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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锥涡卷弹簧 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热卷成形的矩形等截面材料的截锥涡卷弹簧的结构型式、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及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热卷成形的等螺旋角、等节距截锥涡卷弹簧 (以下简称弹簧 )。

对于变截面材料的截锥涡卷弹簧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j∶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4 钢的脱碳层深度测定法

GB/T930.1 金属材料 洛氏硬度试验 第 1部分:试验方法 (A、 B、 C、 D、 E、 F、 G、 H、 K、

N、 T标尺 )

GB/T231.1 金属材料 布氏硬度试验 第 1部分:试验方法

GB/T12” 弹簧钢

GB/T180s 弹簧术语

GB/T⒛⒛.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 (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934 热卷圆柱螺旋压缩弹簧 技术条件                    Ⅱ

3 术语和定义

GB/T180s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等截面截锥涡卷弹簧 constaⅡ t sectioⅡ  vo1ute spring

弹簧展开后在有效圈部位 ,横截面为矩形截面 ,且相邻截面相等。

3.2

变截面截锥涡卷弹簧 variable Cross sectioⅡ  vcD1ute spriig     l

弹簧展开后在有效圈部位,横截面为矩形截面,且相邻截面渐变。

33
等螺旋角截锥涡卷弹簧 equal spiraI aⅡgle voIute spriⅡg

弹簧材料截面中心线的展开线为直线 ,在底平面上的投影为对数螺旋线。

3.4

等节距截锥涡卷弹簧 equa1″tch volute spⅡⅡg

弹簧材料截面中心线的展开线为抛物线 ,在底平面上的投影为阿基米德螺旋线。

4 结构型式

弹簧典型结构型式如图 1所示。图 1a)所示为矩形等截面材料的等螺旋角截锥涡卷弹簧;图 1b)



定程序批准的弹簧图样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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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为矩形等截面材料的等节距截锥涡卷弹簧。

5 技术要求

5.1 总贝刂

弹簧应符合本标准

5.2  材井斗

5.2.1 弹簧材料采用 GB/T1”2中规

需双方协议规定。

。若采用其他材料时,可由供

5.2.2 弹簧材质的质量应符合材料标准的有关规定,材质必须备有材料制造商的质量保证书,并经复

检合格后方可使用。

5.3 尺寸及极限偏差

5.3.1 内径及外径

弹簧内径及外径的极限偏差按表 1的规定。

5.3.2 自由高度

自由高度的极限偏差按表 2的规定。当规定有弹簧特性要求时,自 由高度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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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单位为毫米

表 2 单位为毫米ˇ

5.3.3 总圈数

当未规定弹簧特性要求时,总圈数的允许偏差为±1阳 圈;当规定有弹簧特性要求时,总 圈数的允

许偏差不作规定。

5,3.4 径向节距均匀度

弹簧在自由状态下,有效圈之间不得接触。

5,3.5  端圈力日I

弹簧两端面应磨平,磨平部分的长度大于 3抑 圈。

弹簧端圈支承部分进行制扁或刨削加工时,制扁部分或刨削部分的长度应大于对应支承圈的3抑 圈 ,

材料的末端厚度不小于 四阳。                                ∶

5,3.6 同轴度

弹簧在自由状态下,弹簧大端外径与小端内径的同轴度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5.3.7  平彳亍度

弹簧两支承面平行度公差按表 3的规定。

表 3                  单位为毫米

5,4 压并高度

弹簧的压并高度原则上不作规定。当需要规定压并高度时,其压并高度 rfb为材料宽度。

5.5 弹簧特性

5.5。日 适用条件

本标准给出的弹簧特性的允许偏差应适用如下条件 ,不符合下列条件的弹簧特性允许偏差由供需双

方商定 :

a)自 由高度:≤400mm;

b)大端外径:≤400mm
c)有效圈数:≥3.0圈 ;

弹簧直径
精度等级

1级 2级

内径 ±0.030DI, 最犭、±2.o ±0.040Dl,最 小±2.5

外径 ±0,030D2, 最犭、±3.o ±0.00OD9,最 小±3.5

精度等级 1级 2级

极限偏差 ±0.00OHO,a/l、 ±4.o ±0。050frO,最 小±5.o

大端外径 ≤ 100 冫>100冖 2̌00 )200^ˇ300 >300

平行度公差 2.o 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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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宽度与厚度比:)5。

