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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式轮胎成型机头的设计与改进

付 英

(青岛橡胶机械厂，山东青岛266071)

摘要：概述了折叠式轮胎成型机头结构形式及应用；阐述了机头设计的基本要求及

设计关键，并以11．00—20机头为实例介绍了机头结构由六瓦到十瓦的改进及机头设计

方法由几何作图法到CAD优化设计的改进。

关键词：折叠式；轮胎成型机头；CAD设计

折叠式轮胎成型机头(简称机头)是轮胎生产

工艺过程中的重要工序——外胎成型所使用的模

具，即安装在轮胎成型机上的配套模具(即平面多

杆机构)。不同结构和规格的轮胎需要采用不同

类型、不同轮廓曲线的机头，才能生产出符合要求

的轮胎胎坯。为满足半成品轮胎的质量要求和大

规模轮胎生产的需要，机头一直被认为是重要的

轮胎成型设备。

1机头的结构形式及应用

机头按曲线形式分：半芯轮式、芯轮式、半鼓

式和鼓式；按折叠机能分：全折式、卸耳式和静态

式(死机头)等；按瓦块数目分：椭圆四瓦、椭圆六

瓦、三角形六瓦√L瓦、十瓦、十二瓦等。

不同结构机头的适用情况不尽相同。

椭圆四瓦机头，适用于惯性折叠成型机。叠

合比一般为1．28左右，叠合角在80"--100。之间，

制造比较简单，方便施工。缺点是长叠形，切口突

出，卸胎时较易刮坏胎坯，现在已不用。

椭圆六瓦机头，适用于惯性折叠成型机。叠

合比可达1．33，叠合角在80～100。之间，为椭圆

折叠形，折叠周长小。缺点是要先压扁轮胎，才能

卸胎。费时又费力，现在很少使用。

三角形六瓦机头，适用于半鼓式惯性折叠成

型机。叠合比<1．25，叠合角小，叠形近似圆形。

折叠外接圆直径小于胎坯胎圈直径，有利于取胎，

使用寿命长。

八瓦、十瓦、十二瓦机头，适用于机械折叠成

型机。叠合比1．28以上，叠形为近似圆形。折叠

外接圆直径小于胎坯胎圈直径，有利于取胎，使用

寿命长。

2机头设计的基本要求

2．1卸胎性

为保证成型后的外胎能从机头上卸下来，机

头在叠合时的外周长必须小于外胎圈口内周长。

2．2 稳定性

机头在外胎成型过程中，必须运转平稳。机

头的端面和径向圆跳动的公差值不得大于外径基

本尺寸的0．15％。

2．3叠合性

结构参数的选择必须保证机头在展开与叠合

两种状态的转换过程中不发生干涉现象。

2．4结构合理性

由于机头在叠合状态时，机构的所有杆件都

要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并且各杆在工作时，

又要满足一定的强度和刚度要求，因此各杆的形

状和位置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机头结构设计以

保证机头工作的几何尺寸、精度、叠合要求、卸胎

方便、使用寿命为原则。

3机头设计的关键

机头设计的关键是摆瓦和布点，将瓦块分度

割块，合理地布局在所要求的叠合图形的外接圆

内，确定各铰链点在平面图形上的撑开和叠合位

置，摆瓦和布点是否合理是决定机头性能和机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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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优劣的先决条件。因此，机头设计者着重于

