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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特征是三维设计中最常用的特征之一,具有相同截面、可以指定深度的实体都可以用

拉伸特征建立。旋转特征是截面绕一条中心轴转动扫过的轨迹形成的特征,旋转特征类似于

机械加工中的车削加工,旋转特征适用于大多数轴和盘类零件。

课题3-1 拉伸建模

【学习目标】
(1)

 

零件建模的基本规则。
(2)

 

创建拉伸特征。
【工作任务】
应用拉伸特征创建模型,如图3-1所示。

图3-1 拉伸特征建模

【任务实施】

1.
 

新建文件

新建文件并保存为“拉伸特征建模.sldprt”。

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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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绘制草图

2.
 

建立拉伸基体

(1)
 

在右视基准面绘制草图,如图3-2所示。

 关于选择最佳轮廓和选择草图平面

①
 

选择最佳轮廓。
分析模型,选择最佳建模轮廓,如图3-3所示。
轮廓A:

 

这个轮廓是矩形的,拉伸后,需要很多的切

除才能完成毛坯建模。

图3-3 选择最佳建模轮廓

轮廓B:
 

这个轮廓只需添加两个凸台,就可以完成毛坯建模。
轮廓C:

 

这个轮廓是矩形的,拉伸后,需要很多的切除才能完成毛坯建模。
本实例选择轮廓B。

②
 

选择草图平面。
分析模型,选择最佳建模轮廓放置基准面,如图3-4所示。

图3-4 草图方位

⟡ 第一种放置方法:
 

最佳建模轮廓放置右视基准面。
⟡ 第二种放置方法:

 

最佳建模轮廓放置上视基准面。
⟡ 第三种放置方法:

 

最佳建模轮廓放置前视基准面。
根据模型放置方法进行分析可知:

 

⟡ 考虑零件本身的显示方位。零件本身的显示方位决定模型怎样放置在标准视图中,如
轴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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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零件在装配图中的方位。装配图中固定零件的方位决定了整个装配模型怎样放

置在标准视图中,如轴测图。
⟡ 考虑零件在工程图中的方位。建模时应该使模型的右视图与工程图的主视图完全

一致。
根据上面分析可知,第一种放置方法最佳。
(2)

 

单击【特征】选项卡上的【拉伸凸台/基体】按钮 ,会出现【凸台-拉伸】属性管理器。

①
 

在【方向1】组,从【终止条件】列表中选择【两侧对称】选项。

②
 

在【深度】文本框输入50.00mm,如图3-5所示,并单击【确定】按钮 。

图3-5 拉伸基体

 关于创建拉伸特征的流程

①
 

生成草图。

②
 

在【特征】选项卡上单击【拉伸凸台/基体】按钮 。

③
 

设定属性管理器选项,单击【确定】按钮 。

 关于拉伸特征开始和结束类型

①
 

拉伸特征有以下4种不同形式的开始类型,如图3-6所示。

图3-6 各种开始条件及其结果

⟡ 【草图基准面】:
 

从草图所在的基准面开始拉伸。
⟡ 【曲面/面/基准面】:

 

从这些实体之一开始拉伸,为【曲面/面/基准面】 选择有效的

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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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点】:
 

从选择的顶点开始拉伸。
⟡ 【等距】:

 

从与当前草图基准面等距的基准面上开始拉伸,在【输入等距值】中设定等距

距离。

②
 

拉伸特征的终止条件有以下8种不同的类型,如图3-7所示。

图3-7 各种终止条件及其结果

⟡ 【给定深度】:
 

从草图的基准面拉伸特征到指定的距离。
⟡ 【完全贯穿】:

 

从草图的基准面拉伸特征直到贯穿所有现有的几何体。
⟡ 【成形到一顶点】:

 

从草图的基准面拉伸特征到一个与草图基准面平行,且穿过指定顶

点的平面。
⟡ 【成形到下一面】:

 

从草图的基准面拉伸特征到相邻的下一面。
⟡ 【成形到一面】:

 

从草图的基准面拉伸特征到一个要拉伸到的面或基准面。
⟡ 【到离指定面指定的距离】:

 

从草图的基准面拉伸特征到一个面或基准面指定的距离平

移处。
⟡ 【成形到实体】:

 

从草图的基准面拉伸特征到指定的实体。
⟡ 【两侧对称】:

 

从草图的基准面开始,沿正、负两个方向对称拉伸特征。

 选择【两侧对称】形式为终止条件时,若拉伸距离为10mm,建模后以基准面为

中心,正、负两个方向的拉伸距离各自为5mm,即总的拉伸距离为10mm。

 关于对称零件的建模思路

下面总结对称零件的设计方法。

图3-8 在指定面绘制草图

⟡ 草图层次:
 

利用原点设定为草图中点或者对称

约束。
⟡ 特征层次:

 

利用对称拉伸或镜像。

3.
 

