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制造 马鹏举ꎬ等改善航空超薄壁零件加工刚性的方法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２０１４ＺＸ０４００１０２１ꎬ２０１９ＺＸ０４０１８００１－００９)ꎻ航空工业 １２３机匣变形控制技术攻关项目(ＧＴＸ２０１６００２９)
第一作者简介:马鹏举(１９６１—)ꎬ男ꎬ河北石家庄人ꎬ副教授ꎬ博士ꎬ研究方向为数字化加工技术、航空制造工艺与技术、旋转锻造与冷态

成形ꎮ 在国内主要核心期刊及机械类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 ３０余篇ꎮ

ＤＯＩ:１０.１９３４４ / 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５２７６.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３

改善航空超薄壁零件加工刚性的方法

马鹏举１ꎬ廖志兵１ꎬ童赛赛１ꎬ杨开放２

(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ꎬ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ꎻ
２. 中国货运航空有限公司 飞行部波音 ７７７机队ꎬ上海 ２０１６１５)

摘　 要:基于对超薄壁结构加工过程中工件变形的分析ꎬ提出了减小工件变形的分区循环逐层

切削策略ꎬ以改善工件刚性ꎬ更好地保证加工精度ꎮ 通过试验验证了分区循环逐层切削加工策

略的有效性:采用正常的切削工艺参数ꎬ工件的壁厚可以达到 ０.５ ~ １ｍｍꎬ工件的直线度在工件

宽度方向和高度方向精度分别可以达到 ０.０４ ｍｍ / ３００ 和 ０.０６ ｍｍ / １００ꎬ工件的形状误差减小

５０％ꎬ能满足一般航空零件加工精度要求ꎮ 分区循环逐层切削对机床、夹具等设备辅具没有特

殊要求ꎬ在工程实践中易于采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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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薄壁零件是指壁厚高度比值在 １ / ５~ １ / ８ 范围内的零

件ꎬ如果小于这个值则可称之为超薄壁零件[１] ꎮ 在航空

零件设计结构中ꎬ有时零件或结构的壁厚甚至在 ０.５ ｍｍ
左右ꎬ其壁厚高度比甚至达到 １ / ３０ 或更小[２] ꎮ 和一般的

薄壁零件相比其加工更困难ꎬ尤其是在精加工阶段ꎬ工件

或结构的刚性已经非常差ꎮ 此时ꎬ加工面临两个突出的问

题:一是工件的超薄壁受到切削力作用后产生弹性让刀ꎬ
引起较大的尺寸和形状误差ꎻ二是在该阶段工件的加工稳

定性变得很差ꎬ极易发生颤振而无法正常切削ꎬ造成工件

的表面质量严重下降ꎮ 薄壁或超薄壁零件在航空零件加

工中比较常见ꎬ正常加工手段不容易达到零件的壁厚要

求ꎬ很难保证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ꎮ
减少薄壁零件的变形ꎬ保证加工精度的研究大致可分

为以下几类ꎮ

１) 优化刀具路径[２] ꎮ 采用多层切削的方法ꎬ充分利

用工件刚性[３－５] ꎬ根据工件壁厚高度比ꎬ设计合理的走刀

路径达到减小形变的目的[６－７] ꎮ
２) 优化切削用量ꎬ直接减少工件的变形ꎮ 采用小的

轴向切深和径向切宽ꎬ增大主轴转速[８] ꎮ
３) 建立理论模型ꎬ设计刀具位置补偿ꎮ 文献[９]首先

确定切削力模型ꎬ再通过有限元分析方法得到薄壁件的变

形规律ꎬ对工件变形进行补偿ꎻ文献[１０]建立薄壁零件在

５轴加工中心上各个位置的瞬态加工切削用量模型ꎬ基于

维持在任意加工位置切削力与切削位置点的比值为常量

的假设ꎬ制定瞬态加工规划ꎬ在刀具切削路径上平均变形

误差ꎮ 文献[１１]提出一种理论分析模型ꎬ运用柱状铣刀

铣削薄壁零件的侧壁时ꎬ预判切削厚度的变化对工件刚度

的影响ꎬ然后进行补偿ꎮ
４)使用专用夹具ꎮ 结合有限元仿真分析ꎬ设计和应

用针对薄壁零件加工的专用夹具、智能夹具ꎬ减少夹紧变

形ꎬ通过对夹紧顺序受力变形规律的分析ꎬ确定合理的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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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顺序[１２－１５] ꎮ
５) 抑制振动ꎮ 针对薄壁件加工颤振问题ꎬ采用理论

