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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的目的及意义

随着农业以及各个领域的发展，水带已经成为生产和

生活中常见的设备，主要在消防安全领域以及工农业灌溉

领域应用，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与安全。根据水带用

途可分为：农业灌溉水带、消防水带、排污水带、喷灌水带

和输水抽水水带等。在实际应用中，无论是消防水带还是

农业灌溉水带等在人工收卷时都费时费力，收卷速度较慢，

效率较低，单人收卷时，水带堆积，收卷方向不对还容易使

水带弯曲折损，水带内部积水不能充分排挤干净，大大降低

水带使用寿命和美观程度，影响再次使用。基于以上问题，

设计了一种链式双摇水带收卷装置，该装置结构简单，使用

方便，便于单人手动收卷水带，以解决上述问题与不足。

2 链式双摇水带收卷装置的特点

2.1 装置的构成

本装置由跨肩机构、链传动机构、收卷机构、双摇把

动力机构和可调节压紧滚筒机构等五部分组成，在这五种

机构的组成和配合下，结合使用者双手分别握紧双把手环

绕转动的动力，带动链齿以链条传动的方式使得前后双转轴

转动，增加动力的同时轻松快速地使水带收卷。由于水带

收卷器要随时在消防现场或者室外农田使用，应便于携带，

且不需要通过插座来提供能量。故此设计为手动装置，无需

电池等外界供能，使用方便，操作简单，经济实用。

2.2 挎肩机构的设计

挎肩机构由腰部卡座、肩膀卡座和横向撑杆构成。腰

部卡座上焊接有肩部卡座，二者组合构成胸前托架；肩部

卡座间焊接横向支撑杆，使得胸前托架更加牢固；横向支

撑杆连接有向胸前支撑的固定支架。腰部卡座和肩部卡座

采用铝合金结构或不锈钢结构，腰部卡座设计成椭圆形状，

肩部卡座设计成倒钩弧形状，在卡座贴近人身体一侧粘贴有

橡胶材质薄片，使操作者挎在肩部和腰部时更加舒适，避免

弄伤身体，安全舒适性较高。

2.3 收卷机构的设计

收卷机构由收卷轴、水带缠绕头和挡带圈等构成，为

了能更好地卡住水带进行收卷，收卷轴的一端连接水带缠绕

头，水带缠绕头设计成U形叉状，且U形叉内部为空心结构，

开口之间长度小于水带的接头直径，在收卷轴和 U 形叉之

间设计焊接有金属挡带圈，使所收卷的水带依靠在挡带圈一

侧，收卷时更加方便整齐。

2.4 链传动机构的设计

一般机械传动中常用的是传动链。传动链又可以分为

短节距精密滚子链、齿形链等类型。滚子链常用于传动系

统的低速级，一般传递的功率在 100kW 以下，链速不超过

15 m/s。因该设计中的链传动链速小于 15 m/s，传递的功率

在 100kW 以下，所以选择滚子链。主动链轮通过键连接在

主动转轴上，通过双手转动输入动力，主动链齿转动带动

从动链齿转动，使得水带快速收卷，与带传动相比，链传

动没有弹性滑动，能保持准确的平均传动比，传动效率高，

不需要很大的张紧力，所有轴与轴承所受负载较小，人工操

作时节省体力，且不会打滑，传动可靠，成本较低。

2.5 双摇把动力机构的设计

双摇把动力机构由固定摇把和可拆卸摇把组合而成，

固定摇把连接在收转轴的另外一端，摇把外侧套有保护套，

使操作者可以更加方便转动摇把的同时保护操作者的双手；

可拆卸摇把插接在 U 形叉内部，与固定摇把同轴转动。这

是本设计的一大特点，双摇把转动大大增加装置输入动力，

水带收转轴的转速也因此得到提高，同时具体使用可因人而

异，如操作人员认为单摇把即可不费力气卷动水带，可拆卸

此处摇把，并不影响装置操作，方便快捷。

2.6 可调节压紧滚筒机构的设计

可调节压紧滚筒机构是本设计的又一特点，由从动转

轴、压紧滚筒、弹簧、摆杆等装置构成，从动轴一端连接从

动链齿，另外一端固定连接转筒，压紧滚筒一端连接摆杆，

摆杆中部连接弹簧装置，水带夹在转筒和压紧滚筒之间，

通过弹簧的弹性以及水带的厚度、材质可调节转筒与压紧滚

筒之间的间隙，使得压紧滚筒充分与水带接触，高效的排

挤出水带的内部积水，为接下来的水带干燥工作提供便捷，

并且可以纠正水带的收卷方向，避免水带弯曲折损，一定程

度上延长了水带的使用寿命。

3 装置工作原理及使用过程

挎肩托架搭在使用者身上，拆下可拆卸摇把，将水带

口卡在水带缠绕头 U 形叉处，将水带伸展一定长度夹在从

动转轴的转筒和压紧滚筒之间，适当调节摆杆，使压紧滚

