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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参数测定 

一、实验目的 

1.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齿轮参数测定这一生产实际问题的动手能力。 

2.初步掌握齿轮参数的基本测定方法，进一步巩固有关齿轮方面的基本知

识。 

二、实验内容 

1.测定一个奇数齿轮和一个偶数齿轮的模数 m、压力角 α、齿顶高系数 ha
*、

顶隙系数 c*、变位系数 x 等参数。 

2.判定所测齿轮是标准齿轮还是变位齿轮。 

三、实验设备与工具 

1.奇数齿轮和偶数齿轮各一个。 

2.游标卡尺、公法线长度千分尺。 

四、实验原理 

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的基本参数有：齿数 z、模数 m、齿顶高系数 ha
*、顶隙

系数 c*、分度圆压力角 α和变位系数 x 等。本实验通过对齿轮有关几何尺寸的测

量，再通过计算（或查表）得出该齿轮的基本参数。其原理分别为： 

1.模数和压力角的测定 

当用公法线千分尺在齿轮上跨过 k 个齿时，两卡脚与齿廓相切于 AB 两点，

两切点间的距离即为公法线长度(如图 1-1 所示)，用 Wk 表示。标准齿轮的公法线

长度为： 

Wk=m[2.952(k-0.5)+0.014z]                                  （1-1） 

k=0.5+0.111z    (四舍五入取整)                               

        

图 1-1                                 图 1-2 

为保证卡尺的两个量足与齿廓的渐开线部分相切，卡尺的两量足所跨的齿数

k 可通过上式求得，也可根据被测齿轮的齿数 z 参照表 1-1 选取。 

由图 1-1 知：当跨齿数为 k 时，其公法线长度为： 

Wk=(k-1)Pb+Sb                                             （1-2） 

式中：Pb为基圆齿距，Sb为基圆上的齿厚 

由式（1-2）和图 1-2 知：当跨齿数 k+1 时，其公法线长度可分别表示为： 

Wk+1=kPb+Sb         

故有  Wk+1 -Wk =kPb+Sb - (k-1)Pb-Sb=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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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  Pb =πmcosα 

故有 1

cos cos

b k kP W W
m

π α π α

 
                              (1-3) 

式中的 α可能是 20°，也可能是 15°。分别用 15°和 20°代入式（1-3），

算出两个模数并与标准值对比，最接近标准模数的一组 m 和 α，即为所求齿轮的

模数和压力角。 

表 1-1 跨测齿数 k 的推荐值 

齿数 z 12~18 19~27 28~36 37~45 46~54 55~63 64~72 73~81 

跨齿数 k 2 3 4 5 6 7 8 9 

2.齿顶高系数 ha
*、顶隙系数 c*的测定 

通过测量齿根圆直径 df，可测定 ha
*和 c*。若测出 df 值，则由齿轮的几何关系

知： 

    2/**
faf ddxchmh                                       (1-5) 

式中 ha
*和 c*为未知，可分别用正常齿制 ha

* =1，c* =0.25，短齿制 ha
* =0.8，

c* =0.3 两组标准值代入（1-5），取最接近 hf 的一组 ha
*和 c*，即为所求值。 

五、实验步骤 

 1.直接计数齿轮的齿数。 

2.测量 Wk、Wk+1 和 df，对每一个尺寸应测量三次，取其平均值为测量数

据。 

3.利用公式计算 m、α、x、ha*和 c*。 

六、注意事项及要求 

1.测量齿轮根圆直径 df 时，若齿轮齿数为偶数，则 df 可用卡尺直接在待测

齿轮上测量，如图 2-3。若齿轮齿数为奇数，则 df 须采用间接测量方法测得，

df=D+2H，如图 1-4 所示。 

 

图 1-3                                  图 1-4 



 

4 

2.为了减少测量误差，测量 df 时，同一数值应在不同位置上测量三次，然

后取其算术平均值，且为避免公法线长度变动量的影响，在测量 '
kW 和 '

1kW 中的几

个齿上进行；测量 '
kW 和 '

1kW 和值时，则应在齿轮一周的三个均分部位上测量三次，

取其算术平均值。 

3.要求做到人人动手，在三个测量项目 df、 '
kW 和 '