分析和实验相结合的方法ꎬ分析薄壁零件加工过程中的模

态、振动ꎬ 采用增加系统阻尼的方法抑制系统的振

动[１６－１９] ꎮ
６) 优化数控加工程序设计ꎮ 基于有限元分析ꎬ综合

考虑夹紧变形、加工过程中的振动、工件材料的性能、刀尖

切削部位的状态、预判工件结构特征所引起的非线性因素

等情况ꎬ对 Ｇ代码进行优化ꎬ使得数控程序与工艺更好地

融合ꎬ有效地保证加工精度[１４ꎬ１９－２１] ꎮ 这种方法要求程序

设计人员不但要具有程序设计的能力ꎬ还需具备丰富的加

工工艺知识ꎬ并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ꎮ
本文提出的航空超薄壁零件分区循环逐层切除余量

优化工件刚性的方法ꎮ 通过分区分层切削ꎬ充分利用工件

的刚性ꎬ改善工件的振动特性ꎬ大大减小弹性让刀产生的

加工误差ꎬ提高了加工质量ꎮ 而且本方法无需特殊工装ꎬ
成本低ꎬ容易在生产实际中推广应用ꎮ

１　 薄壁件让刀变形分析

薄壁件具有低刚度特性ꎬ在铣削加工过程中ꎬ当铣削

宽度较大时ꎬ工件易产生“让刀现象”ꎬ从而产生加工误

差ꎮ 图 １(ａ) 为立铣刀在铣削薄壁件加工过程中产生工

件变形的原理示意图ꎮ 图中 ＡＢＣＤ 为理论上应去除的部

分ꎬ由于薄壁件壁厚薄ꎬ刚性差ꎬ刀具切入工件时ꎬ在铣削

力作用下ꎬ工件产生了弹性变形ꎬＡ、Ｄ 两点分别移至了

Ａ′、Ｄ′点ꎬ因此在铣削过程中ꎬ刀具仅切除了 Ａ′ＤＣＢ 部分

(图中的阴影部分)ꎬ仍有一部分材料(ＣＤＤ′)未被切除ꎮ
加工结束后ꎬ工件弹性形变得以恢复ꎬ未被切除的部分

ＣＤＤ′造成薄壁件的加工误差 δꎬ如图 １(ｂ)所示ꎬ造成工件

尺寸、形状和位置误差ꎮ 另外由于薄壁件刚性低ꎬ极易发

生振动ꎬ从而影响表面质量ꎮ

(a) @�	��)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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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薄壁件侧壁让刀变形

２　 分区域分段循环逐层切削的加工
余量切除策略

　 　 本文提出图 ２所示的工艺方法ꎬ即分区域分段循环逐

层切削的加工余量切除策略ꎬ其本质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工

件的刚性ꎮ 图 ２(ａ)是常用的切削方法ꎬ其余量切除顺序

为 １—２—３—４ꎬ每切除一层余量ꎬ工件的刚性随之下降ꎬ
在切除最后一层余量时ꎬ工件的刚性就变得非常差ꎬ工件

受到切削力作用产生的加工误差十分明显ꎬ而且随着工件

刚性变差ꎬ极易发生振动ꎬ严重影响工件的表面质量ꎮ 在

图 ２(ｂ)所示的切削方法中ꎬ余量切除顺序为 １—２—３—
４—５—６—７—８可以有效地利用工件本身的刚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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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分区循环逐层切削与加工路径的两种方案

将以上加工方法推广到超薄壁零件实际生产过程中ꎬ
为减少加工过程中的变形ꎬ采用分区、分段循环逐层切削

的加工策略ꎮ 对于高精度、复杂的大型超薄壁零件ꎬ可以

首先根据零件结构划分成加工区域ꎬ如图 ３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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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分区、分段循环逐层切削

为了进一步保持工件的刚性ꎬ在每个区域之间有暂时

保留的改善工件刚性的工艺凸台ꎮ 对于大型的超薄壁平

面或曲面ꎬ保留在正反面的工艺凸台形成一个网状的结

构ꎬ最大限度地支撑加工部位ꎬ减小切削力造成的变形ꎮ
如图 ３(ａ)所示ꎬ首先加工段 １的 １ 区和 ２ 区ꎬ然后切

除凸台ꎬ再加工段 ２的 ３区和 ４区ꎬ切去段 ２的凸台ꎬ最后

形成工件ꎮ 对于图 ３(ｂ)所示的薄壁圆筒形零件(如机

匣)的切削顺序以此类推ꎮ 不但分段、分区划分工件内外

加工表面ꎬ而且在划分加工区域时使内外表面所留有的工

艺凸台内外错开ꎬ进一步改善工件加工时的刚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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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试验验证

