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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数控化改造技术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数控化改造后机床能够保持长期稳定性运行成为新的研究课题。现对

普通铣床改造成数控铣床的调试工作做出了设计和研究,原设备由于使用年限较长,机械部分磨损,导致生产精度偏低,为了能

够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提高原机床的加工精度和加工范围,根据原机床的自身条件将其改造成了数控机床。数控化改造是将原

机床齿轮传动系统去掉或尽可能减少,每个轴由独立的电动机和驱动器代替,并选择合适的 CNC 数控装置与驱动装置相结合,

可以根据用户指令完成简单或复杂零件的自动加工。主要在完成铣床的机械和电气部分的改造后,机床上电进行整机的联机

调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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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安装、系统各参数按要求设置完成之后,需要对机

床上电进行整机的联机调试工作,在机电联调时需完成各种

动作试验、功能试验、空运转、负荷试验等相关工作,从而

检验机床数控化改造后是否满足要求。 

1 空运行前准备工作 

上电前检查机床外观,查看各部位的装配是否到位。 

1.1 重要的固定结合面要保证紧密贴合,用塞尺检查时

间隙不能超过 0.03mm,滑动导轨面的检查深度不大于 20mm。 

1.2认真检查各箱体是否按要求加油,并保证各个运动部

件能得到充分润滑,箱体内的油面不得低于油标线以下。保证

冷却箱内有足够的切削液,液压站、自动间歇润滑装置的油是

否到油位指示器规定的油位,电器控制箱内的各开关及电气

元器件是否正常,各连接插头是否连接紧凑,通电润滑相关

轨道及油路。 

2.执行动作试验 

2.1 手轮操作试验 

手动摇动手轮码盘,使工作台分别完成沿 X 轴正负方向

运动及 Y 轴正负方向运动和单向进给运动,完成主轴沿 Z 轴

正负方向运动和单向进给运动。调整手轮的进给倍率,试验

手动操作的准确性。 

2.2 点动试验 

将机床调到点动模式,完成工作台及主轴由慢到快运动

检测,观察点停位置的稳定性。 

2.3 主轴试验 

主轴变挡试验可遵循说明书中规定完成变档动作,观察

换挡位置是否合理。 

2.4 超程试验 

为了防止超程撞坏部件,建议运用手动模式进行检测,

先用手轻轻压下各轴的正向与负向限位,观察屏幕报警信息,

保证各限位开关正常运行；调整至手动模式,采用“慢-快-

慢”的方式让机床触碰限位开关,观察报警信息,若位置到位

没有报警信息,应及时调整限位块的位置。机床超程保护有

两种,一是软件存储极限保护,另一种硬件保护。超程状态表

现为控制机报警和屏幕上有显示,另外液压站电源切断。如

果超程保护不起作用,将造成机械部件损坏。 

3 功能试验 

3.1 功能试验 

对按键、开关进行功能试验。试验机床动作的平稳性以

及功能的可靠性。 

3.2 任选一至二种主轴转速,进行主轴正转、反转、停

止的连续试验,连续操作不少于八次。 

3.3 进行主轴高、中、低档位变换,允差为±5%。 

3.4 任选设定一种进给量,在 X、Y、Z轴的全部行程上,

连续做工作进给和快速进给试验。快速行程应大于 1/2 全行

程,正反方向连续操作不少于七次。 

3.5 液压、润滑、冷却系统做密封、润滑、冷却性能试

验,做到不渗漏。 

3.6 用控制指令进行机床的控制试验,确认机床功能的

可靠性。 

3.7 试验进给坐标超程、手动数据输入、位置显示、回

基准点,程序序号显示和检索、程序暂停、程序删除、直线

插补、直线切削循环、钻孔切削循环、圆弧切削循环、刀具

位置补偿、间隙补偿等功能的可靠性、动作灵活性等。 

3.8 程序的调试 

输入程序并锁定机床,在自动循环模式下进行机床静态

执行,刀具运动轨迹和坐标数据等判断程序是否正确。 

4 空运转试验 

在不切削状态下,试验主轴运转温度随时间的变化机空

载的功率。机床主运动在不同转速下的运转时间不少于 2 分

钟,在最高转速段不得少于 1 小时,使主轴轴承达到稳定温

度。检查主轴轴承的温度不超过 70℃。 

5 试切 

在完成机床各项几何精度及运动精度检测后,应按相应

标准进行零部件的试切削加工,以试验机床数控化改造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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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育活动不但能增强幼儿的体质,发展幼儿基本动作,还可以使幼儿养成勇敢、大胆、自信等优良品德和活泼开朗的

