 

 

 将调整端同步轮安装支架组件与底板连接 

 将电机安装板固定在电机侧同步轮支架组

件的相应位置 

 将电机与电机安装板连接，为活动连接 

 在电机轴和从动轴上分别套上同步轮，安装

上同步带并调整电机位置，锁紧连接螺栓。 

 

 

B 注意事项： 

 a.注意安装滑块时在拧紧固定螺栓的时候，应一边推动大溜板左右运动一边拧紧

螺栓。直到滑动顺畅为止。 

 b.电机侧同步轮安装支架组件的安装方向，从

动轴要朝向供料单元侧。 

 c.安装同步带时，要注意先把同步带穿过两侧

的同步轮； 

 安装同步带要先把大溜板取下，在取下和再次

安装时一定注意：由于用于滚动的钢球嵌在滑

块的橡胶套内，一定要避免橡胶套受到破坏或

用力太大致使钢球掉落。 

 d.安装可调整端同步轮支架时，要调整同步带的张进度。 

 e.在安装电机时，首先不要把固定电机的螺栓拧紧，为了方便安装同步带。 



 

３. 安装机械手支撑板 

安装顺序： 

 把两立面支撑板与机械手支撑板连接 

 B注意事项： 

 安装两立面支撑板时，注意安装位置和方向 

 （两个螺孔的位置） 

４. 提升机构的安装 

A安装顺序： 

 安装气缸杆连接件 

 安装提升气缸导轨 

 B注意事项： 

 注意四个导轨的平行度 

５. 安装提升气缸和组件安装板 

安装顺序： 

 用长螺钉从下面把提升气缸和支撑板固定 

 用螺钉从底板下面把底板和立面支撑板固

定 

注意事项： 

 注意气缸的方向，要是先把节流阀安装到气

缸上面 

 特别注意：气缸后面的凹槽内一定要放入两个薄片螺母，供安装传感器之用。 

６. 安装旋转机构 

安装顺序： 

 先把旋转气缸和气缸支撑板用螺钉安装在一起 

 把伸出气缸连接件和摆台连接 

注意事项： 

 注意旋转气缸的摆动角度并调节调节螺杆使之

能回转90°而且要注意旋转90°角的位置。 

 安装连接件时注意连接件上四个螺孔的位置，使



四个螺孔在手抓方向上。 

７. 机械手的组装 

安装顺序： 

 安装机械手爪 

 把机械手指和连接件安装到一起 

 把伸出气缸和连接件安装在一起 

８. 安装机械手组件 

安装顺序： 

 用长螺钉把机械手组件和气缸连接件安装到一

起，对角紧固。 

 

 

 

９. 安装履带支架 

安装顺序： 

 把履带支架安装到搬运部分组件上 

注意事项： 

 注意履带支架的方向。 

 

 

 



１０. 安装完成图 

 

2.电路接线图电路识图与接线 

输送站电路原理图如图所示。输送单元选用 S7-226 DC/DC/DC 主单元，共

24点输入和 16点晶体管输出。接线时注意事项。 

1) PLC供电电源直流 24V 

2) 磁性开关安装时红线接 PLC输入端，蓝色接 0V； 

3) 电磁阀接线，红色接 PLC输出端，黑色接 0V。 

 

4) 伺服驱动器接线 

应用 MAP 库时，一些输入输出点的功能被预先定义，如表所示，需要根

据使用输出点进行接线。 

表 5- 1 输入输出点功能预定义 



 

其次还需要将伺服的信号线等与 PLC 进行连接、伺服电源接线、编码器接线

等。 

3.气路识图与接线 

 

 

