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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行星谐波复合减速

器，其特征在于第一级为行星传动系统，第二级

为谐波齿轮传动系统；第一级行星传动系统中的

太阳轮通过键安装在输入轴上与安装在行星架

上的若干一级行星轮啮合，一级行星轮通过行星

轮支撑轴承安装在行星架上，行星轮与固接在一

级外齿壳上的内齿圈相啮合；第二级谐波齿轮传

动系统动力由法兰轴提供，凸轮通过键安装在法

兰轴上，柔性轴承通过凸轮轴用弹性挡圈固定在

凸轮外侧，柔轮固定在柔性轴承外侧，与固接在

二级外壳上的刚轮相啮合；有益效果是构型独

特、结构紧凑、传动比大、集成度高，在传动领域

应用前景广泛，即可以填补了技术空白，又可产

生较大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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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行星谐波复合减速器，其特征在于第一级为行星传动系统，第二级为谐波齿轮

传动系统；动力通过键与输入轴相连，输入轴内侧设有阶梯通孔，第一级行星传动系统中的

太阳轮通过键安装在输入轴上与安装在行星架上的若干一级行星轮啮合，一级行星轮通过

行星轮支撑轴承安装在行星架上，行星轮内部孔设有凸台，行星轮支撑轴承通过套筒和凸

台进行轴向定位，行星轮与固接在一级外齿壳上的内齿圈相啮合；行星架为一体式结构，通

过行星架支撑轴承安装在输入轴上，行星架与一级外壳间装有主轴承，输入侧主轴承通过

右侧外壳孔用弹性挡圈轴向定位，行星架输出一侧设有螺孔，通过螺栓与法兰轴相连接，将

动力传递至下一级，外壳上设有螺孔，通过螺栓分别于内齿圈连接；

第二级谐波齿轮传动系统动力由法兰轴提供，凸轮通过键安装在法兰轴上，柔性轴承

通过凸轮轴用弹性挡圈固定在凸轮外侧，柔轮固定在柔性轴承外侧，与固接在二级外壳上

的刚轮相啮合，柔轮通过凸轮与安装在杯底部的柔轮支撑轴承安装在法兰轴上，柔轮杯底

部设有螺孔，与输出法兰通过螺栓连接将动力输出，刚轮外侧设有螺孔，通过螺栓连接在第

一级行星传动系统的外壳上；输出法兰通过法兰支撑轴承安装在法兰轴上，法兰轴上装有

法兰轴轴用弹性挡圈，输出法兰外侧设有菱形槽，与二级外壳间装有交叉滚子轴承，二级外

壳与刚轮通过螺栓与一级外壳固接在一起。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0920017 U

2



一种行星谐波复合减速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精密机械传动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行星谐波复合减速器。

背景技术

[0002] 机械传动是机械工程学科最为经典的核心技术之一，机械传动系统在工业领域应

用极为广泛，凡是有原动机的场合几乎均需要用到机械传动系统进行变速，实现工作机的

速度匹配，完成增速降扭或者减速增扭。

[0003]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工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对大传动比、小体

积、高功率密度的传动产品要求日益强烈。精密机器人、空间机械臂、航空发动机、直升机主

减速器、舰船传动系统、坦克传动系统等均需要高品质的减变速传动系统，几乎涉及航空、

航天、海洋装备、兵器等各大高科技领域。国防装备需要技术升级和产品换代，日益需求新

型传动系统，以寻求装备技术的升级和飞跃。

[0004] 为了解决现有减速器传动比小，输出转矩不高等问题，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行星

谐波复合减速器，其具有传动比大，输出转矩大，制造工艺成熟，便于安装等优点；可以有效

地满足市场需求，在传动领域前景广泛，又可以产生较大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应。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行星谐波复合减速器，该

减速器传动比大，输出转矩大，制造工艺成熟，集成度高。

[0006] 一种行星谐波复合减速器，其特征在于第一级为行星传动系统，第二级为谐波齿

轮传动系统；动力通过键与输入轴相连，输入轴内侧设有阶梯通孔，第一级行星传动系统中

的太阳轮通过键安装在输入轴上与安装在行星架上的若干一级行星轮啮合，一级行星轮通

过行星轮支撑轴承安装在行星架上，行星轮内部孔设有凸台，行星轮支撑轴承通过套筒和

凸台进行轴向定位，行星轮与固接在一级外齿壳上的内齿圈相啮合；行星架为一体式结构，

通过行星架支撑轴承安装在输入轴上，行星架与一级外壳间装有主轴承，输入侧主轴承通

过右侧外壳孔用弹性挡圈轴向定位，行星架输出一侧设有螺孔，通过螺栓与法兰轴相连接，

将动力传递至下一级，外壳上设有螺孔，通过螺栓分别于内齿圈连接；

[0007] 更进一步，第二级谐波齿轮传动系统动力由法兰轴提供，凸轮通过键安装在法兰

轴上，柔性轴承通过凸轮轴用弹性挡圈固定在凸轮外侧，柔轮固定在柔性轴承外侧，与固接

在二级外壳上的刚轮相啮合，柔轮通过凸轮与安装在杯底部的柔轮支撑轴承安装在法兰轴

上，柔轮杯底部设有螺孔，与输出法兰通过螺栓连接将动力输出，刚轮外侧设有螺孔，通过

螺栓连接在第一级行星传动系统的外壳上；输出法兰通过法兰支撑轴承安装在法兰轴上，

法兰轴上装有法兰轴轴用弹性挡圈，输出法兰外侧设有菱形槽，与二级外壳间装有交叉滚

子轴承，二级外壳与刚轮通过螺栓与一级外壳固接在一起。

[0008] 与现有实用新型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传动比大，传动精度高，输出

转矩大，制造工艺成熟，便于安装，集成度高，可以有效地满足市场需求，在传动领域前景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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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又可以产生较大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应。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一种行星谐波复合减速器剖视图。