5.5.2 指定高度下的弹簧变形量

指定高度下的负荷,弹簧变形量应在试验负荷下变形量的20%~gO%之间。

5.5.3 制定负荷下的弹簧变形量

指定负荷下的高度,其对应的变形量应在试验负荷下变形量的20%~80%之间。

5.5.4 弹簧特性允许偏差

5.5.4.1 指定高度或变形量下的负荷

5.5.4,2  指夫岜‘茛不苛

5,6 热处理

5.6.1 弹簧成

5.6.2 热处理

围应不超过 5

5.6,3 经热

材料厚度的 0,

5.7 永久变形

弹簧成品的永久变

5.8 表面质量

单位为毫米

层度再增加

有不大于材料厚度公差之半的
弹簧表面不得有裂纹、氧化皮及

微小凹坑。                            ,

5,9 表面处理

弹簧表面一般采用涂防锈漆处理。若需进行其他处理,应在图样中注明。

5.10 其他要求

根据需要由供需双方协商规定,弹簧验算和图例参见附录 A。

6 试验方法

6.1 硬度与脱碳

6.1.1 弹簧硬度按 GB/T⒛ 0.1或 GB/T⒛ 1.1的规定检验。

4

形量的允许偏差按表 o规定。

应进行潭■■■⒒处理,¨ 数羽■■过两甥■■■■婺不限

躬 HRC--400~■ ■肚灬¤臼■■■■■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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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弹簧脱碳层深度按 GB/T”4的规定检验。

6.1,3 弹簧硬度和脱碳层深度的测定可在随炉试块上进行,其试块应与制作弹簧的材料批次相同。

6.2 永久变形

6.2.1 将弹簧用试验负荷压缩三次,测量第二次和第三次压缩后自由高度的变化值。当试验负荷大于

压并负荷时,则该压并负荷被视为试验负荷。压并负荷最大值不得大于理论压并负荷的 1,5倍 。

6.2,2 弹簧压并负荷按公式 (D计算。当弹簧圈接触完全压并时,R丬Ⅱ            (
6,2.3 等螺旋角截锥涡卷弹簧压并负荷用公式 (D计算 :

午睾
⋯ ⋯ ⋯ ⋯⋯⋯⑴

式中 :

冖 材料厚度,单位为毫米 (m⒒ );

冖 材料宽度,单位为毫米 (mn);

凡
——试验负荷,单位为牛 (N);

⋯ 切变模量,单位为兆帕 (NIPa):

h——系数,见表 A.2;

Rl——小端工作圈半径,单位为毫米 (mn);

冖 螺旋角,单位为度 (° )。

6.2,4 等节距截锥涡卷弹簧压并负荷用公式 (2)计算 :

凡=箸⋯⋯⋯⋯⋯⋯⋯⋯⋯甲
式中:

一

轴向节距,单位为毫米 (mn)。

6,2.5 弹簧试验负荷按式 (3)计算,试验应力见表 6。                    ·

只〓哗
⋯ ⋯⋯ ⋯ ⋯ ⋯ ⋯ ⋯ ⋯ ⑶

Κ气

式中:             .
曰

Κ
′〓1+-ˉˉ

2f辶

夙
——试验负荷,单位为牛 (N):

饧——系数,查表 A.2;

Κ′——曲度系数;                 ∴     l
Rs——试验应力对应的半径,单位为毫米 (Ⅲu):

飞
——试验应力,单位为兆帕 (MPa)。

6.2.6 等螺旋角截锥涡卷弹簧在试验应力为飞时,其对应的半径 Rs按公式 (4)计算 :

风 =  ⋯ ⋯ ⋯ ⋯ ⋯ ⑷

6.2.7 等节距截锥涡卷弹簧在试验应力为飞时,其对应的半径 Rs按公式 (5)计算 :

风姻慨⒒arcc。s獭浯)⋯
⋯⋯⋯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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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单位为丿‘帕