成形到下一面
 

(1)
 

在指定面绘制如图3-8所示草图。
(2)

 

单击【特征】选项卡上的【拉伸凸台/基体】按钮

,会出现【凸台-拉伸】属性管理器,在【方向1】组,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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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按钮 ,选中后按钮呈现灰色,从【终止条件】列表中选择【成形到下一面】选项,如图3-9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 。

图3-9 成形到下一面

4.
 

成形到一顶点

(1)
 

在指定面绘制如图3-10所示草图。
(2)

 

单击【特征】选项卡上的【拉伸凸台/基体】按钮 ,会出现【凸台-拉伸】属性管理器。

①
 

在【方向1】组,从【终止条件】列表中选择【成形到一顶点】选项。

②
 

激活【顶点】列表,在图形区选择顶点,如图3-11所示,单击【确定】按钮 。

图3-10 在指定面绘制草图1
   

图3-11 成形到一顶点

5.
 

完全贯穿1
(1)

 

在指定面绘制如图3-12所示草图。
(2)

 

单击【特征】选项卡上的【拉伸切除】按钮 ,会出现【切除-拉伸】属性管理器,在【方向

1】组,从【终止条件】列表中选择【完全贯穿】选项,如图3-13所示,单击【确定】按钮 。

图3-12 在指定面绘制草图2

    
图3-13 完全贯穿

6.
 

完全贯穿2
(1)

 

在指定面绘制如图3-14所示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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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特征】选项卡上的【拉伸切除】按钮 ,会出现【切除-拉伸】属性管理器,在【方向

1】组,从【终止条件】列表中选择【完全贯穿】选项,如图3-15所示,单击【确定】按钮 。

图3-14 在指定面绘制草图3 图3-15 完全贯穿

7.
 

存盘
 

选择【文件】|【保存】命令,保存文件。
【任务拓展】
按照图3-16和图3-17所示创建模型。

图3-16 拓展练习3-1 图3-17 拓展练习3-2

课题3-2 旋转特征建模

【学习目标】
创建旋转特征。
【工作任务】
应用旋转特征创建模型,如图3-18所示。
【任务实施】

1.
 

新建文件

新建文件并保存为“旋转特征建模.sldprt”。

2.
 

建立旋转基体

(1)
 

在右视基准面绘制草图,如图3-19所示。

 关于标注

草图标注以直径的形式标注尺寸更符合实际情况。

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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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旋转特征建模 图3-19 在右视基准面绘制草图

(2)
 

单击【特征】选项卡上的【旋转凸台/基体】按钮 ,会出现【旋转】属性管理器。

①
 

在【旋转轴】组,激活【旋转轴】列表,在图形区选择【直线2】。

②
 

在【方向1】组,从【旋转类型】列表中选择【给定深度】选项。

③
 

在【角度】文本框输入360.00度,如图3-20所示,单击【确定】按钮 ,完成操作。

 图3-20 旋转轮

 关于创建旋转特征的流程

①
 

生成草图。

②
 

在【特征】选项卡上单击【旋转凸台/基体】
按钮 。

③
 

设定属性管理器选项,单击【确定】按钮 。

 关于旋转轴

旋转轴不得与草图曲线相交。可是,它可以

和一条边重合。当草图中的中心线多于两条以上

时,SOLIDWORKS需要用户指定旋转轴。

 关于旋转特征的终止条件

相对于草图基准面设定旋转特征的终止条件。
 

⟡ 【给定深度】:
 

从草图以单一方向生成旋转。
⟡ 【成形到一顶点】:

 

从草图基准面生成旋转到指定顶点。
⟡ 【成形到一面】:

 

从草图基准面生成旋转到指定曲面。
⟡ 【到离指定面指定的距离】:

 

从草图基准面生成旋转到所指定曲面的指定距离处。
⟡ 【两侧对称】:

 

从草图基准面以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生成旋转。
 

3.
 

打孔
 

(1)
 

选择【插入】|【特征】|【简单直孔】命令,会出现【孔】属性管理器。

①
 

在图形区中选择凸台的顶端平面作为放置平面。

②
 

在【方向1】组,从【终止条件】选择【完全贯穿】选项。

③
 

在【孔直径】文本框输入20.00mm,如图3-21所示,单击【确定】按钮 。
(2)

 

在FeatureManager设计树中单击刚建立的孔特征,从快捷工具栏中单击【编辑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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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在图形区中选择凸台的顶端平面作为放置平面

按钮 ,进入【草图】环境。

①
 

设定孔的圆心位置,如图3-22所示。

②
 

单击【退出草图】按钮 ,退出【草图】环境。

4.
 

切键槽

(1)
 

在指定面绘制如图3-23所示的草图。

图3-22 孔定位 图3-23 绘制草图

(2)
 

单击【特征】选项卡上的【拉伸切除】按钮 ,会出现【切除-拉伸】属性管理器。

①
 

在【方向1】组,从【终止条件】列表中选择【完全贯穿】选项。

②
 

选中【薄壁特征】复选框。

③
 

从【类型】列表中选择【两侧对称】选项。

④
 

在【厚度】文本框输入6.00mm,如图3-24所示,单击【确定】按钮 ,完成操作。

图3-24 切键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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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切槽

采用薄壁特征完成切槽,是SW的一种典型操作。

5.
 