[0010] 图2是一种行星谐波复合减速器三维图。

[0011] 图3是一种行星谐波复合减速器三维图(剖视)。

[0012] 图4是一种行星谐波复合减速器等轴侧视图(剖视)。

[0013] 图1中：

[0014] 1、输入轴；                         2、右侧行星架孔用弹性挡圈；

[0015] 3、右侧行星架支撑轴承；             4、太阳轮；

[0016] 5、右侧外壳孔用弹性挡圈；           6、右侧主轴承；

[0017] 7、一级右侧外壳；                   8、内齿圈；

[0018] 9、左侧行星架支撑轴承；             10、左侧行星架孔用弹性挡圈；

[0019] 11、左侧主轴承；                    12、一级左侧外壳；

[0020] 13、凸轮轴用弹性挡圈；              14、柔性轴承；

[0021] 15、刚轮；                          16、柔轮；

[0022] 17、二级右侧外壳；                  18、交叉滚子轴承；

[0023] 19、二级左侧外壳；                  20、输出法兰；

[0024] 21、柔轮支撑轴承；                  22、法兰支撑轴承；

[0025] 23、法兰轴；                        24、法兰轴轴用弹性挡圈；

[0026] 25、凸轮；                          26、左侧套筒；

[0027] 27、左侧行星轮支撑轴承；            28、一级行星轮；

[0028] 29、右侧行星轴支撑轴承；            30、右侧套筒；

[0029] 31、行星架；                        32、行星轮安装轴。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参考附图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下面根据图1-图3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说明。

[0031] 一种行星谐波复合减速器，包括输入轴1、右侧行星架孔用弹性挡圈2、右侧行星架

支撑轴承3、太阳轮4、右侧外壳孔用弹性挡圈5、右侧主轴承6、一级右侧外壳7、内齿圈8、左

侧行星架支撑轴承9、左侧行星架孔用弹性挡圈10、左侧主轴承11、一级左侧外壳12、凸轮轴

用弹性挡圈13、柔性轴承14、刚轮15、柔轮16、二级右侧外壳17、交叉滚子轴承18、二级左侧

外壳19、输出法兰20、柔轮支撑轴承21、法兰支撑轴承22、法兰轴23、法兰轴轴用弹性挡圈

24、凸轮25、左侧套筒26、左侧行星轮支撑轴承27、一级行星轮28、右侧行星轴支撑轴承29、

右侧套筒30、行星架31、行星轮安装轴32。

[0032] 外壳主要由一级右侧外壳7、内齿圈8、一级左侧外壳12、刚轮15、二级右侧外壳17、

二级左侧外壳19组成。

[0033] 输入轴1通过右侧行星架支撑轴承3与左侧行星架支撑轴承9安装在行星架31上，

右侧行星架支撑轴承3通过右侧行星架孔用弹性挡圈2轴向定位，左侧行星架支撑轴承9通

过左侧行星架孔用弹性挡圈10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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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太阳轮4安装在输入轴1上，与一级行星轮28啮合。一级行星轮28通过左侧行星轮

支撑轴承27和右侧行星轴支撑轴承29安装在行星轮安装轴32上，左侧行星轮支撑轴承27通

过左侧套筒26轴向定位，右侧行星轴支撑轴承29通过右侧套筒30进行轴向定位。

[0035] 行星架31通过右侧主轴承6与左侧主轴承11分别安装在一级右侧外壳7与一级左

侧外壳12上，一级右侧外壳7通过右侧外壳孔用弹性挡圈5进行轴向定位，一级右侧外壳7、

内齿圈8与一级左侧外壳12连接在一起。

[0036] 法兰轴23与行星架31通过螺栓连接，凸轮25固定在法兰轴23上，柔性轴承通过凸

轮轴用弹性挡圈13固定在凸轮25的外侧，柔轮16通过柔性轴承14和柔轮支撑轴承21安装在

法兰轴23上，柔轮16与刚轮15啮合，刚轮15与一级左侧外壳12连接在一起。

[0037] 输出法兰20通过法兰支撑轴承22安装在法兰轴23上，法兰支撑轴承22通过法兰轴

轴用弹性挡圈24轴向定位，输出法兰20与柔轮16通过螺栓连接在一起，输出法兰20上装有

交叉滚子轴承18，安装在二级左侧外壳19、二级右侧外壳17上，安装在二级左侧外壳19、二

级右侧外壳17与刚轮15通过螺栓连接在一起。

[0038]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方式，并非对本实用新型做任何限制，凡是

根据本实用新型实质对以上实施方式所作的任何修改、变更以及等效变化，均仍属于本实

用新型技术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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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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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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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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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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