筒紧贴水带，将可拆卸摇把插入 U 形叉内部，双手分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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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在维修过程中所需要的零件仪器等，及时将所需材料补

充到位，共同配合数控设备中的电气故障维修工作。

3 处理方法

3.1 直接观察出机床设备出现的电气故障

在数控机床设备发生电气故障时，要及时处理，可通

过直接观察的方法进行检测维修。直接观察法，就是维修人

员根据自己的感官，根据自己肉眼所看到的情况，结合自身

的经验，找出电气故障产生的原因并采取相对应的解决措

施，这是最直接最速度的方法，仅需结合自身丰富的经验即

可判断，因而被广泛应用。不过在现场观察时，维修人员需

要询问一下电气故障发生时在场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了解数

控机床发生电气故障时设备是否存在损坏，是否出现线路烧

焦，是否闻到异味等，并结合操作手册进行科学合理的判断，

找出发生故障的原因。

 3.2 数控机床设备的自我诊断法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许多数控机床设备的数控系统

都可以进行自我诊断，这为维修人员的工作带来极大的便

利，许多数控系统可以像维修人员提供自身诊断出电气故障

出现的问题，维修人员根据出现的问题直接给出维修对策即

可，大大提高了维修工作的效率。不过，在设备进行自我诊

断时也会出线异常情况，数控机床设备会出现报警信息，这

时候维修人员要将电源切断，确保数控机床设备的安全性。

另外，数控机床设备出现故障后会产生报警信号，维修人员

可以根据报警信号来对电气故障进行及时有效地检测处理。

3.3 对数控机床设备自身的参数检�

在数控机床设备电气故障维修时还可以运用参数检�。

数控机床设备中的电气故障发生的部分有可能是数控机床

设备本身自带的参数出现了问题。在面对数控机床设备电气

故障问题时，可以通过修改数控机床设备自身的参数进行调

试。因为长期的设备运转有可能会导致数控设备自身的参数

发生变化，这就需要维修人员不定期的检查设备参数，进行

参数调整。出现参数错误的这种问题，需要维修人员具有丰

富的参数调整经验，通过观察，科学有效地对电气进行正确

的调试，及时正确处理好数控机床设备中的电气故障问题。

4 结语

所有的数控机床设备在使用中都有其固定的操作方法

和使用年限，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设备出现故障问题也是必然

的。数控机床设备在日常的管理和使用过程中也要遵循其固

有的操作方法，科学有效地进行操作使用。在数控机床设

备出现电气故障的时候，技术人员要及时进行全面的检查，

根据自身丰富的经验和科学知识做到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

急救维修处理，能够确保剩余的生产活动的继续进行，从而

保持数控机场设备的生产效率，提高企业的生产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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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转动固定摇把和可拆卸摇把，收卷中心轴带动主动链齿

转动，主动链齿通过链条传动带动从动链齿转动，从动链

齿带动从动转轴上的转筒转动，水带收卷头开始对水带进

行收卷，压紧滚筒和从动转轴上的转筒开始纠正水带收卷

方向并对水带内部积水进行充分排挤，直至水带收卷完成，

水带紧靠挡带圈一侧，卸下可拆卸摇把，将卷好整齐的水带

取下即可。

4 结语

通过对一种链式双摇水带收卷装置的设计，采用链传

动结构，双摇把手动转动与可调节压紧滚筒机制结合，实现

了对水带的快速收卷和充分排挤水带内积水的效果。该装置

结构简单，易于操作，省时省力，体积较小，便于携带。此

外，该装置为纯手动动力，避免了断电和停电所带来的麻烦，

适用于消防灭火后的水带收卷、农业灌溉水带的收卷等多种

复杂环境中，无需依靠外界因素，便可操作，适应用于多类

型环境下的多类型水带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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