３.１　 试验样件设计

实验用样件设计如图 ４所示ꎬ其中长度和高度分别取

值 ３００ｍｍ和 １００ｍｍꎮ 装夹部分是专门设计的工艺凸台ꎬ
在加工后可以用线切割方法切除ꎮ 在加工表面标出测量位

置ꎬ测量点纵向(即 ｙ 向)分为 ４段ꎬ分别用 １－、２－、３－、４－表
示ꎬ每段横向(即 ｘ 向)测量 １０个点ꎬ每一个测量位置分别

是－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ꎬ如“３－２”即表示

第 ３层的第 ２个点ꎬ以此类推ꎮ 为了消除毛刺和刀具切削

刃形状的影响ꎬ测量位置均离开工件边缘一定距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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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实验样件示意图

图 ５是试验样件的设计方案ꎬ其中在图 ５( ａ)的工件

宽度方向的两端留有宽度为 ３ｍｍ的加强筋ꎮ

           (a) ��0*��0
U��4��KU  

  (b) ��0�*��0 

x
y

z
x
yz

图 ５　 加强筋设计

为了检验本文提出的薄壁零件加工方法的有效性ꎬ重
点验证:

１) 在同样的加工工艺条件下(需要优化)所用工艺

方法所能达到的最小壁厚值的大小ꎮ 同样的加工工艺条

件ꎬ走刀路径的不同ꎬ加工过程中的零件各部分的刚度变

化是否会不同ꎮ 刚度越低系统越容易产生振动ꎬ所以试验

中以发生振动前工件所达到的壁厚作为方案的评价指标

之一ꎬ即图 ４中 Ａ 值的大小ꎮ
２) 由于加工过程中弹性变形在线测量受到加工现场

各种因素的影响ꎬ如切屑、工件的毛刺、冷却润滑液、加工

中的振动ꎬ数据测量往往不准确或难以进行ꎮ 加工过程中

工件的弹性让刀最后反映在工件上各点壁厚的变化ꎬ壁厚

可以在工件加工结束后采用多种方法测量ꎬ所以本试验中

采用测量壁厚的方法间接表示工件的弹性变形ꎮ

３.２　 试验设备及工艺参数的选择

试验中所用的机床为普通立式铣床ꎬ切削用量按加工

阶段有 ３种选择:１)高速钢铣刀(其刚度相比于实验获得

的壁厚约为 １ｍｍ 的零件ꎬ可以认为加工过程中不发生弹

塑性变形ꎬ也不会引起加工过程中的振动)ꎬ切削深度 ａｐ ＝
１.０ ｍｍꎬ切削宽度 ａｅ ＝ １.０ ｍｍꎬ主轴转速 ｎ＝ １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ꎬ进
给速度 ｆ＝ １６０ｍｍ / ｍｉｎꎻ２)其他参数不变ꎬ取主轴转速ｎ＝
８００ ｒ / ｍｉｎꎻ３)其他参数不变ꎬ取主轴转速 ｎ＝ ５００ ｒ / ｍｉｎꎮ 工

件设计见图 ４和图 ５ꎬ工件材料为铝合金ꎮ 工件通过装在

工作台上的平口钳装夹ꎬ不使用冷却润滑液ꎬ如图 ６所示ꎮ
试验中分别对零件进行编号ꎬ具体零件特征与刀具路径优

化对比如表 １所示ꎮ

图 ６　 实验现场

表 １　 工件加工特征

样件序号 路径有无优化 有无边缘加强筋

１ 无 有

２ 有 有

３ 无 无

４ 有 无

３.３　 结果讨论

对加工样件进行三坐标测量ꎬ结果如图 ７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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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加工样件的三坐标测量结果

