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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装夹具自诞生以来一直被当作机械加工的辅助工具而使

用。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工装夹具经多年来的设计与优化，成

为功能、类别极其多样的工艺装备之一。因中小批种类生产工件

加工量较大，因而生产企业需要应用专用性工装夹具以提升加

工效率。然而机械加工中工装夹具的应用仍会遇到一定问题，本

文将在了解工装夹具及其设计原理的基础上，对机械加工问题

展开探讨，从而总结出工装夹具科学设计的可行性路径。

1 工装夹具及其设计原理
1.1 工装夹具分析
工装本质上来讲属于工艺装备，是工业生产制造中所需应用

的所有工具的总称。工装或分为三种类别：①专业工装；②通用
工装；③标准工装。夹具，顾名思义是装夹工件的装置。工业生产
当中，可利用工装夹具对工件进行夹紧与固定，从而将之固定在

机床、刀具的相应位置处，以确保加工优质高效地完成。从广义

层面分析，工艺生产工序当中，所有有利于实现工件的高效、安

全安装的装置均可称之为工装夹具。工装夹具有多个类别，机床

夹具是机械加工中应用率较高的一种夹具。工装夹具可根据设

备类型及使用特点两个因素进行划分，前者可分为六种工装类

型，其代表是钻床、车床等。后者则可分为专用工装与通用工装

等五种。

1.2 工装夹具的设计原理
由于工件加工时的加工工序不同，机械加工时的应用要求并

不一致。机械加工中应对机床上及刀具之上的工件固定位置进

行精准确定，应用工装夹具夹紧固定之后再进行机械加工。机械

加工当中，工件装夹是核心工序。机械加工过程当中，可在夹具

的辅助之下确保机械加工工作的顺畅性完成。可以将工装夹具

视作机械加工系统的一部分，并且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工件

定位之时，工件精度是制约机械加工质量的重要因素，因而工作

人员需对定位数据进行精准测量，且机械管理当中也需严格要

求机械加工的精度。工件定位时有三种不同的定置方式：①根据
夹具进行工件定位；②根据机床进行工件定位；③根据机床进地
夹具定位。相较于机床定位而言，工件定位的准确性更高。

2 机械加工的定位基准类别分析
对于机械加工而言，定位基准关乎加工件位置尺寸，也会对

其加工精度产生影响，此外，夹具的结构、工艺设计均与定位基

准之间存在一定关联，因而机械加工中应明确定位基准。机械加

工中，生产对象几何要素确定时的点、线、面即为定位基准。根据

其作用及适应范围可将之划分为两个类别：①设计基准；②工艺
基准。机械加工中的设计基准，是以设计图样为基准进行轴中心

线确定或是工件中心位置的确定。而工艺基准确定时，需重点把

握测量、装配以及定位三方面元素，从而确保工艺基准的优质

性。定位基准之时，应详细了解机械工件的加工需求，并对工件

的自由度限定值进行确定。通常各个参数均会有大量自由度限

制，因而应遵循合理性原则开展定位基准的操作。

3 机械加工中工装夹具的定位问题分析
机械加工当中应用工装夹具时，应重点把控定位问题，精准

定位是机械加工精度提升的基础所在，是机械加工质量提升的

关键因素。

3.1 六点定位原理
未完成定位之时，工件在空间直角坐标系中在六个方向上存

在自由度，而定位则是通过某些措施对工件某处方向上的自由度

进行限制。六点定位则是通过六个支撑点的选取而对工件的六个

自由度进行限制，从而更加精准且快速的定位工件的空间位置。

3.2 定位方法
工件定位方法可分为四种：①完全定位。即采用完全限制的

方式进行所加工工件的自由度限制；②不完全定位。根据相应参
数限制工件的某个或某些自由度；③欠定位。依照工序进行机械工
件的加工，针对某个需要定位的自由度并未实施定位操作；④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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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是指机械加工中对不需定位的自由度实施了定位。