1kW 中，实验小组的每个成

员，至少要单独测量一项。 

4.须保证卡尺的两个量足与齿廓在分度圆附近相切。 

七、思考题 

1.决定齿廓形状的基本参数有哪些？ 

2.测量公法线长度时，卡尺的卡脚若放在渐开线齿廓的不同位置上，对所测

定的公法线长度 Wk 和 Wk+1 有无影响？为什么？ 

3.在测量齿根圆直径 df 时，对偶数齿轮和奇数齿轮在测量方法上有什么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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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带传动的分析 

一、试验目的 

通过实训，了解带传动种类，了解带传动的工作原理，掌握带传动的装配与

调试方法以及维护。 

二、试验内容与要求  

    1. 了解带传动的工作原理和传动比； 

 2. 了解带传动的类型和特点； 

3. 了解带传动带的弹性滑动和打滑； 

4. 掌握带传动的装配与调试方法； 

5．掌握带传动的失效、张紧和维护。 

三、试验设备与量具 
游标卡尺、千分尺、百分表及表座、机修钳工常用工具、带传动试验台 

四、实验原理 

（一）、带传动的工作原理和传动比 

带传动是由带和带轮组成传递运动和（或）动力的传动，分摩擦传动和啮合

传动两类。 

1、带传动的工作原理 

带传动是利用带作为中间挠性件，依靠带与带轮之间的摩擦力或啮合来传递

运动和（或）动力的。 

2、带传动的传动比 

带传动的传动比 i就是带轮角速度之比，或带轮的转速之比，用公式表示为 

i =
2

1

2

1

n

n

w

w
  

式中 w1——主动轮的角速度，rad/s; 

W2——从动轮的角速度，rad/s; 

（二）、带传动的类型和特点 

带传动由主动带轮 1、从动带轮 2 和挠性带 3 组成，借助带与带轮之间的摩

擦或啮合，将主动轮 1 的运动传给从动轮 2，如图 2-1所示。 

 

图 2-1 带传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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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带传动类型 

根据工作原理不同，带传动可分为摩擦带传动和啮合带传动两类。 

摩擦带传动是依靠带与带轮之间的摩擦力传递运动的。按挠性带的截面形

状，带传动可分为四种类型，如图 2-2所示。 

 (1)平带传动。平带的横截面为扁平矩形（图 2-2a），内表面与轮缘接触为

工作面。常用的平带有普通平带(胶帆布带)、皮革平带和棉布带等，在高速传动

中常使用麻织带和丝织带。其中以普通平带应用最广。平带可适用于平行轴交叉

传动和交错轴的半交叉传动。 

 

a)           b)               c)          d) 
图 2-2 带传动的类型 

(2) V 带传动。V型带又称三角带，是传动带中产量最大、品种最多、用
途最广的一种产品。V 带的横截面为梯形，两侧面为工作面（图 2-2b），能传递

较大的载荷。V 带主要由顶胶 1、抗拉体 2、底胶 3 和包布 4 等部分组成如图 1-3。

V 带受弯曲时，顶胶伸长，底胶缩短，两者之间长度保持不变的中性层称为节面，

节面的宽度也保持不变，称为节宽 bp。V 带的高度与其节宽 bp 之比 h/bp 称为相

对高度，根据相对高度 h/bp 的不同，V 带又有普通 V 带、窄 V 带和宽 V 带之分。 

普通 V 带尺寸已经标准化，按截面尺寸的不同，可分为 Y、Z、A、B、C、D、

E七种型号。其中 Y 型截面最小，而 E 型截面大，其相对高度约为 0.7；窗布芯 V

带制造方便，绳芯 V 带柔韧性、曲挠性好；窄 V 带的相对高度约为 0.9，是用合

成纤维绳作抗拉体的新型 V 带，相同高度的窄带比普通 V 带宽度减小约 1/3，承

载能力却可提高 1.5~2.5 倍，窄 V 带也已标准化，按截面尺寸分为 SPZ、SPA、S

PB、SPC 四种型号。 

 

a)窗布芯普通 V 带        b) 普通 V 带         c)窄 V 带 

图 2-3 普通 V 带和窄 V 带的结构 

(3) 多楔带传动。多楔带是若干 V带的组合(图 2-2c),可避免多根 V带长度

不等,传力不均的缺点。 

(4) 圆形带传动。横截面为圆形(图 2-2d), 常用皮革或棉绳制成,它可以自

由弯曲驱动。这种带多为聚氨酯制造的，通常没有芯体，结构最为简单，
使用方便。圆形带常运用在小型机床、缝纫机、精密机械等方面。 

(5)啮合带传动是依靠带轮上的齿与带上的齿或孔啮合传递运动的。啮合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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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有两种类型，如图 2-4所示。 

