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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介绍了一种新结构的 V 带———双绳芯 V 带的结构特点和性能。双绳芯 V 带将线绳 V 带中单层排

列的线绳变换为靠近 V 带两侧的两根粗绳芯 ,增强了侧壁刚度 ,减小了侧壁变形。通过性能比较认为 ,双绳芯

V带无论是负载能力 、传动功率 ,还是动态屈挠性能 ,都优于线绳 V 带。这种结构尤其适用于长度在 2 500 mm

以上的 V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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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地 ,将 V 带分为帘布结构和线绳结构

两种。帘布结构 V 带的带芯为多层叠加式 ,在

传动过程中 ,带芯帘布层之间易发生相对移动 ,

造成生热过多而导致早期失效 。线绳 V 带的

带芯呈单层排列式 ,避免了帘布层间相对移动

的问题 ,但是 ,当V带规格较大时(长度超过

5 000 mm),在成型时 ,线绳会因自重下垂使得

排列的线绳长短不一[ 1] ,当 V 带截面宽度较大

时 ,又无法保证带芯的横向刚度。

近几年 ,出现了一种新结构 V带 ———双绳

芯 V 带 ,它具有生热小 、减震性好 、不打滑 、抗

载荷波动能力强等优点 ,是第 3种结构形式的

V 带 。现通过与线绳 V 带的对比对双绳芯 V

带的结构和性能进行简要介绍 。

1　线绳 V带截面受力分析

图 1所示为线绳 V 带截面受力和变形图。

由图 1 可见 ,当 V 带运行时 ,因受垂直于

截面的拉伸作用而产生力 F , F 作用在 V 带

上 ,使得 V带在其与带轮槽接触的两个侧面产

生图示的摩擦力 f 。在 F 和两个 f 的共同作用

下 ,V 带发生了如图所示的变形。这种变形必

然会使线绳 V带内的绳芯也发生变形 ,越接近

中间部分的线绳下凹越大[ 2] ,最中部的线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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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线绳 V带截面受力变形图

最边上的线绳产生相对位移 Δx ,图 1 中 V 带

截面上的阴影部分为因线绳下凹而使线绳松弛

的部分 , Δx 越大 ,阴影部分的范围也就越大

(向两侧扩展)。线绳松弛导致其所承受的拉力

变小 ,必然导致两边线绳承受的拉力增大 ,这就

造成线绳 V带有效承载能力下降。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提高线绳 V 带有效承

载能力的方法有二:一是去除图 1 中 V 带上的

阴影部分 ,使 V 带截面宽度变小 ,这样 V 带能

更好地得到带轮槽侧壁的支持 ,减小横截面上

的变形 ,增强 V 带的横向刚度和纵向柔度 ,提

高有效承载能力 ,这就是所谓的“窄 V 带” ;另

一种方法是不改变 V带截面尺寸 ,而是去除阴

影部分的线绳 ,同时加大 V 带两侧线绳的直

径 ,增大绳芯强度 ,形成两边对称的双绳芯结构

(见图 2),由于对称的两根绳芯长度一致 ,受力

均匀 ,因而可有效地提高 V 带的有效承载能

力 ,这就是双绳芯 V 带。

由于加大了与带轮接触面附近线绳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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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双绳芯 V带的断面结构图

径 ,从而使得 V带与带轮接触面附近的横向刚

度增大 ,双绳芯 V 带在运行时因两侧面变形较

小 ,与带轮的有效接触面积也增大了。另外 ,由

于双绳芯 V 带的绳芯是螺旋缠绕式的 ,V 带成

型时只由单根线绳螺旋缠绕 ,不会出现线绳 V

带所存在的因自重下垂而造成的线绳长短不一

的问题。

2　双绳芯 V带与线绳 V带的性能对比

现以两种结构的 25N5380型 V 带为例 ,对

它们的性能进行对比。双绳芯 V 带的外周长

为 5 389 mm ,顶宽为 25.6 mm , 单位质量为

0.63 kg·m-1 ,绳芯直径约为 6 mm ,绳芯数量

为2 ,绳芯材料为聚酯。线绳 V 带的外周长为

5 384 mm ,顶宽为 25.6 mm ,单位质量为 0.63

kg·m -1 , 线绳直径为 1.98 mm , 线绳数量为

11 ,线绳材料也是聚酯。

双绳芯 V 带与线绳 V 带的拉伸性能试验

结果如图 3所示 。

由图3可见 ,双绳芯V带在拉伸全过程

图 3　V带的负荷与伸长率的关系

1—线绳 V带;2—双绳芯 V 带

中 ,负荷与伸长率基本上都呈线性关系 ,伸长率

增大 ,拉伸负荷也增大 ,直至断裂。线绳 V 带

在低伸长率时 ,负荷与伸长率的关系与双绳芯

V 带相似 ,但当负荷达到约 12 kN 时 ,线绳 V

带发生了塑性变形 ,负荷增大缓慢 ,但伸长率仍

在增大直至断裂 。双绳芯 V 带在断裂点的负

荷是线绳 V 带的 2倍。在线绳 V 带断裂负荷

下 ,双绳芯 V带的伸长率比线绳 V带小 10%。

之所以产生上述性能差异 ,是因为线绳 V

带的线绳是由 3股细绳加捻制成 ,捻度大 ,升角

也大 ,而双绳芯 V带的绳芯是由几十根细绳螺

旋而成 ,升角小 。由于线绳的升角大于绳芯的

升角 ,在受拉力作用时 ,线绳升角的变化率也就

大于绳芯 ,即线绳的伸长率大于绳芯的伸长率 。

另外 ,线绳 V 带中的线绳通常是长短不一 ,在

承受较大负荷时会发生塑性变形 ,而双绳芯 V

带则相反 ,能在载荷波动较大的环境下工作。

双绳芯 V带与线绳 V 带的传动功率试验

结果如图 4所示 。

图 4　V带的功率与转速的关系

1—双绳芯 V 带 ,带轮直径 630 mm;2—线绳 V 带,带轮

直径 630 mm;3—双绳芯 V 带 ,带轮直径 500 mm;