在气动控制回路中，气缸的初始状态为：提升台气缸缩回；手臂伸出气缸缩

回；摆动气缸右旋；手指气缸张开，驱动摆动气缸和气动手指气缸的电磁阀采用

的是二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气路图如图所示。 

连接气路，进行调试时应注意 

（1）调试气缸的初始状态。通气观察气缸的初始状态是够正确。 

（2）调试电磁阀与气缸间连接气管是否正确。可用手动控制按钮进行调试，

观察动作是否正确。 

（3）调解节流阀控制气缸的伸出和缩回速度。 

（4）调节磁性开关的位置。 

4.气路连接和电气配线敷设 

当抓取机械手装置作往复运动时，连接到机械手装置上的气管和电气连接线

也随之运动。确保这些气管和电气连接线运动顺畅，不至在移动过程拉伤或脱落

是安装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连接到机械手装置上的管线首先绑扎在拖链安装支架上，然后沿拖链敷设，

进入管线线槽中。绑扎管线时要注意管线引出端到绑扎处保持足够长度，以免机

构运动时被拉紧造成脱落。沿拖链敷设时注意管线间不要相互交叉。  



五、 注意事项 

1. 晶体管输出的 S7-200 系列 PLC，供电电源采用 DC24V 的直流电源，与前面

各工作 单元的继电器输出的 PLC不同。接线时也请注意，千万不要把 AC220V 

电源连接到其 电源输入端。 

六、 学生工作页 

表 5-2输送站硬件装配与调试工作页 

课题 
项目五 输送站装配与调试  

任务一 输送站硬件装配与调试 
课时 6h 

组员       授课时间  

分工       授课形式 一体化 

教学

目标 

知识目标 

1）输送站工作流程 

2）输送站机械结构及装配流程 

3）输送站电气图识图 

技能目标 
1）能对输送站进行机、电、气装配并调试 

2）能按照工艺要求安装 

素养目标 

1) 工具摆放整齐 

2) 电气接线规范 

3) 用电安全 

输送

单元

认知 

1、输送站工作过程描述 

 

 

 

 

 

 

 

 

 

2、抓取机械手装置是一个能实现三自由度运动即(       )、(       )、气动手指(        )和沿垂

直轴(     )的四维运动。 

3、在输送站，回转气缸摆动角度（       ）度。 

4、驱动抓取机械手装置沿直线导轨作往复运动的动力源（               ）。 

5、左右限位开关和原点开关的作用？原点开关为什么选用非接触式接近开关？ 



 

 

6、 输送单元中用了哪些个气缸，哪些是由双控电磁阀控制，单双控电磁阀的区别？ 

序号 气缸名称 电磁阀（双控/单控） 单双控电磁阀区别 

1    

2   

3   

4   

7、以手爪电磁阀为例说明双控电磁阀的电信号与动作的关系，手爪初始状态张开。 

电信号1 电信号2 手爪状态 电信号1 电信号2 手爪状态 

1 0  0 0  

0 1  1 1  

 

8、输送站选用的PLC的型号是（                                         ），包括（    ）个数字

量输入点和（    ）个数字量输出点，输入哪种类型（直流/交流），输出端口是哪种类型（继

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晶闸管输出），有（          ）个485通信口，ＰＬＣ的供电电源类型（ 

                 ）。 

注意 该站PLC的供电电源 

电路 

图 

1、绘制电路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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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路

图 

2、绘制气路图，并在图中标记出各气缸的初始状态 

 

 

 

 

 

 

 

 

 

 

 

 

 

 

 

 

总结 

问题及解决办法： 

常见问题 

1、安装提升气缸和组件安装板 

安装顺序： 

 用长螺钉从下面把提升气缸和支撑板固

定 

 用螺钉从底板下面把底板和立面支撑板

固定 

注意事项： 

 注意气缸的方向，要是先把节流阀安装到

气缸上面 

特别注意：气缸后面的凹槽内一定要放入两个薄片螺母，供安装传感器之用。 

 

你的问题： 



问题及解决办法： 
 

 

 

 

 

 

 

 

 

 

 

任务

评价 

1. 工作页“输送单元认知”正确  正确    基本正确    错误    多处错 

2. 工作页“电路图”正确  正确    基本正确    错误    多处错 

3. 工作页“气路图”正确 正确    基本正确    错误    多处错 

4. 总结认真  优秀    良好   中等   合格  不合格 

5. 职业素养良好  优秀    良好   中等   合格  不合格 

教师总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