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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车辆底盘装配的通用

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工装包括：轨道、前桥小

车和后桥小车，两个小车一前一后以预定的间距

滚动配合在所述轨道上，用以实现对车辆前桥和

后桥的支撑架固；小车结构包括：车架、车轮、竖

梁、前桥支撑限位板和后桥支撑限位板，所述后

桥支撑限位板铰接安装于前桥支撑限位板的一

侧，具有支撑状态和非支撑状态，其支撑状态为

未翻转状态，非支撑状态为翻转后状态。本实用

新型实现了车辆底盘装配的流水作业，小车的结

构解决了传统底盘行走不便、需要人工移动工位

的问题，通过一种小车的结构设计实现两种不同

的使用状态，减少了成本投入，使得底盘的装配

作业轻松高效，减少人工劳动强度，提高装配工

作效率。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1页

CN 215659982 U

2022.01.28

CN
 2
15
65
99
82
 U



1.一种车辆底盘装配的通用工装，用以实现车辆底盘的装配作业，其特征在于，所述工

装包括：

轨道，配置在装配车间的地面上，沿途依次为不同的装配工位；

小车，包括前桥小车和后桥小车，两个小车一前一后以预定的间距滚动配合在所述轨

道上，用以实现对车辆前桥和后桥的支撑架固；

所述前桥小车和后桥小车的状态不同、结构相同；

其结构包括：

车架，为一中间横梁和两侧纵梁拼焊而成的工字型结构，为基础部件；

车轮，设有四个，两两一组分别安装在两侧纵梁的外侧，为行走部件；

竖梁，设有两个，分别竖直安装在两侧纵梁的上部，为连接部件；

前桥支撑限位板，设有两个，水平安装于所述竖梁的顶部，为固定限位件；

后桥支撑限位板，设有两个，铰接安装于前桥支撑限位板的一侧，具有支撑状态和非支

撑状态，其支撑状态为未翻转状态，非支撑状态为翻转后状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辆底盘装配的通用工装，其特征在于，

所述竖梁通过底部连接板及连接螺栓固定于底部车架上。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辆底盘装配的通用工装，其特征在于，

所述中间横梁上安装有叉车孔限位板。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辆底盘装配的通用工装，其特征在于，

所述后桥支撑限位板通过销轴铰接安装于前桥支撑限位板的一侧，实现后桥支撑限位

板与前桥支撑限位板之间的翻转连接。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辆底盘装配的通用工装，其特征在于，

所述前桥支撑限位板上设置有容纳后桥支撑限位板的沟槽，当后桥支撑限位板翻转至

前桥支撑限位板表面时，后桥支撑限位板的底部嵌入所述前桥支撑限位板的沟槽内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辆底盘装配的通用工装，其特征在于，

所述后桥支撑限位板翻转至前桥支撑限位板一侧时，其表面高度低于前桥支撑限位板

的表面高度。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辆底盘装配的通用工装，其特征在于，

所述车轮的一侧设置有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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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辆底盘装配的通用工装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属于汽车装配技术领域，具体来说，是一种用于车辆底盘装配的

通用工装。

背景技术

[0002] 汽车底盘装配涉及的工序较多，需要在不同的工序将不同的配件安装在底盘上。

目前并没有针地汽车底盘装配的专用工装，在车间装配时，只是将车架整体架装在一个框

架上，然后将各配件对其进行装配。这种装配方式，一方面不利于效率最大化，因车架整体

为固定式，无法在车间内流动，因此不能实现流水线作业，效率较低；其次，对于操作人员来

说，人工移动工位使整个装配过程的劳动强度非常大，费时费力，装配难度很大。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旨在提供一种车辆底盘装配的通用工装，以解决车辆底盘装配劳动强

度大、装配效率低的问题。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车辆底盘装配的通用工装，用以实现车辆底盘的装配作业，其特殊之处在于，

