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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 了解气动控制元件在气动系统中的作用。

●● 掌握气动控制元件的结构、原理和应用。

●● 掌握气动控制元件的图形符号、表示方法。

●● 能够熟练分析气动基本回路的功能。

任务3-1   气动控制阀的选用

任务引入

在气动系统中，气动控制元件是用来控制和调节压缩空气的压力、流量、流动方向及发送信号

的重要元件，利用它们可以组成各种气动控制回路，使气动执行元件按设计的程序正常地进行工作。

气动控制元件按功能和用途可分为方向控制阀、压力控制阀和流量控制阀三大类，如图3-1-1

所示。此外，还有能实现一定逻辑功能的逻辑元件。通过本任务的学习，要求掌握各种气动控制阀

的结构特点、工作原理和应用场合。

图3-1-1  气动控制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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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分析

方向控制阀用于控制压缩空气的流动方向和气路的通断，以控制执行元件的启动、停止及运动方向。

压力控制阀用来控制气动系统中压缩空气的压力，满足各种压力需求或用于节能。

流量控制阀用于控制压缩空气的流量，进而控制执行元件的运动速度、阀的切换时间和气动信

号的传递速度。

知识链接

一、方向控制阀

方向控制阀按作用特点可分为单向型和换向型两种。

1．单向型控制阀

单向型控制阀是指气流只能沿一个方向流动的控制阀。常用的单向型控制阀有单向阀、梭阀、

双压阀和快速排气阀等。

1）单向阀

单向阀只允许气流在一个方向上通过，而在相反方向上完全关闭。图3-1-2（a）所示为单向阀的

结构图，图3-1-2（b）所示为单向阀的图形符号，图示位置为阀芯在弹簧力的作用下关闭。在P口加

入气压后，作用在阀芯上的气压力克服弹簧力和摩擦力将阀芯打开，P口、A口接通。将气流从P口流

向A口的流动称为正向流动。为了保证气流从P口到A口稳定流动，应在P口和A口之间保持一定的压力

差，使阀保持在开启位置。若在A口加入气压，A口、P口不通，即气流不能反向流动。弹簧的作用是

增加密封性，防止低压泄漏。在反向流动时，阀门迅速关闭。图3-1-3所示为单向阀实物图。

2）梭阀

图3-1-4所示为或门型梭阀的结构，两个通路P1和P2均与另一通路A相通，而不允许P1和P2相

通，由于阀芯像织布梭子一样来回运动，故称之为梭阀，该阀相当于两个单向阀的组合。

图3-1-2  单向阀的结构原理图与图形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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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单向阀实物图

图3-1-4  或门型梭阀的结构

如图3-1-5（a）所示，当P1进气时，将阀芯推向右边，通路P2被关闭，于是气流从P1进入通路

A。反之，气流从P2进入A，如图3-1-5（b）所示。当P1和P2同时进气时，哪端压力高，A就与哪端

相通，另一端就自动关闭。其逻辑关系为“或”。如图3-1-5（c）所示为该阀的图形符号。

图3-1-5  或门型梭阀的工作原理与图形符号

或门型梭阀在逻辑回路和程序控制回路中被广泛采用，图3-1-6所示为在手动-自动回路的转换

系统中常用的或门型梭阀，可实现手动和电动操作方式的转换。

3）双压阀

双压阀的作用相当于与门逻辑功能，也可称作与门型梭阀。该阀只有当两个输入口P1、P2同

时进气时，A口才能输出。双压阀的结构如图3-1-7所示。P1或P2单独输入时，如图3-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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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b）所示，此时A口无输出，只有当P1、P2同时有输入时，A口才有输出，如图3-1-8（c）所

示。当P1、P2气体压力不等时，则气压低的通过A口输出。如图3-1-8（d）所示为该阀的图形符号。

图3-1-6  或门型梭阀的应用

图3-1-7  双压阀的结构

图3-1-8  双压阀的工作原理与图形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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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所示为双压阀的应用实例，当阀1和阀2都有信号时，阀3才有信号给阀4，使缸5换向。

