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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铝型材加工设备的技术领

域,它涉及一种铝型材焊接用固定装置,包括工

作台及置于工作台上的基座，基座上均布有四个

夹具，夹具和基座滑动连接，工作台上设有控制

四个夹具同时在基座上滑动的驱动器，驱动器包

括伺服电机及和四个夹具连接的支架，支架包括

导向杆及和导向杆滑动连接的套件，伺服电机的

输出端和套件连接，套件的周壁上设有分别和四

个夹具连接的拉杆件，基座上对应四个夹具设置

有四根具有开口的滑轨，夹具通过滑块和滑轨滑

动连接，拉杆件伸入滑轨的开口和滑块连接，滑

轨呈倾斜状且和基座之间产生的锐角角度为

36°，本实用新型结构合理简单，实用性强，可实

现一机多控，能耗低，对铝型材夹持稳定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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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铝型材焊接用固定装置，包括工作台及置于工作台上的基座，基座上均布有四

个夹具，夹具和基座滑动连接，四个夹具之间构成用于放置铝型材的活动空间，其特征是：

所述工作台上设有控制四个夹具同时在基座上滑动的驱动器，驱动器包括伺服电机及和四

个夹具连接的支架，伺服电机的输出端和支架连接，所述支架包括导向杆及和导向杆滑动

连接的套件，伺服电机的输出端和套件连接，套件的周壁上设有分别和四个夹具连接的拉

杆件，基座上对应四个夹具设置有四根具有开口的滑轨，夹具通过滑块和滑轨滑动连接，拉

杆件伸入滑轨的开口和滑块连接，滑轨呈倾斜状且和基座之间产生的锐角角度为36°，所述

夹具包括座块及吸盘，吸盘的端面上滑动连接有若干夹块，夹块上贯穿有锁紧螺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铝型材焊接用固定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拉杆件包括和套

件连接的主动杆及和滑块连接的从动杆，主动杆和从动杆之间通过传动体铰链接，主动杆

呈倾斜设置且和套件之间构成的锐角角度为70°，从动杆和滑轨呈平行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铝型材焊接用固定装置，其特征是：所述传动体包括基板

及呈上、下关系置于基板上的上架体及下架体，上架体和下架体均由一块挡板及分别置于

挡板两侧的夹板组合构成，挡板上开设有U型缺口，两夹板之间设有轴杆，主动杆和下架体

上的轴杆连接，从动杆和上架体上的轴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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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铝型材焊接用固定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铝型材加工设备的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铝型材焊

接用固定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2012年，随着我国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和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铝型材全行业的

产量和消费量迅猛增长，而我国也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铝型材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经

过长达近10年的高速增长，我国铝型材行业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并展现出了诸多新的发

展趋势。

[0003] 铝型材在焊接过程中需要精心固定，现有技术中的固定工装结构、功能单一，难以

满足焊接要求。

[0004] 针对上述问题专利号：201720361788.8公开了一种铝型材焊接固定装置，通过设

置第一液压缸、第二液压缸、第三液压缸和第四液

[0005] 压缸，根据实际需要，利用活塞杆推动固定板，从而将放置在固定板之间的待焊接

铝型材夹紧，避免焊接时松动。

[0006] 上述设备需要利用四台液压缸同时驱动推动用于夹持铝型材的固定板，生产能耗

大，而且由于采用四台液压缸同时工作，各推板在活动中容易产生偏差，在实际过程中铝型

材会晃动。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合理简单，实用

性强，可实现一机多控，能耗低，对铝型材夹持稳定性强的铝型材焊接用固定装置。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铝型材焊接用固定装置，包括工作台及置于工作台上的基座，基座上均布有

四个夹具，夹具和基座滑动连接，四个夹具之间构成用于放置铝型材的活动空间，工作台上

设有控制四个夹具同时在基座上滑动的驱动器，驱动器包括伺服电机及和四个夹具连接的

支架，伺服电机的输出端和支架连接，所述支架包括导向杆及和导向杆滑动连接的套件，伺

服电机的输出端和套件连接，套件的周壁上设有分别和四个夹具连接的拉杆件，基座上对

应四个夹具设置有四根具有开口的滑轨，夹具通过滑块和滑轨滑动连接，拉杆件伸入滑轨

的开口和滑块连接，滑轨呈倾斜状且和基座之间产生的夹角为36°，夹具包括座块及吸盘，

吸盘的端面上滑动连接有若干夹块，夹块上贯穿有锁紧螺栓。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伺服电机驱动套件在导向杆上滑动，套件上的拉杆件会