材  料 硅锰弹簧钢、铬钒弹簧钢

试验应力飞 880~1 100

注:硬度范围为下限时,试验应力则取下限;硬度范围为上限时,试验应力则取上限。

6.3 内径或外径

弹簧的小端内径和大端外径用分度值为 0.怩 mnl的通用量具测量,内径以最小值为准,外径以最

大值为准。

6.4 自由高度

弹簧的自由高度用分度值为 1mm的金属直尺或其他通用量具测量,以其最大值为准。

6.5 径向节距均匀度

弹簧在 自由状态下,弹簧有效圈间隙用目测或透光法检查。

6,6 同轴度

同轴度用专用底座、专用心轴进行检查。以弹簧的大端为基准放在专用的检验底座上,检验心轴应

能自由通过小端内径及底座内孔,如图 2所示。底座和心轴的尺寸及制造精度由供需双方商定。

说明:

l-d检 验心轴外径;

2-=D检验底座内径。

图 2

6.7 平彳亍度

平行度用 2级精度平板和分度值为 0.01ElzIl的百分表或专用量具测量 ,弹簧以大端为基准放在平

板上,测量小端磨平部分的最高点瓦皿 与最低点骂血尺寸,如图 3所示 ,其差值z即为平行度偏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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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百分表 ;

2——磁性表座。

图 3

6.8 弹簧特性

6.8.1 弹簧特性的测量应在精度不低于±1%的弹簧试验机上进行。

6.8.2 弹簧特性的测定,是将弹簧预压一次进行,预压高度为试验负荷相对应的高度或压并高度。

6.9 表面质量

一般采用目测或用 5倍放大镜检查。

6.10 表面处理

弹簧表面处理按有关技术标准或协议规定进行。

6.11 其他            、∷

其他检验按图样及协议规定检查。

7 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

7.1.1 弹簧应经制造商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并附有弹簧质量合格证。

7.1.2 弹簧出厂检验项目为 :

a)硬度、脱碳 :

b)永久变形 ;

c)弹簧特性 :

d)外径、内径 ;

e)自 由高度 :

O总圈数 ;

g)节距均匀度 ;

h)同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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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平行度 ;

j)表面质量 ;

k)表面处理。

7.2 弹簧检验项目分类

弹簧检查项目分类见表 7。

表 7

7,3 检查水平

弹簧产品检查水平按 GB/T⒛28.1中特殊检查水平 s-4。

7.4 抽样方案

7.4,日 A缺陷项目样本的抽取不限交货批量大小,由制造商提供试块 2件,如果有工件不合格,相应

的检验要重复进行一次,如果这次检验仍有一件不合格,则这批产品拒绝接收。

7.4.2 B、 C缺陷项目样本的抽取按 GB/T28⒛。1一次正常抽取方案,样本大小和接收质量限 (AQL)

见表 8。

7.5 其他

对弹簧验收有特殊要求时,可由供需双方协议规定。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按 GB/T” 934的规定。

8

A缺陷项目 B缺陷项目 C缺陷项目

硬度、脱碳 永久变形、弹簧特性
自由高度、外径或内径、同轴度、平行度、总圈数、节距均

匀度、表面质量、表面处理

注:有特殊要求时,经供需双方商定,疲劳寿命可作为A缺陷项目进行检查。

表 8

批量范围 样本数

缺 陷 分 类

B类 C类

接收质量限 (AQL)10 接收质量限 (AQL)15

Ac Re Ac Rc

2~15 1 2 1 2

16-25 1 2 1 2

26^ˇ 90 l 2 2 3

91~150 2 4

151^ˇ 500 4 6

501-1200 20 6 7

1201~10000 32 7 10

lO001^ˇ 35000 50 10 14

3500I-500000 80 I4 22

500001及 其以上 I25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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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

矩形等截面材料的截锥涡卷弹簧验算 (示例)和图例

A。1 矩形等截面材料的截锥涡卷弹簧参数名称、

截锥涡卷弹簧参数名称、符号及单位按表 A,l

符号及单位

的规定。

A.1表

序号 符  号 名   称 单 位

1 夕 材料厚度

nlm

乃 材料宽度

D2 大端外径

4 D1 小端内径

丿?2 大端工作圈半径

jFt1
小端工作圈半径

7 凡 大端支承圈最大外半径

8 矸 小端支承圈最小内半径

9 Ri 弹簧圈 J的半径

Rs 试验应力对应的半径

rfo 自由高度

12 Jfl、 Jf9、 Jf3、 ·̈、凡 工作高度

r 轴向节距

14 砀 大端支承圈扁钢长度

矸 小端支承圈扁钢长度

z 弹簧扁钢的展开长度

17 rl、 尼、/3、
·̈、磊 工作变形量

Fl、 马、Fs、 ¨、凡 工作负荷

N
19 Fb 压并负荷

20 风 试验负荷

F′ 弹簧刚度 N/mm

22 rl、 。、 %、
·̈ 、 ‰ 弹簧工作应力

bIPa
23 rs 弹簧试验应力

24 C 切变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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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载荷系数 幻、饧