(6) 同步带传动。利用带的齿与带轮上的齿相啮合传递运动和动力，带与带

轮间为啮合传动没有相对滑动，可保持主、从动轮线速度同步（图 2-4a）。目前

同步带传动主要用于中小功率要求速比准确的传动中：如计算机、数控机床、纺

织机械、烟草机械等。 

(7)齿孔带传动。带上的孔与轮上的齿相啮合，同样可避免带与带轮之间的

相对滑动，使主、从动轮保持同步运动（图 2-4b）。 

 

      a)同步齿形带传动               b)齿孔带传动 
图 2-4 啮合带传动 

2、带传动特点 

带传动的主要特点是：传动平稳，传动中心距大，噪声小，结构简单，能缓

和冲击，过载时挠性带发生打滑而避免损坏装置；但不能保证准确的传动比。 

（三）、 带的弹性滑动和打滑 

1、弹性滑动 

由于带传动存在紧边和松边，在紧边时带被弹性拉长，到松边时又产生收缩，

引起带在轮上发生微小局部滑动，这种现象称为弹性滑动。弹性滑动是带正常工

作时不可避免的现象。 

2、打滑 

当外载较小时，弹性滑动只发生在带即将由主、从动轮离开的一段弧上。传

递外载增大时，有效拉力随之加大，弹性滑动区域也随之扩大，当有效拉力达到

或超过某一极限值时，带与小带轮在整个接触弧上的摩擦力达到极限，若外载继

续增加，带将沿整个接触弧滑动，这种现象称为打滑。此时主动轮还在转动，但

从动轮转速急剧下降，带迅速磨损、发热而损坏，使传动失效。所以必须避免打

滑。 

（四）、带传动的失效、张紧及安装和维护 

1、带传动的主要失效形式 

（1）带在带轮上打滑，不能传递动力。 

（2）带由于疲劳产生脱层、撕裂和拉断。 
（3）带的工作面磨损。 

2、带传动的安装与维护 

正确的安装和维护是保证带传动正常工作、延长胶带使用寿命的有效措施，

一般应注意以下几点： 

（1）安装前，如果两轴中心距是可调整的结构，应先将中心距缩短，
胶带装好后再按要求调整好中心距；如果两轴中心距是不可调整的，则可

将一根三角带先套入轮槽中去，然后转动另一个皮带轮，将三角胶带装上，

用同样方法将一组三角胶带都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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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行轴传动时各带轮的轴线必须保持规定的平行度。V 带传动主、从

动轮轮槽必须调整在同一平面内，误差

不得超过 20′，否则会引起 V 带的扭曲

使两侧面过早磨损。如图 2-5 所示。                  

（3）安装时禁止用工具硬撬、硬

拽上三角带，以防三角胶带伸长或过

松过紧现象。 

（4）多根 V 带传动时，为避免

各根 V带载荷分布不均，带的配组公

差（请参阅有关手册）应在规定的范围

内。 

（5）三角胶带的松紧度必须经常

检查调整，使之符合要求。三角带过松不仅容易打滑，也增加三角带磨损，

甚至不能传递动力；过紧，不仅会使三角带拉长变形，容易损坏，同时也

会造成发动机主轴承的离合器轴承因受力过大，而加速三角带磨损。 

（6）对带传动应定期检查及时调整，发现损坏的 V带应及时更换，新旧带、

普通 V带和窄 V 带、不同规格的 V 带均不能混合使用。 

（7）带传动装置必须安装安全防护罩。这样既可防止绞伤人，又可以防止

灰尘、油及其它杂物飞溅到带上影响传动。 

（五）、生产实习图（带传动实验台） 

本实验台主要用于常用带传动演示，让学生能够了解到不同类型的带传动的

特点以及安装和调试方法。 

 
图 2-6 带传动实验台的机构图 

1、电机  2、V 带传动  3、变速箱  4、同步带传动  5、平带传动 

三、实训步骤 

1、实训的方法：以每班实际人数分组，每组 4-6 人，每组一套工具一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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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2、实训的步骤： 

（1）通过实验台进行带传动的演示； 

（2）拆卸实验台传动带机构，并进行带的分类； 

（3）带传动的装配、张紧和调试； 

（4）带传动的维护。 

四、实训注意事项 

1、正确使用工具、量具； 

2、实验台进行带传动的演示时，要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3、在带传动机构带的安装过程要单人操作； 