该回路可靠地保证定位、夹紧后才能钻削。

图3-1-9  双压阀的应用实例

4）快速排气阀

快速排气阀又称快排阀。在气缸的调速回路中，当需要气缸活塞在某个方向上快速运动时，可

以在气缸与换向阀之间安装快速排气阀来加快气缸的运动速度。图3-1-10所示为膜片式快速排气阀

的结构。其工作原理：当进气腔P进入压缩空气时，将密封活塞迅速上推，开启阀口，同时关闭排

气口，使进气腔P与工作腔A相通，如图3-1-11（a）所示；当P腔没有压缩空气进入时，在A腔和P腔

压差的作用下，密封活塞迅速下降，关闭P腔，使A腔通过阀口经O腔快速排气，如图3-1-11（b）所

示。图3-1-11（c）为该阀的图形符号。

1—膜片；  2—阀体。

图3-1-10  膜片式快速排气阀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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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1  膜片式快速排气阀的工作原理与图形符号

图3-1-12所示为快速排气阀的应用实例。当按下定位手动换向阀1时，气体经节流阀2、快速排

气阀3进入单作用缸4，使缸4缓慢前进。当定位手动换向阀回复原位时，气源切断。这时，气缸中的

气体经快速排气阀3快速排空，使气缸在弹簧的作用下迅速复位，节省了气缸回程时间。

图3-1-12  快速排气阀的应用实例

2．换向型控制阀

换向型控制阀是指可以改变气流流动方向的控制阀，简称换向阀。它通过改变气流通道而使气

体流动方向发生变化，从而达到改变气动执行元件运动方向的目的。

换向阀的基本机能就是对气体的流动产生通、断作用。一个换向阀可以同时接通和断开几个回

路，可以使其中一个回路处于接通状态而另一个回路处于断开状态，或者几个回路同时被切断。为

了表示这种切换性能，换向阀可用通路数（通口数）来表达。

（1）二通阀有两个通口，即输入口（用P表示）和输出口（用A表示），只能控制流道的接通和

断开。根据P—A通路静止位置所处的状态，二通阀又分常通式二通阀和常断式二通阀。

（2）三通阀有三个通口，除P、A口外，还有一个排气口（用O表示）。根据P—A、A—O通路静

止位置所处的状态，三通阀也分常通式和常断式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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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通阀有四个通口，除P、A、O外，还有一个输出口（用B表示）。其流路为P—A、B—O，

或P—B、A—O，可以同时切换两个流路，主要用于控制双作用气缸。

（4）五通阀有五个通口，除P、A、B外，有两个排气口（用O1、O2表示）。其流路为P—A、B—

O2或P—B、A—O1。这种阀与四通阀一样主要用于控制双作用气缸。这种阀也可作为双供气阀（即

选择阀）用，即将两个排气口分别作为输入口Pl、P2。

位数是指换向阀的切换状态数，将有两种切换状态的阀称为二位阀，将有三种切换状态的阀称

为三位阀，将有三种以上切换状态的阀称为多位阀。

常见气动换向阀的通路数与位数见表3-1-1。

表3-1-1  常见气动换向阀的通路数与位数

机  能 二  位
三  位

中间封闭式 中间卸压式 中间加压式

二通

三通

四通

五通

换向阀有多种分类方式，按操作方式可分为人力控制式、气压控制式、电磁控制式和机械控制式。

1）人力控制换向阀

依靠人工操作使阀芯动作的换向阀为人力控制换向阀。其操作力不大、动作速度较慢、操作灵

活，可以按人的意志随时改变被控制对象的状态，在手动、半自动和自动控制系统中得到广泛的应

用。这类阀通流能力有限，在手动气动系统中一般直接操纵气动执行机构或作为信号阀使用。

人力控制换向阀按其操纵方式可分为手动式和脚踏式两类，手动式又可分为按钮式和拨动式两

类。其实物图及图形符号如图3-1-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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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3  人力控制换向阀实物图及图形符号