载荷系数 h、 扬见表 A.2。

表 A,1(续 )

表 A.2

A。3 验算示例

A.3.1 下列公式验算为矩形等截面材料的截锥涡卷弹簧示例。

A.3,2 等螺旋角截锥涡卷弹簧的验算示例见表 A.3。

10

序号 符 号 名  称 单 位

25 总圈数

圈

26 rB 有效圈数

27 ″z 支承圈数

28 大端支承圈数

29 亻 小端支承圈数

30 Κ
′

曲度系数

Il、 炀 系数

σ 嫘旋角 (° )

D/夕 乃
1 炀 犭/夕 庀

1
l9

1 o.1406 o.2082 2.25 o2401 o,2520

1.05 o.1474 o,2112 2,5 o。2494 o.2576

o。 1406 o。2082 2.75 o。2570 o,2626

o。 1474 o.2Ⅱ 2 o。2633 o。2672

1.2 o,1661 o.2189 o。2733 o.2751

1.25 o,1717 o2212 4 o。2808 o.2817

o,1717 o.2236 4.5 o.2866 o。2870

1.35 o1821 o,2254 o.2914 o。2915

⒈4 o1869 o,2273 6 o.2983 o。2984

1.45 o1914 o,2289 7 o。3033 o.3033

o.1958 o.2310 o.3071 o.3071

o。2037 o.2343 9 o.3100 o.3100

o。2109 o.2375 10 o。3123 o.3123

1,75 o。2143 o.2390 20 o.3228 o.3228

o.2174 o.2404 50 o.3291 o.3291

o.2233 o。2432 100 o.3312 o.3312

2 o.2287 o。2459 o.3333 o.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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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项   目 单位 公式及数据

原

始

条

件

板厚 夕

nu【I

板宽 3 70

大端工作圈半径凡

小端工作圈半径凡 30

自由高度 Jfo 150

弹簧圈开始接触前的刚度

F′

N/mm 139.43

弹簧圈开始接触后的最大

载荷凡
N 9000

大端支承圈数呓
圈

3/0

小端支承圈数石 3`4

弹簧材料 60si2MhA

热处理后硬度 HRC ≥45

取许用应力[丬
bIPa

770

取试验应力饣s 980

参

数

计

算

弹簧的工作圈数刀

弹簧的支承圈数‰

弹簧的总圈数刀1

圈

,,=2·lc3口
3〔

Ⅰ:。 ]̄;÷丁
)〓

=2.99≈ 3

‰ =呓 +叫 =∶ +:邛

刀1=刀z+刀 =⒈ 5+3=4.5

2× 0.3183× 78700× 70× 53

(I:∶⒎三:;;矿 )π×139.43

弹簧的螺旋角α (° ) α〓
rf。 ˉ犭

〓
150-70〓

0。0998md〓 5° 43′

,:,E(凡 +风 ) s,Efs5+30)

弹簧大端外径

nl【n

￡

`=2凡

十伢=2× 55+5〓 115

弹簧小端内径 Dl=2凡 一曰〓2×30-5=55

弹簧圈 J的半径 Ri 风=凡 -U%-RI)云〓55-(55-30×
:〓

55-⒏ 3⒊

从大端到弹簧圈 J的 自由

高度珏

正1〓刀πα〔÷::￡:等
1)+犭干3π×0·099:[               ]+70

〓0.6272《 55-4,165D+70    ∴

弹簧扁钢的长度从大端到

弹簧圈 F的有效工作圈的扁

钢的展开长度 zi

厶〓刀π〔焉苛|:骨:)=3π [≡

￡羿 l硼莎⒆

大端支承圈的扁钢的展开

长度尼

锡〓刀;π (凡 +凡 )〓号于(57· 5+55)=265.0,

(取大端支承圈的最大外径的半径尾=575)

小端支承圈的扁钢展开长

度〃
召=亻π(矸 +凡 )=号尹(27· 5+30)=135.43

(取小端支承圈的最小内径的半径矸=27.5)