4—线绳 V带 ,带轮直径 500 mm

由图 4可见 ,双绳芯 V 带的功率一直随转

速的升高而增大 ,而线绳 V 带在转速较大时 ,

功率上升不明显 ,甚至还有所下降 。特别是带

轮直径为 630 mm 时 ,双绳芯 V 带的功率明显

高于线绳 V带 。

V 带的传递功率是由 V 带与带轮接触面

上的摩擦力和 V带的运转速度决定的 ,在速度

相同时 ,仅由摩擦力大小决定 。双绳芯 V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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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芯靠近 V 带侧面 ,使得带侧刚性较大 ,因此

与带轮槽的接触面积和正压力都较大 ,摩擦力

也较大;在 V 带运行速度较大时 , V 带所受拉

力增大 ,线绳 V 带变形明显 ,与带轮接触面积

变小 ,而双绳芯 V 带侧壁变形很小 ,接触面积

大 ,因此摩擦力也就比线绳 V 带大 ,因此其传

动功率也就更加高于线绳 V 带。表 1 所示为

双绳芯 V带和线绳 V带疲劳试验结果 。

表 1　双绳芯 V 带和线绳 V带疲劳试验结果

试　样 疲劳寿命/ h 屈挠次数

线绳 V 带

　1 14.73 1.4×105

　2 18.53 1.8×105

双绳芯 V 带

　1 60.27 5.6×105

　2 55.00 5.1×105

　　注:1和 2分别为 2条同一规格 V 带的重复试验。带轮直

径为 175 mm ,转速为 800 r·min-1 ,预拉伸力为 1 866 N ,最大

滑动率为 1.2%～ 1.5%。

由表 1可见 ,双绳芯 V 带的疲劳寿命明显

高于线绳 V 带。另外 ,疲劳试验结果表明 ,这

两种 V带的失效形式也不同 。线绳 V 带的主

要失效形式是带芯断裂和脱粘 ,双绳芯 V 带都

是因底胶疲劳断裂而失效 ,带芯没有损坏 。这

是因为线绳 V 带受拉伸作用后在轮槽中发生

变形 ,靠近轮槽壁两侧的线绳伸长率大于中间

线绳的伸长率 ,承受的拉伸和弯曲应力最大 ,造

成此部位的线绳易发生早期疲劳断裂 ,进而导

致 V 带因带芯断裂而失效。脱粘的原因是由

于排列式的线绳位于中性层位置 ,上下胶层分

别处于拉伸和压缩状态 ,易造成此处粘合强度

较低的部位脱粘 。双绳芯 V 带则不同 ,由于两

根绳芯位于靠近轮槽壁两侧 ,受力一致 ,因而绳

芯不易断裂 ,另外 ,双绳芯 V 带强力层的中间

部位是橡胶 ,粘合部位集中在两侧绳芯的周围 ,

由于绳芯的直径大 ,与橡胶粘合面积也大 ,因此

粘合强度较大 ,不易脱粘。

3　结语

双绳芯 V 带是第 3种结构形式的 V 带 ,其

成型工艺采用螺旋缠绕式 ,具有操作简便 、成型

效率高和产品尺寸准确等优点。与线绳 V 带

相比 ,成型中省去了贴胶片和线绳切割两道重

要工序 。

双绳芯 V 带有效承载能力强 、传动功率

高 、动态疲劳性能好。原有规格 V 带采用双绳

芯结构 ,不需改变 V 带原外形尺寸 ,可适用于

规格较大 ,尤其是长度大于 2 500 mm 的 V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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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橡胶大量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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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越南《消息报》报道 , 2001年越南将继续

加强橡胶生产 , 预计橡胶产量和总收入将比
2000年增长 8%～ 10%。同时越南计划积极促

进橡胶出口 ,预计创汇 1.2 亿美元 ,比 2000 年

增长 12%～ 14%。
2000年 ,越南橡胶出口价格比 1999 年有

所上涨 ,达到每吨 886万盾(约 14 500盾折合 1

美元),因此越南橡胶总公司 2000年获取利润

近3 000亿盾。越南橡胶出口市场也扩大到 43

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中国市场占据了越南橡胶
出口量的 50%(每年约 10万 t)。

另据《越南经济时报》报道 ,越南橡胶总公

司 2000年加工各类橡胶 21.5万 t ,销售 21.3

万 t。2001年越南橡胶总公司计划新种植橡胶

4 000公顷 ,预计全年加工橡胶 22.9万 t ,出口
19万 t ,平均价格每吨 660美元 ,创汇达 1.2亿

美元。

今年年初以来 ,越南橡胶出口价格继续上
涨了 8%～ 10%。在越南广宁省芒街 ,向中国

出口的橡胶按人民币现金结算 ,每吨橡胶价格

上涨了 20万～ 30万盾(目前比价是 1 750越盾

兑换 1 元人民币)。一级橡胶每吨价格达到

957.5万盾 ,二级橡胶每吨价格达到 905万盾 。
(本刊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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