（1）手动阀。图3-1-14所示为手动阀的操作机构及其图形符号。其中，图3-1-14（a）、 

图3-1-14（b）、图3-1-14（f）所示操作机构的阀芯有自复位功能；图3-1-14（c）、图3-1-14（d）、

图3-1-14（e）所示操作机构的阀芯有自锁功能，即操作力撤销后阀芯保持在原位。

图3-1-14  手动阀的操作机构及其图形符号

（2）脚踏阀。图3-1-15所示为脚踏阀的操作机构及其图形符号。脚踏阀有单板脚踏阀和双板脚踏

阀两种。单板脚踏阀脚一踏下阀芯便进行切换，脚一离开阀芯便恢复到原位，属于自复位的二位阀。

双板脚踏阀有二位式和三位式两种。二位双板脚踏阀的动作是踏下踏板后，脚离开，阀芯不复位，踏

下另一踏板后，阀芯才复位。三位双板脚踏阀有三个动作位置，脚没有踏下时，两边踏板处于水平位

置，为中位状态；踏下任一边的踏板，阀芯便进行相应切换，待脚一离开，又立即回到中位状态。

2）气压控制换向阀

用气体压力来使阀芯移动换向的操作方式称为气压控制。气压控制可分为加压控制、泄压控

制、差压控制、延时控制等。

（1）加压控制及相应阀。加压控制是指施加在阀芯控制端的压力逐渐升高到一定值时，使阀芯

迅速移动换向的控制。加压控制方式分为单气控式和双气控式两种。

图3-1-16所示为单气控换向阀的工作状态和图形符号。图3-1-16（a）所示为无控制信号K时，

阀芯在弹簧与A腔气压的作用下，使A口、C口断开，C口、B口接通，阀处于排气状态；图3-1-16（b） 

所示为有加压控制信号K时，阀芯在控制信号K的作用下向下运动，C口、B口断开，A口、C口接

通，阀处于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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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5  脚踏阀的操作机构及其图形符号

图3-1-16  单气控换向阀

图3-1-17所示为双气控换向阀的工作状态和图形符号。图3-1-17（a）所示为控制信号K1存在，

K2不存在时，阀芯停留在右端，使B口、T口接通，P口、A口接通；图3-1-17（b）所示为信号K2存

在，信号K1不存在时，阀芯停在左端，B口、P口接通，T口、C口接通。

图3-1-17  双气控换向阀

（2）泄压控制及相应阀。泄压控制是指加在阀芯上的控制信号压力值逐渐下降的控制方式。当

气压降至某一值时阀便被切换，泄压控制阀的切换性能不如加压控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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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差压控制阀及相应阀。差压控制是指阀芯采用气压复位或弹簧复位的情况下，利用阀芯两

端受气压作用的面积不等而产生的轴向力之差值，使阀芯迅速移动换向的控制。

图3-1-18所示为二位五通差压控制换向阀的图形符号，当K口无控制信号时，B口与P口相通，

T口与C口相通；当K口有控制信号时，B口与T口相通，P口与A口相通。差压控制的阀芯靠气压复

位，在结构上相当于省去了复位弹簧的单气控加压式控制阀。

图3-1-18  差压控制换向阀的图形符号

（4）延时控制及相应阀。延时控制是利用气流经过小孔或缝隙被节流后，再向气室内充气，经

过一定的时间，当气室内压力升至一定值后，再推动阀芯动作而换向，从而达到信号延迟的目的。

图3-1-19（a）所示为延时控制换向阀的结构，其图形符号如图3-1-19（b）所示。A口为进气

口、B口为工作气口、C口为排气口、K口为控制气口。调节螺钉用于调节从控制气口K进入右侧气

室的气流流量，达到控制气室内的气压增加速度延时的目的。当K口无控制信号时，主阀阀芯被复

位弹簧推到最上端，A口封闭，B口和C口连通；当K口通控制信号时，气流通过调节螺钉的节流口

缓慢进入气室，气室内压力逐渐升高，延时一段时间后，气室内的压力达到推动主阀阀芯动作的压

力，主阀阀芯下移并接触到下隔板膜片，B口和C口封闭，随着主阀阀芯继续下移，A口和B口接通。

节流方式的延时控制换向阀的延时时间通常为0～30 s，常用于必须使用纯气动元件系统的场合。

图3-1-19  延时控制换向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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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磁控制换向阀