弹簧扁钢展开长度 E 乙=厶 +厶 +召 〓⒍28× 3× fs5-4.165× 3,+265.07+1s5.48=1201.6

11



JB/T1169g~zO13

表 A.3(续 )

项   目 单位 公式及狂据

参

数

计

算

弹簧圈 f开始接触时弹

簧所受的载荷 只压并负荷

Fb

N

乓=竿 =

Fb=睾 〓

o,3183× 9B7∞ x90xs:刘n” 8 2.188× 107

凡
2

凡
2

o。3183× 787oo× 9oxs’ xo¤”B

302
〓n△ 朔 3

弹簧圈 J开始接触后弹

簧的变形彳
IIun

和彘[咖叫铝圳  【
〓
歹吴虽石[w-风

勹×σ099g+〔
屁「锷￥;若丫夺瓦石→

F刂

=3.769× 10刁 ra.025× lo:一 凡
2)+8·

599× 10·
0(凡4-8·

1× 105)珥

曲度系数Κ′ Κ′〓1+」L=1+  ·5

2凡   fs5-8.3⒊ )

弹簧圈 j开始接触后弹

簧圈 J的应力π
MPa 〓1.795× 10J〔 +钅子)凡珥

旧 :辆 珥

弹簧试验应力其对应的

半径 Rs
nlm

风 =   =  +`

5√0.31:32× 787002× 0.09982ˉ卜2× 0.31832× 78700× 0.0998× 980

2× 0.3183× 980

=42.46

弹簧试验负荷凤 N

Κ′〓1+-E-〓 1+ 5  =1⒑ 5::
2j1  2× 42·46

砜〓号岛手rs=
o。3183× 70× 52× 980

=1.2143× 104
1.0588× 42.46

弹簧试验负荷凡对应的

变形戊

弹簧试验负荷下的高度

残

mtn

巩=击
[琚

-巾<耢)刊

=55-30[σ 52-。 2·
-62)× 0.0998+(                     )×

1.2143× 104 ]〓 71.49

‘

`〓

rfOˉ戊〓150-71.49=78.5

12

将上列各式计算所得等螺旋角截锥涡卷弹簧的主要几何尺寸、特性和切应力列于表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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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和实测特性曲线。图 A.1是根据表 A.4所列

A.3.3 等节

746,94

8Ⅱ ,o

8872

978.9

1091.9

1234.3

1419

o

o.5

⒈o

1.5

2,o

2,5

30

55.o

50,8

46.7

42.5

38.3

34.2

30

70

86.6

101.9

1I5.9

128.6

139.9

150

o

166,2

319,4

459,4

586.4

700.31

7236.6

8471.6

10051.9

12119.6

14897.4

18752.5

24323.3

519

59,3

65.9

71.4

75.8

78.8

80

的等螺旋角涡卷弹簧

变形

表 A。 5

大端工作弹簧圈半径 R2

小端工作弹簧圈半径凡

弹簧圈开始接触后的最大

载荷凡

大端支承圈数裼

小端支承圈数叫

取许用应力[词

取试验应力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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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续 )

项   目 单位 公式及数据

参

数

计

算

弹簧的工作圈数刀

弹簧的支承圈数刀
z

弹簧的总圈数刀
1

圈

″〓纰6仂叼3〔
J∶|子赏扛)=

2× 0,317× 78700× 192× 143

π×400

〔黠 )〓

=5· 96≈ 6

,9z〓呓+叫 =:+手〓⒈5
’’l〓 ″z+诏 =⒈5+6=7,5

节距 r

nlm

r=Ⅱ0ˉ犭
=312-192=20

Ⅱ

弹簧大端外径 D,=2凡 +口 =2× 133+14=280

弹簧小端内径 DI=9R一口=2x45-14=76

弹簧圈
'的

半径风 凡 =凡 一(凡 -凡 )号 =I33-(Ⅱ 33-4”
舌

〓1s3-14.臼 j

从大端到弹簧圈 f的 自由

高度 骂
码〓刀r〔芸;E钅争)+D=6×

20〔I≡
|::是讠去÷

￡三
)+I92=20j+192

弹簧扁钢的长度从大端到

弹簧圈 j的有效工作圈的扁

钢的长度 Ei

和狈〔群 )翔℃轳 )轧
唧⋯

大端支承圈的扁钢长度砀
饬=饬《硝+凡 )〓号于(140+133)=“ 292

(取大端支承圈最大外径的半径R,=140)