１)工件壁厚

薄壁零件加工时ꎬ所能达到的工件壁厚是体现设备精

度、工艺技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ꎮ 同样的工艺装备条件

下ꎬ不同的工艺方法所能达到的壁厚最小值ꎬ反映工艺方

法的优劣ꎮ
为了减少随机误差的影响ꎬ求样件加工后的 ４０ 个测

量数据壁厚的算术平均值ꎮ ４ 个样件的平均壁厚如图 ８
所示ꎮ 根据试验设计ꎬ这里所指的样件壁厚值是指在同等

工艺条件ꎬ工件不发生振动能正常加工的条件下所能达到

的最小壁厚值ꎮ 本文所要解决的是超薄壁零件加工的问

题ꎬ工艺方法优化的目的是降低超薄壁零件加工能够达到

的最小壁厚值ꎮ 从实验数据中可以看出ꎬ２ 号样件和 １ 号

样件相比ꎬ壁厚减小了 ５２％ꎬ４ 号样件和 ３ 号样件相比减

小了 ５８％ꎮ 对于薄壁零件采用分区、分段逐层循环切除

余量的方法ꎬ充分利用了工件的刚度ꎬ所能加工的零件最

小壁厚控制在 １ｍｍ以下ꎬ能满足航空零件的普遍要求ꎬ对
于实现薄壁加工效果明显ꎮ 同样ꎬ采用分区切削的方法ꎬ
工件局部的刚性得以增加ꎬ所加工的壁厚值也得以有效减

小ꎬ表现在测量统计数据即 ３号样件的平均壁厚值 Ａ３ ＝ １.
５５６ ９ꎬ大于 １号样件的平均壁厚值 Ａ１ ＝ １.４０９ ５ꎮ 可以预

计ꎬ对于大型表面(平面薄板、曲面薄板、薄壁圆筒状零件

及结构等)ꎬ将加工表面按零件特征划分成不同的区域ꎬ
分区域、分段逐层循环切除余量ꎬ将会有效地减少工件的

变形ꎬ特别是对于薄壁件加工效果将更加明显ꎮ
２) 加工表面的形状误差

直线度误差是指实际直线对理想直线的变化量ꎬ反映

了被测直线的不直程度ꎮ 图 ９ 为样件加工后 ｘ、ｙ 方向直

线度对比图ꎮ 从图 ９可以看出ꎬ直线度数值在 ｘ 向基本控

制在了 ０.０４ ｍｍ / ３００以下ꎬ在 ｙ 向不超过０.０６ ｍｍ / １００ꎬ能
满足航空零件对直线度的要求ꎮ

图 ９(ａ)是加工表面上从上到下标定的 ４条测量位置

(从下往上依次是 ４－、３－、２－、１－ꎬ如图 ４ 所示)上每一组

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ꎮ 测量数据是壁厚值ꎬ如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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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样件加工后壁厚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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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样件加工后 ｘ、ｙ 方向直线度对比

设薄壁两面加工时的让刀变形是对称的ꎬ则其值的 １ / ２就
可以认为是加工表面沿着某一测量位置的直线度误差ꎮ
首先分析一个样件上不同高度(ｙ 轴方向)的直线度误差ꎬ
可以看出ꎬ在工件加工表面的 ｙ 轴方向ꎬ从下到上的 ４ 个

测量位置 ｘ 向上直线度在递增ꎬ越靠近装夹位置(４－)ꎬ也
就是刚度最好的位置ꎬ直线度误差越小ꎬ靠近加工表面的

顶端位置(１－)ꎬ刚度最差ꎬ直线度误差最大ꎮ 这与实际经

验的判断一致ꎬ而且越是在刚性差的位置区域ꎬ直线度改

善越明显(２－和 １－位置)ꎮ 其次分析不同加工方案(不同

样件)对应位置的直线度误差ꎮ １号样件大于 ２ 号样件ꎬ３
号样件大于 ４号样件ꎬ特别是在低刚度区ꎬ即靠近顶端位

置(测量位置 １－、２－)ꎬ１号样件和 ２号样件相比直线度降

低的幅度>５０％ꎬ说明应用本文提出的分段两面循环切削

方案ꎬ再结合分区域切削留出工艺凸台ꎬ工件局部的刚度

大大增加ꎬ加工精度提高效果更为明显ꎮ
加工表面 ｙ 向直线度对比如图 ９(ｂ)所示ꎮ 和上面分

析类似ꎬ从每一个对应切削(点)位置(依次是－１、－２、－３、
－４、－５、－６、－７、－８、－９、－１０ꎬ如图 ７所示)所对应的 ４个样

件的数据比较可以发现ꎬ采用分段逐层循环切除余量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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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时ꎬ工件沿着工件横向不同位置的 ｙ 向直线度精度提高