4、遵守各种操作规程，文明生产。 

五、思考题  

1、对带传动装置有哪些技术要求?如不符合要求，对传动有何影响？ 

2、为什么要调整带传动的张紧力？怎样检查带传动的张紧力？怎样调整张

紧力？ 

3、什么是带传动的打滑现象？在什么情况下产生？打滑对带传动有什么影

响？ 

4、带传动机构常见的损坏形式有哪几种？如何进行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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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车床变速机构分析  

一、实验目的  

1、通过对变速机构的分析，了解变速机构的结构  

2、（固定、滑移、空套），掌握变速、变向原理。  

3、分析变速级数及传动比的计算。  

二、实验内容及要求  

1、通过对车床中典型变速机构的分析及对其工作过程的观察，绘制齿轮系的

结构简图。  

2、数出各轴上齿轮的齿数，计算出最大和最小传动比，以及传动的级数。  

3、掌握变速机构的变速及变向原理。  

4、理解并掌握过桥齿轮的作用。  

5、了解齿轮系的特点，掌握齿轮系的功用及使用的场合。  

三、实验设备和工具  

车床的齿轮系部分  

拆卸工具、扳手、计算器、三角板、铅笔、图纸。  

四、实验步骤  

1、观察 C6136 车床的变速箱齿轮结构；  

2、观察各轴上的齿轮的结构形状及其安装的形式；  

3、摇动手柄，观察各级齿轮啮合传动及其变化规律；  

4、改变啮合的齿轮，观察它的变向过程；  

5、数出各轴上齿轮的齿数，记录齿数，  

6、画出变速机构的结构草图；  

7、通过结构草图，分析并计算级数及传动比；  

8、分析问题，填写实验报告。  

五 、思考题  

1、轮齿的失效形式有哪些？  

2、在变速机构中，如何安装齿轮？惰轮应如何安装？安置在哪里比较合适？  

3、对于变速机构中离合器的使用，是否有要求？  

4、齿轮系中齿轮的转向的确定有哪些方法？  

5、对齿轮的材料可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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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 轴及轴系零件结构分析 

一、实验目的 

1．熟悉并掌握轴系结构设计中有关的结构设计、滚动轴承组合设计的

基本方法与特点； 

2．根据给定的传动方案和有关轴系的一批成套零件，学生自己动手进

行实际组合设计，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实际操作和创新能力。 

二、实验内容与要求 

1．由下页附表中指定或选定抽系传动方案作为实验内容。  

2．进行轴的结构设计与滚动轴承组合设计轴的结构设计，轴承类型

选择，轴上零件定位固定，轴承安装与调整，润滑及密封等问题的确定。 

3．绘制轴系结构装配草图。     

4．编写实验报告。  

三、实验材抖与工具     

1．组合式轴系结构设计分析实验箱，全套零部件。 

2．测量绘图工具。（300mm 钢板尺、游标卡尺、 内外卡钳、铅笔、三
角扳）  

四、实验步骤与方法 

1．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听取实验教师的讲解，明确实验内容，理解设

计要求。 

2．复习有关轴的结构设计与轴承组合设计的内容与方法 (参阅教材有关
内容 )。  

3．轴系结构方案设计： 

1）根据齿轮类型选择滚动轴承型号； 

2）确定支撑轴向固定方式（两端固定、—端固定）； 

3）根据齿轮圆周速度 (高、中、低 )确定轴承润滑方式 (脂润滑、油润滑 )； 

4）选择端盖形式（凸缘式、嵌入式）并考虑端盖处的密封方式（垫圈、

皮碗、油沟）； 

5）确定轴上零件的定位与固定，轴承间隙调整等问题； 

6）绘制轴系结构方案示意图。  

4．组装轴系部件：根据轴系结构方案，组装成轴系部件。  

5．绘制轴系结构草图。 

6．测量轴系各零件结构尺寸。  

7．根据结构草图和所测量尺寸，用 3 号图纸按 1：1 比例绘制轴系结构

装配图，并注明必要尺寸（如支承跨距、轴齿轮直径、宽度、主要配合尺寸）

填写标题栏、明细表和技术要求等。 

8．写出实验报告。 

五、思考题  

1）轴上零件是如何实现周向和轴向定位、固定？  

2）各级传动轴为什么要设计成阶梯轴，不设计成光轴？设计阶梯轴时

应考虑什么问题？  

3）采用直齿圆柱齿轮或斜齿圆柱齿时，各有什么特点？其轴承在选择

时应考虑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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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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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五  减速器拆装  