性格以及坚强的意志品质。幼儿天性活泼好动,但当前,许多幼儿教师忽略对幼儿体育活动兴趣的激发与培养,这就导致幼儿在

参与体育活动中的主动性降低,不利于体育活动作用的发挥。因此,幼儿教师要培养幼儿的体育运动意识与态度,合理设计幼儿

体育活动,创设良好的体育运动环境,尊重幼儿的个体差异,从而培养幼儿体育活动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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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幼儿运动特点 

幼儿天性活泼好动,对周边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与求

知欲。在学前教育时期,幼儿的精细运动发展迅速,但在大运

动能力的发展方面则相对缓慢。伴随幼儿的不断成长,其模

仿能力与探索能力均会产生较大发展,而此时的运动神经与

协调能力有所提升,因此,可以说在整个幼儿时期,幼儿的运

动能力是处于不断发展与进步之中的。针对幼儿的运动特点,

幼儿教师应在充分考虑幼儿年龄特征与运动发展水平的基

础上,制定适应其运动发展需求的体育活动,进而促进幼儿

的健康成长。 

2 幼儿体育教学现状 

2.1 幼儿体育活动单一,运动负荷不足 

当前,在幼儿体育活动中,一般通过简单的体育游戏与

律动体操来锻炼幼儿的运动水平,这种体育活动在组织形

式上相对单一,突出了游戏概念,却使得体育概念进一步弱

化,再加上运动负荷不足,导致体育活动难以对幼儿的运动

能力进行有效锻炼,且没有注重对幼儿体育习惯与体育态

度的培养,身体各部位的均衡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不利于

其全面发展。 

2.2 幼儿体育活动具有一定随意性 

与青少年体育活动不同,幼儿体育活动强度相对小,难

度相对低,且较为分散,这是由幼儿阶段的运动发展水平所

决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幼儿体育活动不重要,就当前而

言,许多幼儿教师忽略幼儿体育活动的重要性,在组织户外

体育活动时,随意性大,让幼儿自由选择,可以在操场玩游戏,

也可以玩滑梯或其他设施游戏,教师仅仅在幼儿旁边看护,

认为只要保证幼儿安全即可。因缺乏幼儿教师的专业指导与

统一组织,导致幼儿体育活动的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 

3 幼儿体育活动兴趣的培养策略 

3.1 端正幼儿对待体育的态度 

由于在一日常活动中的体育教学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特别是在农村幼儿园,很多幼儿园在大班时只注重与小学的

知识衔接,而忽视幼儿体育知识和技能教育；有少数幼儿园

甚至把体育课取消而改上语言课或计算课,也有的是不少家

长对幼儿参与体育运动持不鼓励的观念,也有的是因为许多

幼儿园的体育设施不完善,当然也有幼儿怕摔伤自己等。在

多种原因下,许多幼儿对体育运动的理解可谓一无所知。不

少幼儿认为只要懂礼貌,会玩游戏、会讲故事、会数数、会

唱歌等就行了,参加体育锻炼不小心会弄伤身体的,从而使

许多幼儿对体育缺乏认识,对体育学习的积极性不高,而且

存在厌学思想,不喜欢上体育活动和对体育活动抱无所谓态

度的幼儿占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在体育教学中教师应转变

幼儿思想,提高幼儿对体育活动的认识,让幼儿认识到幼儿

时期也是长身体的时期,虽然人的生长发育受多方面的影响,

但适当的体育锻炼对人体的生长却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

用。让幼儿认识到体育的重要性,通过经常的强化,不断的教

导,慢慢形成习惯后,兴趣就会得到有效的提高。 

3.2 合理设计幼儿体育活动 

幼儿教师在设计体育活动时,应根据幼儿的个性特点与

发展水平来展开,注重幼儿体育活动的趣味性与新颖性,增

加体育游戏的故事内涵,激发幼儿的参与热情。 

设计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采用游戏化活动教学形式,例

如接力跑、木头人、抓尾巴跑等等,使单调的活动形式变得丰

富有趣,使幼儿主动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以此激发幼儿体育 

 

加工性能。同时为了保证机床加工精度的稳定性,需进行批

量件的加工检测,保证各个件的尺寸偏差在稳定的范围内。

在上述各项试验满足要求后,普通铣床的数控化改造后的调

试工作也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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