了 ５０％左右ꎮ 对于没有留有加强筋工艺凸台的样件(３
号、４号)ꎬ在测量位置－１ 和－１０ 处(工件的两端测量位

置)ꎬ３号样件的 ｙ 向直线度误差明显大于预留加强筋工

艺凸台的 １号样件的直线度误差ꎬ说明预留加强筋工艺凸

台工艺方法的有效性ꎮ 在此基础上ꎬ进一步采用分段逐层

循环切除余量的优化路径后ꎬ直线度都得到了明显改善ꎬ
其值与其他测量位置接近一致ꎮ

结合以上 ｘ、ｙ 两个方向的直线度变化ꎬ可以得出结

论ꎬ由于采用了优化的加工策略和方法ꎬ不但能同时减小

工件两个方向(横向、纵向)直线度误差ꎬ加工表面的平面

度误差也明显降低ꎬ提高了零件的形状精度ꎮ 对于薄壁圆

筒性零件将有效改善零件的圆度、圆柱度ꎮ

４　 结语

对于薄壁零件的加工ꎬ本文提出的分区、分段逐层循

环切除余量的方法ꎬ充分利用了工件的刚度:
１) 所能加工的零件最小壁厚控制在了 １ｍｍ以下ꎬ能

满足航空零件的普遍要求ꎬ对于实现薄壁加工效果明显ꎮ
２) 有效地提高了加工零件或结构的形状精度ꎬ如直

线度、平面度、圆度、圆柱度ꎬ普遍可以提高 ５０％以上ꎮ 在

本文的实验条件下(采用普通精度机床、较大的切削用

量、没有采取诸如减振、特殊夹具)直线度数值在 ｘ 向控制

在 ０.０４ ｍｍ / ３００以下ꎬ在 ｙ 向不超过 ０.０６ ｍｍ / １００ꎬ能满足

一般航空零件加工精度要求ꎮ
３) 和一般减小薄壁零件加工变形的工艺方法相比ꎬ

工艺方法简单易实现ꎬ如不需要复杂的误差补偿数控编程

等ꎬ而且对机床设备、夹具、刀具等没有特殊要求ꎮ
４)方法适用性广ꎮ 适用于平面立板、腹板(如航空结

构件)、曲面立板、腹板(如叶片、叶轮)、薄壁圆筒形零件

或结构(如机匣ꎬ可以认为是平面、曲面的卷曲)、薄壁框

架类等常见航空薄壁零件或零件特征的加工ꎻ不但适用于

单面加工ꎬ同样也适用于双面加工ꎮ

参考文献:
[１] ＤＡＶＩＭ Ｊ Ｐ. 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Ｍ] .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２０１２.
[２] ＳＣＩＰＰＡ ＡꎬＧＲＯＳＳＩ ＮꎬＣＡＭＰＡＴＥＬＬＩ Ｇ. Ｆ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ｖｅ￣

ｌｏｃｉｔ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ｉｎ ｗａｌｌｅｄ ｐａｒｔ 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 [ Ｊ] . Ｐｒｏｃｅｄｉａ
ＣＩＲＰꎬ ２０１４ꎬ１４: ２８７￣２９２.

[３] ＷＡＮＧ ＪｕｎꎬＳＯＩＣＨＩ ＩｂａｒａｋｉꎬＡＴＳＵＳＨＩ Ｍａｔｓｕｂａｒａ. Ａ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ｎ－ｗａｌｌ 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 [ Ｊ] .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２０１７ꎬ
５０: ５０６￣５１４.

[４] 王朋. 铝合金薄壁件加工变形仿真技术研究[Ｄ] . 沈阳: 沈阳

航空航天大学ꎬ２０１８.
[５] 郑耀辉ꎬ王朋ꎬ王明海ꎬ等. 不同加工顺序对薄壁件加工变形

的仿真研究[ Ｊ] . 组合机床与自动化加工技术ꎬ２０１８( ５):
１５７￣１６０.

[６] ＳＭＩＴＨ ＳꎬＤＶＯＲＡＫ Ｄ. Ｔｏｏｌ ｐａｔ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ｍｉ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 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ｎ ｗｅｂｓ [ Ｊ ] . 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ｓꎬ
１９９８(８): ２９１￣３００.

[７] ＤＡＶＩＥＳ Ｍ Ａ. Ｉｍｐａｃ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ｍｉ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ｉｎ－ｗａｌｌｅｄ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Ｊ] .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００ꎬ２２: ３７５￣３９２.