一、实验目的 

1.熟悉减速器的基本结构，了解常用减速器的用途及特点。 

2.了解减速器各组成零件的结构及功用，并分析其结构工艺性。 

3.了解减速器中零件的装配关系及安装、调整过程。 

4.了解轴承和齿轮的润滑。 

5.学习减速器的基本参数测定方法。 

二、实验设备与工具 

1.一级圆柱齿轮减速器。 

2.拆装工具。 

3.测量工具。 

三、减速器概述 

减速器是由封闭在箱体内的齿轮传动或蜗杆传动所组成的独立部件，为了提高电动机的

效率，原动机提供的回转速度一般比工作机械所需的转速高，因此齿轮减速器、蜗杆减速器

常安装在机械的原动机与工作机之间，用以降低输入的转速并相应地增大输出的转矩，在机

器设备中被广泛采用。作为机械类专业的学生有必要熟悉减速器的结构与设计，本实验为了

使同学了解减速器的一般结构设计、主要零件加工工艺而设立的，对于详细的减速器技术设

计过程在“机械设计课程设计”这一课程中予以介绍。实验中应注意掌握减速器的结构、主要

零件的加工工艺。减速器的基本结构由箱体、轴系零部件和附件三部分组成。图 5-1、图 5-2

为单级圆柱齿轮减速器，现结合该图简要介绍该减速器的结构。 

 ⑦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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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减速器的结构 

 

图 5-2 减速器的结构 

1.箱体结构 

减速器的箱体用来支承和固定轴系零部件，应保证传动零件轴线相互位置的正确性，因

此轴孔必须精确加工。箱体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以免引起沿齿轮齿宽上载荷分布不

均。为了增加箱体的刚度，通常在箱体上制出筋板。 

为便于轴系零部件的安装和拆卸，箱体通常制成剖分式。剖分面一般取在轴线所在的水

平面内（即水平剖分），以便于加工。箱盖（件 4）和箱座（件 20）之间用螺栓（件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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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和件 31、32、33）连成一整体，为使轴承座旁的联接螺栓尽量靠近轴承座孔，并增加轴承