所述工装包括：

[0006] 轨道，配置在装配车间的地面上，沿途依次为不同的装配工位；

[0007] 小车，包括前桥小车和后桥小车，两个小车一前一后以预定的间距滚动配合在所

述轨道上，用以实现对车辆前桥和后桥的支撑架固；

[0008] 所述前桥小车和后桥小车的状态不同、结构相同；

[0009] 其结构包括：

[0010] 车架，为一中间横梁和两侧纵梁拼焊而成的工字型结构，为基础部件；

[0011] 车轮，设有四个，两两一组分别安装在两侧纵梁的外侧，为行走部件；

[0012] 竖梁，设有两个，分别竖直安装在两侧纵梁的上部，为连接部件；

[0013] 前桥支撑限位板，设有两个，水平安装于所述竖梁的顶部，为固定限位件；

[0014] 后桥支撑限位板，设有两个，铰接安装于前桥支撑限位板的一侧，具有支撑状态和

非支撑状态，其支撑状态为未翻转状态，非支撑状态为翻转后状态。

[0015] 所述竖梁通过底部连接板及连接螺栓固定于底部车架上。

[0016] 所述中间横梁上安装有叉车孔限位板。

[0017] 所述后桥支撑限位板通过销轴铰接安装于前桥支撑限位板的一侧，实现后桥支撑

限位板与前桥支撑限位板之间的翻转连接。

[0018] 所述前桥支撑限位板上设置有容纳后桥支撑限位板的沟槽，当后桥支撑限位板翻

转至前桥支撑限位板表面时，后桥支撑限位板的底部嵌入所述前桥支撑限位板的沟槽内

部。

[0019] 所述后桥支撑限位板翻转至前桥支撑限位板一侧时，其表面高度低于前桥支撑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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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板的表面高度。

[0020] 所述车轮的一侧设置有挡板，所述挡板一方面能够防止操作人员的脚被车轮碾

压，另一方面也能防止零部件卡住车轮滑行。

[0021]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轻卡底盘装配通用小车，通过小车与轨道的结构，实现了车辆

底盘装配的流水作业，小车的结构解决了传统底盘行走不便、需要人工移动工位的问题，通

过一种小车的结构设计实现两种不同的使用状态，减少了成本投入，使得车辆底盘的装配

作业轻松高效，减少人工劳动强度，大幅提高装配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22] 图1：前桥小车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后桥小车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本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

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5] 实施例一

[0026] 本实施例公开一种用于轻卡车辆底盘装配的通用工装，包括在装配车间内设置的

轨道以及滚动配合于所述轨道上的前桥小车和后桥小车，所述前桥小车和后桥小车的结构

相同，二者配合使用实现对一个车辆底盘的支撑。所述前桥小车用以支撑车辆前桥，所述后

桥小车用以支撑车辆后桥，故前桥小车和后桥小车之间的间距以车桥之间的距离为基准而

设置。所述前桥小车和后桥小车的结构包括：作为基础部件的车架、安装于车架底部两侧作

为行走部件的四个车轮2，以及安装于车架上方的前桥支撑限位板3和后桥支撑限位板4；所

述车架由中间横梁11和两侧纵梁12拼焊而成，所述前桥支撑限位板3通过竖梁5水平架固于

车架上方，所述后桥支撑限位板4为竖直板，其通过一侧的销轴6铰接于前桥支撑限位板3

上，且能够通过所述销轴6实现两个状态，分别为叠压立设于前桥支撑限位板3上的支撑状

态，以及脱离前桥支撑限位板3且位于其一侧的非支撑状态。在支撑状态下，后桥支撑限位

板并未翻转，其顶面支撑于车辆后桥上，作为后桥小车使用。在非支撑状态下，后桥支撑限

位板为不承重的翻转状态，且其表面高度低于前桥支撑限位板的表面高度，此时前桥支撑

限位板3支撑于车辆前桥上，作为前桥小车使用。最终实现通过相同结构的小车在两种状态

下，实现前后桥的支撑架固。

[0027] 在本实施例中，前桥支撑限位板3通过竖梁5安装在两侧纵梁12的上部的竖梁5架

装在车架的上方，所述竖梁5的两侧设置有加强板51，所述竖梁5的底部通过连接板7和连接

螺栓8固定在中间横梁11和两侧纵梁12上。为了配合叉车使用，所述车架的中间横梁11上安

装有叉车孔限位板11a。所述车轮2的一侧设置有挡板21，所述挡板21一方面能够防止操作

人员的脚被车轮碾压，另一方面也能防止零部件卡住车轮滑行。。

[0028] 本实施例的一种轻卡底盘装配通用小车，通过小车与轨道的结构，实现了车辆底

盘装配的流水作业，小车的结构解决了传统底盘行走不便、需要人工移动工位的问题，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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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车的结构设计实现两种不同的使用状态，减少了成本投入，使得车辆底盘的装配作

业轻松高效，减少人工劳动强度，大幅提高装配工作效率。

[0029] 综上所述，虽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

熟习此技艺者，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当可作各种更动与润饰，因此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当视后附的申请专利范围所界定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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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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