小端支承圈的扁钢长度矸
砑=亻π(州 +凡 )=号手(38+45)=195.47
(取小端支承圈最小内径的半径矸 =38)

弹簧扁钢展开长度 乙 z=厶 +砀 +Ξ =6.zB× 6×αss-7.3×0+孕⒓,9+l9s四〓4191.9

弹簧圈 J开始接触时弹簧

所受载荷 只
N

乓 =凫

吊
箐

|=

o。 317× 78700× 192× I43× 20    4.19× 101°

2π ×(133-14.67o3     t133-14.67J)3

压并负荷 Fb Fb〓

箦

〓
o.317× 9g7∞ xⅡ叻 x103x⒛

=0s9358.9
z,Ex亻

弹簧圈 J开始接触后弹簧

的变形￡
mm

和
榭

凡-·刂刂:+〔耢 )刽
=了

≡f壬百歹丬
u~

lla3~1o御Ⅺ箐+[   l×
o。341l(133-14.67f)4-454+93.44f]

(133-14.67o。

4.19× 1010

(133-14.67J)3

曲度系数Κ′ Κ`〓 1+三 =1+   14   ≡1+  7
2凡   2(133-146⒎)  α33-14.67f)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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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续 )

项   目 单位 公式及数据

参

数

计

算

弹簧圈 j开始接触后弹簧

圈氵的应力△
DIPa

rl=Κ
1瓦;∶

-珥

=[+币面Ff缶匝万万l×丁瓷浮于菇差搿冫
「×跚

弹簧试验座

径凡

力其对应的岜 '
户

凡 =0"608× 互Ic。 s〔

:arccos3·
256夕亻:亏雾;)
冖̈r⊥。̈ 冖帜‘"

;:{l;;:∶∶∶:lI1、、、■、

ˇ̌̄
k3

亻黠
〓59,7

犭 yVV× 14×

■
■
■

1人

`
■
■
■
■
■
■
■ 7 叮F摔暑磁血Ⅱ卜OII∶ l{|i× lOs

Γ
L 朔夕

猁
獠

正气=JfO一 夭=312-H3.7=198.3

)

700 泛×103丿

将上列各式计 于表 A.6。锥涡卷弹簧的主要几何尺寸、

, ″ 咖 耐 't龄 夕
′m 〃ⅡPa

ο

 
1
 
2
 
3
 
4
 
5
 
6

133

118.3

103.7

89

74.3

59.7

45

192

212

232

252

272

292

312

o

789.2

1486.3

2091.2

2604.1

3024.9

3353.5

17792.4

25262

37572.7

59377.2

101915.2

197058.1

459358.9

44.8

59.5

74.1

88.4

101.9

113.8

120

208.8

265.4

348.6

477.8

694.9

1 101.3

2002.3

图 A。2是根据表 A.6所列数值绘制的等节距涡卷弹簧的理论特性曲线和实测特性曲线。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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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删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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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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⒑

5
ο

Ξ

靼
辆

30      40

变形量 m
~ˉ ˉ̄理论载荷 (kN〉   ^实 际载荷(kN)

图 A.2

A,4 图饣刂

A。4.1 等螺旋角截锥涡卷弹簧指定高度下的载荷如图 A.3所示。

技术要求 :

1.旋向:右旋 ;

2.总圈数:4.5圈 ,有效圈数:3圈 ;

3.螺旋角:5° 43 ;

4.热处理硬度:0s HRC~sO HRC;

5,展开长度:1zO1.6Jm;

6.表面处理要求:表面涂黑色磁漆;

7.其余按 JB/T11⒆ 8的规定。

单位为毫米

16

图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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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 等节距截锥涡:卷弹簧捂定高度下的载荷如图

^⒕

所示。

技术要求 :

1.旋 向:右旋 ;

2.总圈数:7.5圈 ,有效圈数:6圈 ;

3.节距:⒛ m⒒

4.热处理硬度:0s HRC~50HRC:

⒌ 展开长庋:4I9a。 8Ⅲm:

6.表面处理要求:表面涂黑色磁漆 ;

7.其余按 B/T1Iω8的规定。

笈 :

∶
`

单位为毫米

/(“
¨
ˉ
ˉ
∷
⊥
∷F:
⒈

L
¨

s̈
,

图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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