支座的刚性，应在轴承座旁制出凸台。设计螺栓孔位置时，应注意留出扳手空间。 

箱体通常用灰铸铁（HT150 或 HT200）铸成，对于受冲击载荷的重型减速器也可采用铸

钢箱体。单件生产时为了简化工艺，降低成本可采用钢板焊接箱体。 

2.轴系零件 

图中高速级的小齿轮与轴制成一体（件 10）。大齿轮与轴分开制造，用普通平键（件 15）

作周向固定。轴上零件用轴肩，套筒（件 22），封油杯（件 24、30）与轴承端盖（件 12、13、

21、27）作轴向固定。两轴均采用角接触轴承（件 25、28）作支承，承受径向载荷和轴向载

荷的联合作用。轴承端盖与箱体座孔外端面之间垫有调整垫片组（件 16、29），以调整轴承

游隙，保证轴承正常工作。 

该减速器中的齿轮传动采用浸油润滑，大齿轮的轮齿浸入油池中，靠大齿轮的转动把润

滑油带到啮合处进行润滑。滚动轴承采用润滑脂润滑，为了防止箱体内的润滑油进入轴承，

应在轴承和齿轮之间设置封油环（件 24、30）。轴外伸端的轴承端盖孔内装有唇型密封圈（件

11、23），以防止箱体内润滑油泄露以及外界灰尘、异物浸入箱体，具有良好的密封效果。 

3.减速器附件 

1）定位销（件 6）： 

在精加工轴承座孔前，在箱盖和箱座的联接凸缘上装配定位销，以保证箱盖和箱座的装

配精度，同时也保证了轴承座孔的精度。两定位圆锥销应设在箱体纵向两侧联接凸缘上，且

不宜对称布置，以加强定位效果。 

2）检查孔盖（件 2） 

为了检查传动零件的啮合情况，并向箱体内加注润滑油，在箱盖的适当位置应设置一检

查孔，检查孔多为长方形，检查孔盖平时用螺钉固定在箱盖上，检查孔盖下垫有纸质密封垫

片（件 3）；以防止漏油。 

3）通气器（件 1） 

通气器用来沟通箱体内、外的气流，箱体内的气压不会因减速器运转时的油温升高而增

大，从而提高了箱体分箱面、轴外伸端缝隙处的密封性能，通气器多装在箱盖顶部或检查孔

盖上，以便箱内的膨胀气体自由溢出。 

4）油面指示器（件 9） 

为了检查箱体内的油面高度，及时补充润滑油，应在油箱便于观察和油面稳定的部位，

装设油面指示器。油面指示器分油标和油尺两类，图中采用的是油尺。 

5）放油螺塞（件 7） 

换油时，为了排放污油和清洗剂，应在箱体底部、油池最低位置开设放油孔，平时放油

孔用放油螺塞旋紧，放油螺塞和箱体结合面之间应加防漏垫圈（件 8） 

6）启盖螺钉（件 5） 

装配减速器时，常在箱盖和箱座的结合面涂上水玻璃或密封胶，以增强密封效果，但却

给开启箱盖带来困难。为此，在箱盖侧边的凸缘上开设螺纹孔，并拧入启盖螺钉。开启箱盖

时，拧动启盖螺钉，迫使箱盖与箱座分离。 

7）起吊装置 

为了便于搬运，需在箱体上设置起吊装置。图中箱盖上有两个吊耳，用于起吊箱盖。箱

座上铸有两个吊钩，用于吊运整台减速器。 

四、实验步骤 

1.课前仔细阅读实验指导书，结合图 6-1 了解减速器的使用场合作用及其主要结构特点。 

2.观察减速器的外形，用手来回推动减速器的输入轴和输出轴，体会轴向窜动；打开检

查孔盖，转动高速轴，观察齿轮的啮合情况。注意检查孔开设的位置及尺寸大小；通气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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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特点；螺栓凸台位置（注意扳手空间是否合理）；轴承座加强筋的位置及结构；吊耳及吊

钩的形式；减速器箱体的铸造工艺特点以及加工方法。特别要注意观察箱体与轴承盖接合面

凸台结构。 

3.观察定位销孔的位置，取出定位销，再用扳手旋下箱盖上的有关螺钉，借助启盖螺钉

将箱盖与箱体分离。利用起吊装置取下箱盖，并翻转 180°，平稳放置，以免损坏接合面。 

4.观察箱体内轴系零部件的结构、各零部件间的相互位置，分析传动零件所受的径向力

和轴向力向箱体传递的过程，并进行必要的测量，将测量结果记于实验报告的表格中。画出

传动示意图。 

5.取出轴承压盖，将轴系零部件取出并放在木板或胶皮上，观察轴系零部件中的齿轮、

轴承、套筒、封油环等零件的结构，分析轴及轴上的零件的轴向定位方法及轴上零件的周向

定位方法；分析由于轴的热胀冷缩时轴承预紧力的调整方法和零件安装、拆卸方法。 

6.观察减速器润滑与密封结构装置，分析齿轮与轴承的润滑方法及轴承的密封方法；油

槽及封油环、甩油环的应用；加油方式、放油螺塞，油面指示器的位置及结构。 

7.利用钢板尺、卡尺等测量工具，测量减速箱各主要部分的参数与尺寸。将测量结果记

于实验报告的表 1、2 中。 

1）数出各齿轮的齿数，求出传动比。 

2）测出中心距，并根据公式计算出齿轮的模数，斜齿轮螺旋角的大小。 

3）齿轮与箱壁间的间隙，滚动轴承型号及安装方式等。 

4）测量各螺钉直径，根据实验报告的要求测量其他有关尺寸，并记录于表 1 中。 

8.按拆卸的相反顺序安装减速器，并拧紧螺钉。注意：安放箱盖前要旋回启盖螺钉。 

9.整理工具，经指导老师检查后，才能离开实验室。 

五、思考题 

1.轴承座孔两侧的凸台为什么比箱盖与箱座的联接凸缘高？ 

2.箱体凸缘的螺栓联接处均做成凸台或沉孔平面，为什么？ 

3.箱盖与箱体的联接凸缘宽度及箱座底凸缘宽度的确定，受何种因素影响？ 

4.滚动轴承的游隙是怎样调整的？ 

5.所拆卸的减速器中，轴承用何种方式润滑？如何防止箱体的润滑油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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