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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大、小球选择分类传送作为工业中器件选择传送的一个写照，在工业控制中

它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宽。它能够通过编程来完成各种预期的作业任务，并能在各

种复杂环境中工作，在构造和性能上兼有人和机器各自的优点，尤其在人工智能

方面大大地增加其效率，同时也改善了人类的工作环境与工作强度。 

 

二、设计内容 

1、主电路主要是在分拣传送系统运行过程中对分拣传送系统的电源进行输

送及电路运行状态的监控，以确保分拣传送系统能够正常运行。 

2、控制电路是控制大小球分拣传送控制系统的操作过程进行监控，比如：

大小球分拣传送控制系统，启动之后，开始下降，如果遇到大球，则不会碰到下

限位开关，延时 3 秒吸球，随后上升，当上升碰到上限位开关时，开始右移，碰

到右大球限位开关，开始下降，碰到下限位开关，开始释放，延时 3秒，开始上

升，然后返回原位，开始循环工作。 

 

三、设计方案 

1、设计思路 

为了抓取空间中任意位置和方位的物体，需有 6个自由度。自由度是分拣传

送系统设计的关键参数。自由度越多，分拣传送系统的灵活性越大，通用性越广，

其结构也越复杂。控制系统是通过对机械手每个自由度的电机的控制，来完成特

定动作。同时接收传感器反馈的信息，形成稳定的闭环控制。 

 

 

 

 

 

 

 

           

             图 1   机械手控制系统硬件结构框图 



 

2、设计方法 

对于大小球分拣传送系统安装原则是：安装一个电动机，以控制分拣传送系

统的运行。电机可以选用 YZ系列，YZ系列为鼠笼型异步电动机，要旋转起来的

先决条件是具有一个旋转磁场，一般定子绕组为绕线式，三相电源相与相之间的

电压在相位上是相差 120度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中的三个绕组在空间方位上

也互差 120度，这样，当在定子绕组中通入三相电源时，定子绕组就会产生一个

旋转磁场；转子绕组为鼠笼或绕线式，以鼠笼式转子绕组为例，定子绕组产生旋

转磁场后，会在机壳、定子及转子铁心和气隙中形成磁通回路，转子导条将切割

旋转磁场的磁力线（旋转的磁场切割静止不动的导条）而产生感应电流（可以用

右手定则判定感应电流方向），转子导条中的电流又与旋转磁场相互作用产生电

磁力（可以用左手定则判定力的方向），电磁力产生的电磁转矩就会驱动转子沿

旋转磁场方向旋转起来。一般情况下，电机的实际转速会低于旋转磁场的同步转

速。 

电机工作原理:用来产生磁场和作电动机的机械支撑。电动机的定子由定子

铁心、定子绕组和机座三部分组成。定子绕组镶嵌在定子铁心中，通过电流时产

生感应电动势，实现电能量转换。机座的作用主要是固定和支撑定子铁心。  

电机选型：由于机械手大约重 40KG，拾取大小球重量大约在 0.5kg-1.4kg

之间，机械手移动速度 V=4m/min,而一般电机效率为 0.75。 

电机公式运算输入功率 P1=√3*U1*I1*cosα=√3*380*15.4*0.85KW 

输出功率 P2=7.5KW 

效率=P2/P1=7.5/P1*100% 

熔断器的选型：断路器需选择电机额定电流的 1.5倍左右。 

熔断器的计算与选型：总保护熔体额定电流＝(1.5～2.5)×各台电动机电流

之和。 

交流接触器选型：接触器额定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 



热继电器的选型：因为电机是 380V，所以选择 380V的热继电器 

行程开关选型：选择适用于交流 50Hz 或 60Hz、电压至 380V，直流电压至

220V的控制电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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