顶着滑块带着各夹具在滑轨上滑动，实现对铝型材的夹持，由于各夹具为同步滑动，位移距

离相等，确保了对铝型材的夹持稳定性，而且只需要一台伺服电机即可实现四个夹具的活

动，大大降低了能耗。利用吸盘上的夹块调节位置实现对铝型材的进一步夹持，大大提高了

铝型材的装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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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拉杆件包括和套件连接的主动杆及和滑块连接的

从动杆，主动杆和从动杆之间通过传动体铰链接，主动杆呈倾斜设置且和套件之间构成的

锐角角度为70°，从动杆和滑轨呈平行设置从动杆和滑轨呈平行设置。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为了保证主动杆将力传递至从动杆时，夹具在滑轨上的

滑动稳定性，故而滑轨和基座的夹角角度为36°，主动杆和套件的夹角角度为70°，该两个角

度下，滑块受错位产生的剪应力最小。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传动体包括基板及呈上、下关系置于基板上的上

架体及下架体，上架体和下架体均由一块挡板及分别置于挡板两侧的夹板组合构成，挡板

上开设有U型缺口，两夹板之间设有轴杆，主动杆和下架体上的轴杆连接，从动杆和上架体

上的轴杆连接。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主动杆和从动杆受力时，传动体会翻转，主动杆和从动

杆会靠于U型缺口内，实现角度和力的转换，确保了滑块的滑动方向的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传动体的结构示意。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吸盘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参照图1至图3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做进一步说明。

[0019] 本实施例具体结构：包括工作台及置于工作台上的基座1，基座1上均布有四个夹

具2，夹具2和基座1滑动连接，四个夹具2之间构成用于放置铝型材的活动空间。

[0020] 工作台1上设有控制四个夹具2同时在基座1上滑动的驱动器，驱动器包括伺服电

机4及和四个夹具2连接的支架，伺服电机4的输出端和支架连接，所述支架包括导向杆3及

和导向杆3滑动连接的套件31，伺服电机4的输出端和套件31连接，套件31的周壁上设有分

别和四个夹具2连接的拉杆件，基座1上对应四个夹具2设置有四根具有开口的滑轨51，夹具

2通过滑块52和滑轨51滑动连接，拉杆件伸入滑轨51的开口和滑块52连接，滑轨51呈倾斜状

且和基座1之间产生的夹角为36°。

[0021] 夹具2包括座块21及吸盘22，吸盘22的端面上滑动连接有若干夹块23，夹块23上贯

穿有锁紧螺栓20。

[0022] 伺服电机4驱动套件31在导向杆3上滑动，套件31上的拉杆件会顶着滑块52带着各

夹具2在滑轨51上滑动，实现对铝型材的夹持，由于各夹具2为同步滑动，位移距离相等，确

保了对铝型材的夹持稳定性，而且只需要一台伺服电机4即可实现四个夹具2的活动，大大

降低了能耗。

[0023] 拉杆件包括和套件31连接的主动杆41及和滑块52连接的从动杆42，主动杆41和从

动杆42之间通过传动体6铰链接，主动杆41呈倾斜设置且和套件之间构成的锐角角度为

70°，从动杆42和滑轨51呈平行设置从动杆42和滑轨51呈平行设置。

[0024] 为了保证主动杆41将力传递至从动杆42时，夹具2在滑轨51上的滑动稳定性，故而

滑轨51和基座1的夹角角度为36°，主动杆41和套件的夹角角度为70°，该两个角度下，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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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受错位产生的剪应力最小。

[0025] 传动体6包括基板600及呈上、下关系置于基板600上的上架体62及下架体61，上架

体61和下架体62均由一块挡板及分别置于挡板6b两侧的夹板6a组合构成，挡板上开设有U

型缺口60，两夹板之间设有轴杆6c，主动杆41和下架体上的轴杆6c连接，从动杆42和上架体

上的轴杆6c连接。

[0026] 在主动杆41和从动杆42受力时，传动体6会翻转，主动杆41和从动杆42会靠于U型

缺口内，实现角度和力的转换，确保了滑块52的滑动方向的稳定性。

[0027]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范围内进行通常的变化和替换都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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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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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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