[８] 傅勇ꎬ杨吟飞ꎬ兰惠ꎬ等. 走刀策略对 ７０５０铝合金薄壁筋铣削

的影响[Ｊ] .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ꎬ２０１９ꎬ４８(２): ５１￣５４.
[９] 陈蔚芳ꎬ楼佩煌ꎬ陈华. 薄壁件加工变形主动补偿方法[Ｊ] . 航

空学报ꎬ２００９ꎬ３０(３): ５７０￣５７６.
[１０] ＭＡ Ｊ ＷꎬＨＥ Ｇ ＺꎬＬＩＵ Ｚꎬｅｔ ａｌ.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ｕｔｔ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ｉｇ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ｗａｌｌ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ａｒｔｓ[Ｊ] .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ꎬ２０１８ꎬ３４: ４０１￣４１１.

[１１] ＭＡＳＭＡＬＩ ＭꎬＭＡＴＨＥＷ Ｐ.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ｍａｃｈｉ￣
ｎｉｎｇ ｔｈｉｎ － ｗａｌｌｅｄ 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ｓ [ Ｊ] . Ｐｒｏｃｅｄｉａ ＣＩＲＰꎬ２０１７ꎬ５８:
１８７￣１９２.

[１２] 崔惠婷ꎬ陈蔚芳ꎬ冯婷. 装夹优化抑制薄壁件加工振动研究

[Ｊ] . 组合机床与自动化加工技术ꎬ２０１６(５): １３８￣１４２.
[１３] 李纪磊ꎬ雷炜炜ꎬ王卫英. 适用于薄壁件加工的真空柔性夹

具设计[Ｊ] .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ꎬ２０１６(４): １３３￣１３５.
[１４] ＡＯＹＡＭＡ ＴꎬＫＡＫＩＮＵＭＡ 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ｘｕｒｅ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ｔ 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ｓ [ Ｊ] .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ＣＩＲＰ ２００５ꎬ
５４ (１): ３２５￣３２８.

[１５] ＷＡＮＧ ＹꎬＸＩＥ ＪꎬＷＡＮＧ Ｚꎬｅｔ ａｌ. Ａ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ＦＥ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ｆｉｘ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ｉｎ－ｗａｌｌｅｄ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８ꎬ ２０５ ( １ / ２ / ３ ):
３３８￣３４６.

[１６] 马鹏举ꎬ徐汶ꎬ高延ꎬ等. 薄壁机匣铣削加工颤振抑制研究

[Ｊ] . 航空制造技术ꎬ２０１８ꎬ６１(１１): １６￣２３.
[１７] 周勇. 航空薄壁件加工动态特性及控制[ Ｊ] . 工具技术ꎬ

２０１６ꎬ５０(１): ８２￣８６.
[１８] ＧＥＲＡＳＩＭＥＮＫＯ ＡꎬＧＵＳＫＯＶ ＭꎬＧＯＵＳＫＯＶ Ａꎬ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ｔｉ￣

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ａ ｔｈｉｎ－ｗａｌｌｅｄ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Ｊ] .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Ｖｉｂ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２０１７ꎬ１９(８): ５８２５￣５８４１.

[１９] ＢＵＤＡＫ ＥꎬＴＥＫＥＬＩ Ａ. Ｍａｘｉｍｉｚｉｎｇ ｃｈａｔｔｅｒ ｆｒｅ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ｉｎ ｍｉｌｌ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ｘｉａｌ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ａｌ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ｃｕｔ ｐａｉｒｓ [ Ｊ] . ＣＩＲＰ Ａｎｎａｌｓ －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５ꎬ５４ (１): ３５３￣３５６.

[２０] ＱＵＩＮＴＡＮＡ ＧꎬＣＩＵＲＡＮＡ Ｊ. Ｃｈ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ｏｏｌｓ ＆ 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ｒｅ. ２０１１ꎬ５１(５): ３６３￣３７６.

[２１] ＫＯＬＬＵＲＵ ＫꎬＡＸＩＮＴＥ ＤꎬＢＥＣＫＥＲ Ａ. 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ｉｎｉｍｉｓ￣
ｉｎｇ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ｉ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ｉｎ ｗａｌｌｅｄ ｃａｓｉｎｇｓ ｂｙ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ｄａｍｐｅｒｓ ｔｏ 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Ｊ] . ＣＩＲＰ Ａｎｎａｌ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ꎬ６２(１): ４１５￣４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 １０ ２９

７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