存盘

选择【文件】|【保存】命令,保存文件。
【任务拓展】
按照图3-25和图3-26所示创建模型。

图3-25 拓展练习3-3

 
图3-26 拓展练习3-4

课题3-3 多实体建模

【学习目标】
多实体建模方法。
【工作任务】
应用多实体建模方法建模,如图3-27所示。

图3-27 多实体建模实例

【任务实施】

1.
 

新建文件

新建文件并保存为“多实体建模方法建模.sldprt”。

2.
 

建立基体

(1)
 

在右视基准面绘制草图,如图3-28所示。
(2)

 

单击【特征】选项卡上的【拉伸凸台/基体】按钮 ,会出现【凸台-拉伸】属性管理器。

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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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8 绘制草图1

  ①
 

在【方向1】组,从【终止条件】列表中选择【给定深度】选项。

②
 

在【深度】文本框输入20.00mm。

③
 

在【所选轮廓】组,激活【所选轮廓】列表,在图形区选择拉伸轮廓,如图3-29所示,单击

【确定】按钮 。

 关于“所选轮廓”

在图形区域中选择轮廓来生成拉伸特征。
(3)

 

在指定面绘制草图,如图3-30所示。

图3-29 拉伸基体1 图3-30 绘制草图2

(4)
 

单击【特征】选项卡上的【拉伸凸台/基体】按钮 ,会出现【凸台-拉伸】属性管理器。

①
 

在【方向1】组,点选【反向】按钮,从【终止条件】列表中选择【给定深度】选项。

②
 

在【深度】文本框输入130.00mm。

③
 

取消【合并结果】复选按钮。

④
 

默认选中【薄壁特征】复选按钮,点选【反向】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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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从【类型】列表中选择【单向】选项。

⑥
 

在【深度】文本框输入10.00mm,如图3-31所示,单击【确定】按钮 。

图3-31 拉伸基体2

 关于薄壁特征

在【拉伸】属性管理器中,选中【薄壁特征】复选框,则拉伸得到的是薄壁体。

①
 

【单向】:
 

设定从草图以一个方向(向外)拉伸的厚度 ,如图3-32所示。

②
 

【两侧对称】:
 

设定以两个方向从草图均等拉伸的厚度 ,如图3-33所示。
 

③
 

【双向】:
 

设定不同的拉伸厚度:
 

方向1厚度 和方向2厚度 向截面曲线两个方向,
偏置值相等,如图3-34所示。

④
 

【自动加圆角】:
 

在每一个具有直线相交夹角的边线上生成圆角,如图3-35所示。
 

图3-32 单向

 
图3-33 两侧对称

 
图3-34 双向

 
图3-35 自动加圆角

 关于合并结果

选择【合并结果】复选按钮,将所产生的实体合并到现有实体(仅限于凸台/基体拉伸或旋

转)。如果取消【合并结果】复选按钮,特征将生成一个不同实体。
(5)

 

选择【插入】|【特征】|【组合】命令,会出现【组合】属性管理器。

①
 

在【操作类型】组,选中【共同】单选按钮。

②
 

在【组合的实体】组,激活【实体】列表,在图形区选择【凸台-拉伸1】和【拉伸-薄壁1】,如
图3-36所示,单击【确定】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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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6 组合实体

   关于组合

图3-37 添加

【添加】:
 

将所有所选实体相结合以生成一个单一实

体,如图3-37所示。
【删减】:

 

将重叠的材料从所选主实体中移除,如图3-38
所示。

【共同】:
 

移除除了重叠以外的所有材料,如图3-39
所示。

图3-38 删减

  
图3-39 共同

3.
 

建立凸台

(1)
 

在指定面绘制草图,如图3-40所示。
(2)

 

单击【特征】选项卡上的【拉伸凸台/基体】按钮 ,会出现【凸台-拉伸】属性管理器。

①
 

在【方向1】组,从【终止条件】列表中选择【给定深度】选项。

②
 

在【深度】文本框输入10.00mm,如图3-41所示,单击【确定】按钮 。

图3-40 绘制草图3 图3-41 建立凸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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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孔

(1)
 

选择【插入】|【特征】|【简单直孔】命令,会出现【孔】属性管理器。

①
 

在图形区中选择凸台的顶端平面作为放置平面。

②
 

在【方向1】组,从【终止条件】列表中选择【完全贯穿】选项。

③
 

在【直径】文本框输入32.00mm,单击【确定】按钮 。

④
 

在FeatureManager设计树中单击刚建立的孔特征,从快捷工具栏中单击【编辑草图】
按钮 ,进入【草图】环境。设定孔的圆心位置,如图3-42所示,单击【退出草图】按钮 ,退出

【草图】环境。
(2)

 

同上创建ϕ20孔,如图3-43所示。

图3-42 孔1

  
图3-43 孔2

5.
 

存盘

选择【文件】|【保存】命令,保存文件。
【任务拓展】
按照图3-44和图3-45所示创建模型。

图3-44 拓展练习3-5

  
图3-45 拓展练习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