对最佳摆瓦方案和布点方法与节点计算的探讨和

研究。对于有经验的机头设计者来说，摆瓦和布

点已不成为难题。只要给出机头设计的有关参数

(如机头曲线图、成型机主轴直径、刹车套简直径

等)，便可计算叠合比，再据该值的大小及其它设

计参数确定机头应采取何种结构及何种叠合图

形，以及如何摆瓦和布点。目前，摆瓦和布点不外

乎下面两种方法。

先摆瓦后布点。这种方法是将分好的瓦块合

理地布局在符合工艺要求的叠合椭圆或圆之内，

然后进行节点的确定与计算。此方法应用较为普

遍，有其通用性。特别是对于叠合比较大，卸胎条

件较差的机头设计只能用此方法。

先布点后摆瓦。这种方法是在直角坐标系中

先确定瓦块的回转中心，顺次确定计算各节点的

平面坐标，然后再将瓦块分度，按各自回转中心位

置及回避与节点干扰的原则把瓦块布置在确定的

椭圆或圆之内。对于叠合比较小、卸胎容易的机

^BcODEFG剖面

头设计则用此方法，可公式化，有利于设计效率的

提高和电子计算程序的编制。

布点过程对节点的计算通用方法都可归结为

解析几何计算方法，例如求点的坐标，两点间的距

离，求直线斜率，求中垂线方程，解二元二次方程

(两圆交点)，解直角三角形和任意三角形，求动点

的轨迹等，并应用机械原理中平面联杆机构设计

中遵循的规律。设计中的实际做法灵活性比较

大，设计效果与设计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

头设计经验的积累。

4 传统与改进的机头设计

4．1传统设计

11．00-20机头最早的结构为椭圆六瓦(见图

1)。椭圆六瓦机头在外胎成型完毕后处于叠合状

态，需把外胎从机头内卸下来时，要先压扁轮胎，

才能卸胎，费时又费力。其中椭圆六瓦里的弯联

杆悬臂力大，撕裂劲大，使弯联杆易断，使用寿

命短。

l一展开状态 Ⅱ一叠台状态

圈1传统椭圆六瓦机头设计

传统的机头设计方法一直沿用几何作图法。 往很费时间且效果不佳，影响进度，很难得到各方

由于几何作图法本身的局限性，使得设计者很难 面都比较好的设计方案。

兼顾各方面的要求。在设计过程中，为得到便于4．2 改进设计

取出半成品轮胎的叠合状态，要反复地调整节点 11．00-20机头现在的结构为十瓦(见图2)。

位置作叠合图。特别是几何作图法得到的设计方 改进设计后的十瓦结构机头在外胎成型完毕后需

案经过样板检验，发现构件在运动中有相互干扰 把外胎从机头上卸下来时，机头处于叠合状态。

现象和内瓦块的返回现象及内外瓦块运动速度的 它是一个圆形，无需压扁轮胎，只要叠合机头的外

不协调，设计必须从头开始。所以，它实际上是一 周长小于胎圈内周长就可卸胎。使用十瓦结构，

种以几何作图法为基础的试凑方法。试凑方法往 适于胎圈尺寸较小、较大时；刹车套管较小、较大

式吣避莎∥玎吣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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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一展开状态 Ⅱ一叠台状态

圈2现在十瓦机头设计

时；鼓肩扣挖适中，叠合角也适中。其中十瓦结构 计算机模拟机头在叠合过程中的运动情况来对设

里的弯联杆悬臂力小，撕裂力也小，使弯联杆不容 计方案进行认真校核后才能确定。

易断裂，而且使用寿命长，操作方便。 从现有的生产条件而言，必须保证机头采用

在设计方法上，机头设计也由传统的几何作 优等材料、先进制造工艺制造，以保证机头在使用

图法改为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利用CAD优 中运转平稳、叠合灵活、定位准确、安全可靠、卸胎

化设计主要解决四方面的问题。(1)缩短了设计 方便、使用寿命长。

周期；(2)利用平面多杆机构得到最佳的设计方

案；(3)通过模拟机头工作时的运动状况，对设计

方案的某些性能进行检验；(4)利用计算机研究

某些参数对机头性能的影响，找出规律以指导设

计过程。

上述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电子计算机高速、准

确的运算功能和巨大、可靠的记忆功能。机头参

数优化设计的基本要求是摆瓦及布点要保证机头

在展开与叠合过程中不能有碰撞现象，这要通过

5 结语

机头设计的改进，是完成机头优化设计的

关键。利用CAD对机头进行优化设计，不仅

设计周期大大缩短，而且机头的许多性能比原

设计方案有明显改善，这是机头的主要改进

途径。

参考文献：略

埃克森美孚开发节能轮胎新材料 诺基亚推出TRI 2系列农业轮胎

埃克森美孚化工公司近日宣布，该公司位于

佛罗里达州彭萨克拉地区的工厂将生产一种用于

轮胎气密层的新型节能材料。这种新材料将塑料

的低透气性与橡胶的柔韧性和粘弹性相结合，有

助于减小轮胎的空气压力损失。新材料气密层的

气密性比卤化丁基橡胶气密层提高7～10倍，新

材料气密层轮胎的耐久性比卤化丁基橡胶气密层

轮胎提高50％以上，大大延长了轮胎的使用寿

命。埃克森美孚化工有限公司透露，横滨橡胶有

限公司将于2008年年底使用这种新材料生产

轮胎。 罗永浩

诺基亚轮胎公司今年9月推出TRI 2系列

农业轮胎。该系列农业轮胎具有良好的抓着性

和高负载能力，规格为480／65R28，540／65R28，

600／65R38和650／65R38。诺基亚已有的TRI 2

系列轮胎规格为：340／80R1 8，360／80R20，

300／80R24，340／80R24，360／80R24，400／80R24，

420／65R24，440／80R24，460／65R24，540／65R24，

400／80R28，440／80R28，540／65R28，440／80R30，

480／80R30，440／80R34，480／80R34，480／80R38，

540／80R38和650／65R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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