电磁控制换向阀是通过控制阀内的电磁线圈通、断电，实现阀芯动作的换向阀。这种阀易于

实现电、气联合控制，能实现远距离操作，故得到广泛的应用。图3-1-20所示为电磁控制换向阀 

实物图。

图3-1-20  电磁控制换向阀实物图

图3-1-21所示为二位三通电磁控制换向阀的结构原理和图形符号。图3-1-21（a）所示为电磁

线圈未通电时，P口、A口断开，阀没有输出。图3-1-21（b）所示为电磁线圈通电时，电磁铁推动

阀芯向下移动，使P口、A口接通，阀有输出。

图3-1-21  二位三通电磁控制换向阀

4）机械控制换向阀

机械控制换向阀是靠外部运动部件产生的外力推动阀芯动作的元件。机械控制换向阀按阀芯的

头部结构来分，常见的有直动圆头式、杠杆滚轮式、可通过滚轮杠杆式、旋转杠杆式、可调杠杆式

和弹簧触须式等，如图3-1-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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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2  机械控制换向阀的头部形式

图3-1-23所示为直动圆头式机械控制换向阀，其阀芯的动作依靠外部运动部件触动直动式触头

机构来实现。

图3-1-23  直动圆头式机械控制换向阀

图3-1-24所示为单向滚轮先导式机械控制换向阀。静态时，进气口A封闭，工作气口B和排气口

C接通。若外部机械部件从右往左运动，撞到触发轮，触发轮推动导向轮下移，导向轮带动杠杆下

摆，推动导气顶杆下移，先导气道打开，进气口A的气流经过先导气道进入先导活塞的上腔，推动

先导活塞下移，先导活塞接触到主阀阀芯上端时，关闭主阀阀芯内部通往排气口C的通道，随着先

导活塞的继续下移，主阀阀芯随之下移，进气口A和工作气口B接通；当外部机械部件从左往右运动

时，触发轮被触发并绕着导向轮的转轴顺时针方向转动，导向轮在垂直方向上没有位移，顶杆无动

作，先导阀阀芯和主阀阀芯均处于静态位置。此阀通常安装在执行机构的行程中，用于产生外部运

动部件的单向运动位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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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4  单向滚轮先导式机械控制换向阀