3.3 工件定位中应重点把控的问题
3.3.1 不可将工件定位与夹紧混为一谈
机械加工中，加工对象是工件，加工过程中工件的空间位置

难以明确。在此过程中，应确定了解工件定位与夹紧之间的不同

之处，夹紧是指固定工件，但却难以对其位置进行改变，因而在

空间当中，其位置具有不确定的特征。而工件定位，则需要通过

夹具进行空间位置的精准确定。

3.3.2 正确理解工件六点定位中“点”的内涵
六点定位之时，能否精准进行点的确定十分重要。本质上来

讲，点除了是与机械相接触的点之外，其主要作用是对工件的自

由度进行限制。通常工件可与工作台产生接触的点数量较多，但

可限制工件自由度的点是有限的。可通过可限制工件自由度的

点的精准确定，解决工装夹具的定位问题，从而便可保障机械加

工时的加工质量，加工出质量符合加工要求的机械工件。

4 机械加工中应用工装夹具的重要价值分析
4.1 可提高机械工件的加工精度
机械设备当中，工件作为关键性的部件，其加工精度要求较

高，只有做好精密的加工方可确保机械产品生产质量的提升。机

械加工中，需利用工装夹具进行工具的夹紧与固定，且需结合加

工需求精准进行工件位置的确定，确保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工件

位于恒定的位置，从而显著提升加工的精度。传统加工当中，是

利用划线法进行工件找正的，而应用工装夹具不仅可提高工作

效率，还可得到更加良好的找正与加工效果。

4.2 可节约机械工件加工成本
在当前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出现负增长的境况下，机械生产供

需关系发生了改变，供应量远远大于市场需求量。同时，企业之

间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要提高机械制造类企业运行的稳定性，

稳固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必然要进一步降低工件加工成本，

从而间接提升企业的经济收益。而在自动化生产加工设备应用

的同时，科学应用工装夹具，有利于提升生产效率，保障加工件

的精度，减少废件或不合格加工产品的出现，有利于节约加工成

本，从而增强机械加工生产企业的技术竞争优势。

4.3 可降低人工劳动强度
工装夹具的应用可简化机械工件的加工流程，可在自动化数

控装置的辅助下进行加工、可节约人工操作环节、可大幅降低工

作人员的工作量。同时，也可使机械工件的加工过程更加安全与

高效，实现工件装卸加工任务的降低。传统加工模式下，若加工

的工件体型过大或重量过高，装卸过程将会十分困难，工作人员

劳动强度也相对较大。结合工件加工需求科学进行工装夹具的

设计，则可利用螺栓对工件的移动过程进行控制，可极大地减少

工作人员的劳动负担，保障移动过程中人员的安全。工装夹具自

动化的实现也有利于加工环境的优化，还可加快加工速度，从而

推进机械加工行业的自动化发展。

5 工装夹具科学设计的可行性路径
5.1 基于加工需求合理进行工装的设计与应用
工装夹具并不是在所有加工中均适用的，并且设计与安装工

装夹具时会产生一定的成本损耗，且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工件

加工数量并不多，那么进行工装夹具的设计将会浪费时间与资

源，无益于工件加工质效的提升，反而会降低生产效率。因而，机

械加工企业应遵循合理性原则进行工装夹具的设计与应用，针

对大批量生产而出设计专用的工装夹具，需结合生产需求合理

进行工装夹具的优化与改进，精准计算加工效益，确保工装的设

计与应用有助于加工效率及质量的提升，有利于加工成本的降

低，从而为企业创造更高的经济收益，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5.2 以通用简便作为设计准则
现阶段，工业生产中所应用的工装设计标准逐步构建完善，

且实现了统一化，工装夹具的设计生产基本可达到通用化与标

准化开展。在部分工件加工之时，由于具备相对特殊的加工需

求，因而也需要针对此类工件的加工而设计出专用的工装夹具。

然而因此种夹具特殊性强，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进行设

计与制造，若是此种加工工件不再生产，则专用工装夹具将没有

用武之地。基于此，工装夹具应遵循通用性高、应用简便的原则，

根据企业当前的生产条件、结合工件具体的生产规模，从而科

学化进行工装夹具的设计，以此保障工装夹具利用效率的有效

提升。

6 机械加工中工装夹具的发展趋势分析
在焊接技术逐步优化发展的过程中，制造业当中工件加工也

逐步融合了焊接工艺，并且逐步诞生了焊接工装夹具。模块化组

合焊接夹具具有柔性强、标准化程度高的特点，在中小批量机械

工件的加工生产中应用广泛且前景广阔。在焊接技术的进一步

发展之下，在大型精密机械装备当中，焊接工装夹具将呈现出更

为显著的应用价值，并且焊接夹具系统也越来越精密与高端。同

时，制造业当中，还可利用计算机进行工装夹具设计系统的辅

助。此外，在工装夹具设计改进方面，这些技术也呈现出了一定

的优势，并且基于自身开发成本的优势，可为工装夹具设计行业

的稳定与长效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7 结语
工装夹具是机械加工中不可或缺、有利于提升加工质效的重

要工具。同时，工装夹具的应用还可优化加工环境、节约加工成

本、降低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并可进一步拓展机械工件的加工

范围。目前，焊接工装夹具正逐步诞生与发展，具备广阔的发展

前景。未来还需进一步加深对工装夹具生产技术的研究，化解当

前机械加工中工装夹具的应用问题，从而为制造业的先进性与

持久性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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