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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

们对产品的包装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同时随着科学技

术不断创新发展，高速、高质量的包装生产线需求越

来越多。从而不断地推动不干胶贴标机的创新和发展，

而送标器是不干胶贴标机的核心功能部件，需优先进

行研制。现在使用的单压辊的送标器，送标线速度一

般在 35m/min 以内，停标精度为±2mm。而现实需求中，

定位贴标机的需求是重复精度 ±1mm ；300 瓶 /min 的

高速医药包装圆瓶旋转贴标机的需求是出标速度 50m/
min。可见现单压辊的送标器已不能完全满足贴标设备

需求。

根据市场竞争和未来不干胶贴标机的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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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于商品的包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促进了不干胶贴标机
的发展。作为不干胶贴标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送标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介绍的双压辊送标器，
是不干胶贴标机的核心功能部件，根据客户对贴标质量更高的需求而开发设计的；通过双压辊压标签机
构和伺服控制系统，实现高速和高精度的送标功能。通过实践，文中所介绍的双压辊送标器完全满足要求，
并且在速度与精度上都能够达到较高的水平，可以对其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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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一种双压辊送标器的研制”的课题并逐步完

善，从而实现不干胶贴标最高速度能达 60m/min ；在 
45m/min 以内，停标精度为 ±0.5mm 的性能指标。

1    双压辊送标器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如图 1 所示，双压辊送标器的功能模块由松卷器组

件、主动辊组件、压辊组件、出标组件、收底纸组件

和标签阻尼组件等组成，通过机械连接安装在送标器

主板上。

双压辊送标器的工作原理如图 1 所示。图 1 中的标

签绕向：按图中顺序牵引标签底纸到 2.1 收底纸辊轴上，

手工顺时针盘动 2.1 收底纸辊轴，让标签底纸在轴上绕

2～3圈后插入2.2夹紧叉压紧标签底纸；绕标签时，向上

扳动 3.1 压辊手柄，使 4 压辊组件与 3 主动辊组件分开，

图 1    双压辊送标器的原理简图

1- 松卷器组件；2- 收底纸组件；2.1- 收底纸辊轴；2.2- 夹紧叉；3- 压辊组件；3.1- 压辊手柄；4- 主动辊组件；5- 出标组件；

6- 标签阻尼组件；7- 送标器主板；8- 不干胶标签

标签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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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完标签后，使两压辊之间的标签处于拉紧状态后将压

辊扳手复位压紧。通过 1 松卷器组件来持续性提供不干

胶标签；通过两组压辊组件分别把不干胶标签和剥离标

签后的标签底纸压在 4 主动辊组件上；通过伺服控制 4
主动辊组件转动，带动标签往前输送；通过 5 出标组件

和伺服控制 4 主动辊组件来实现每一张标签输送的启

停和标签从底纸上剥离；通过 2 收底纸组件把标签底纸 
收集。 

2    主动辊组件

主动辊组件的工作原理如图 2 所示，1 伺服电机动

力经 2 减速机（1:10）、3 同步带及同步轮传递到 6 金

刚砂轮组件并实现伺服精准控制；通过 3.1 同步带张紧

轮实现 3 同步带及同步轮动力传递过程的张紧，保证

动力传递过程的准确性；4 下轴承座、7 上轴承座 和 8
连结杆组合来固定 6 金钢砂轮组件，增强刚性连接保

证动力传递的平稳性。

速度校核：伺服电机工频转度 3000r/min，取减速

比 1：10， 6 金刚砂轮组件直径 65mm，计算输出速度为：

V=π×D×n=3.14×0.065×（3000/10）

   =61.23m/min > 60m/min
   满足设计要求。

 
3    双压辊组件

如图 3 所示，双压辊组件是由 2 组单独的压辊组件

组成，分布在主动辊组件两侧，保证主动辊组件受力的

均衡性，并使标签与主动辊组件形成尽可能大的包角，

减少标签传递过程的打滑，提高停标精度。

压辊组件的工作原理如图 4 所示，通过 1.6 压簧

螺丝来改变 1.5 压簧的压缩量来调节 1 压辊组合压标

签的预紧力；通过 5.3 压辊手柄改变 5.1 凸轮和 1.3 凸

轮压板的接触高低位来实现 1 压辊组合的压紧或松开；

通过 1.7 拉簧组合来保持 5.1 凸轮和 1.3 凸轮压板的 
接触。

 
4    出标组件

出标组件的工作原理如图 5 所示，标签输送过程

中，通过 4 剥离板把 5.2 标签从 5.1 标签底纸上剥离；

通过 2 组 1 压辊组件和 2 主动辊组件，保持出标组件

段的标签一直处于拉紧状态；5.2 标签之间在 5.1 标签

底纸上有 3mm 的间隔，通过 3 标签传感器触发和伺服

系统控制 2 主动辊组件的转动或停止来实现出标和第 2
个标签精确的停标位置，从而保证标签的剥离和停标的 
精度。

 
5    松卷器组件

松卷器组件的工作原理如图 6 所示，通过的 3.1 扭簧

调节来控制 3 松卷器摆杆组上标签的松紧度；通过 3 松卷

器摆杆组和 4 刹车装置来控制 1 松卷器下盘组件的放标

速度；新装或更换标签时，通过手动压 2.2 松卷器夹子来

松开 2 松卷器上盘组件并取出；把 8 不干胶标签装在 1 松

卷器下盘组件上，紧套 1.3 标签卡盘并贴着 1.1 松卷器下

图 2    主动辊组件简图

1- 伺服电机；2- 减速机（1:10）；3- 同步带及同步轮；3.1- 同步带张紧轮；4- 下轴承座；5- 送标器主板；

6- 金钢砂轮组件；7- 上轴承座；8- 连结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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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压辊组件简图

1- 压辊组合；1.1- 轮胶轮；1.2- 加强杆；1.3- 凸轮压板；1.4- 转轴安装板；1.5- 压簧；1.6- 压簧螺丝；1.7 拉簧组合；2- 下安装板；

3- 过渡辊；4- 连接块；5- 凸轮手柄组合；5.1- 凸轮；5.2- 凸轮轴；5.3- 压辊手柄；6- 侧连接板；7- 上安装板；8- 手柄挡块

盘，实现标签输送时 1 松卷器下盘组件

与 8 不干胶标签环绕 7 中间转轴一起转

动；在更换好标签后，再把 2 松卷器上

盘组件套在 1.2 松卷辊上压着标签，松

开手动压 2.2 松卷器夹子，实现 2 松卷

器上盘组件卡在 1.2 松卷辊进行侧护标

签；通过 5 剩余标签检测电眼进行判断

8 不干胶标签的剩余量，实现 8 不干胶

标签的剩余量已不足时，控制系统会进

行报警提醒，操作人员准备更换新的 8
不干胶标签；通过 6 安装件把松卷器组

件固定在送标器主板上。

图 5    出标组件简图

1- 压辊组件；2- 主动辊组；3- 标签传感器；4- 剥离板  5- 不干胶标签；5.1- 标签底纸；5.2- 标签；5.3- 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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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双压辊组件简图

1- 压辊组件 A；2- 压辊组件 B；3- 主动辊组件；4 送标器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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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松卷器组件简图

1- 松卷器下盘组件；1.1- 松卷器下盘；1.2- 松卷辊； 1.3- 标签卡盘；2- 松卷器上盘组件；2.1- 松卷器上盘；

2.2- 松卷器夹子；3- 松卷器摆杆组；3.1- 扭簧；4- 刹车装置； 5- 剩余标签检测电眼；6- 安装件；7- 中间转轴；8- 不干胶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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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双压辊送标器的成功研制和应用，大大提高

了现送标器的速度和精度，提高了在贴标机市场

的竞争力，为高速贴标机的实现提供夯实的技术 
基础。

双压辊送标器的开发设计过程中充分选用伺服系

统、标签传感器、同步带等成熟技术和部件进行设计

整合，具有结构精简、高可靠性、高效率、高精度等特点，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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