二、压力控制阀

压力控制阀是指调节和控制压力大小的气动元件，也称压力阀。常用的压力控制阀主要有减压

阀（调压阀）、溢流阀（安全阀）、顺序阀、增压阀等。

1．减压阀（调压阀）

在气压传动中，一般是由空气压缩机将空气压缩后储存于储气罐中，然后经管路输送给各传动

装置使用，储气罐提供的空气压力高于每台装置所需的压力，且压力波动也较大。因此必须在每台

装置入口处设置一个减压阀，以将入口处的空气降低到所需的压力，并保持该压力值的稳定。

减压阀的调压方式有直动式和先导式两种：直动式是借助弹簧力直接操纵调压方式；先导式是

用预先调整好的气压来代替直动式调压弹簧进行调压。

图3-1-25所示为直动式减压阀，此阀可利用手柄直接调节调压弹簧来改变阀的输出压力。

顺时针旋转手柄，压缩调压弹簧，推动膜片下移，膜片又推动阀芯下移，阀口被打开，气流通

过阀口后压力降低；与此同时，部分输出气流经反馈通道进入膜片气室，在膜片上产生一个向上的

推力，当此推力与弹簧力相平衡时，输出压力便稳定在一定值。

若输入压力发生波动，如压力P1瞬时升高，则输出压力P2也随之升高，作用在膜片上的推力增

大，膜片上移，向上压缩弹簧，从溢流口有瞬时溢流，并靠复位弹簧及气压力的作用使阀杆上移，

阀门开度减小，节流作用增大，使输出压力P2回降，直到新的平衡为止。重新平衡后的输出压力又

基本上恢复至原值。反之，若输入压力瞬时下降，则输出压力也相应下降，膜片下移，阀门开度增

大，节流作用减小，输出压力基本上回升至原值。当输入压力不变，输出流量变化，使输出压力

发生波动（增高或降低）时，依靠溢流口的溢流作用和膜片上力的平衡作用推动阀杆，仍能起稳压 

作用。



052

项
目
三

项
目
二

项
目
一

项
目
四

项
目
五

项
目
六

项
目
七

项
目
八

气动与液压技术

图3-1-25  直动式减压阀

逆时针旋转手柄时，压缩弹簧力不断减小，膜片气室中的压缩空气经溢流口不断从排气口排

出，进气阀芯逐渐关闭，直至最后输出压力降为零。

2．溢流阀（安全阀）

在气压传动中，当管路中的压力超过允许压力时，为了保证系统的工作安全，往往用安全阀来

实现自动排气，使系统的压力下降，如储气罐必须安装安全阀。

当储气罐或回路中压力超过某调定值时，要用安全阀往外放气。安全阀在系统中起过压保护作用。

安全阀与减压阀类似，从控制方式分，有直动式和先导式两种；从结构上分，有活塞式与膜片式两种。

图3-1-26所示为直动式安全阀，其工作原理与图形符号如图3-1-27所示。

图3-1-26  直动式安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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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7  直动式安全阀的工作原理和图形符号

当系统中气体压力在调定范围内时，作用在活塞的压力小于弹簧力，活塞处于关闭状态。当系

统压力升高，作用在活塞上的压力大于弹簧的预压力时，活塞向上移动，阀门开启排气。直到系统

压力降至调定范围以下，活塞重新关闭。开启压力的大小与弹簧的预压量有关。

3．顺序阀

当气动装置中不便安装行程阀，而要依据气压的大小来控制两个以上的气动执行机构的顺序动

作时，就要用到顺序阀。顺序阀是依靠回路中压力的变化来控制顺序动作的一种压力控制阀。只有

达到需要的操作压力后，顺序阀才有气信号输出。

1）顺序阀的工作原理

顺序阀的工作原理比较简单。如图3-1-28（a）所示，压缩空气从P口进入阀后，作用在阀芯下

面的环形活塞面积上，当此作用力低于调压弹簧的作用力时，阀关闭。如图3-1-28（b）所示，当空

气压力超过调定的压力值时即将阀芯顶起，气压立即作用于阀芯的全面积上，使阀达到全开状态，压

缩空气便从A口输出。当P口的压力低于调定压力时，阀再次关闭。图3-1-28（c）所示为其图形符号。

图3-1-28  顺序阀的工作原理与图形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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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向顺序阀

顺序阀很少单独使用，常与单向阀组合在一起使用，构成单向顺序阀。其工作原理及图形符号

如图3-1-29所示。

图3-1-29  单向顺序阀的工作原理及图形符号

如图3-1-29（a）所示，当压缩空气进入腔4后，作用在活塞3上的力小于弹簧2的力时，阀处于

关闭状态。当作用在活塞上的力大于弹簧力时，将活塞顶起，压缩空气从P经工作腔4、5到A，然后

进入气缸或气控换向阀。此时，单向阀6在弹簧7和工作腔4内气压的作用下处于关闭状态。当切换气

源时，如图3-1-29（b）所示，由于工作腔4内压力迅速下降，顺序阀关闭，此时工作腔5内压力高于

工作腔4内压力，在气体压差的作用下，打开单向阀，反向的压缩空气从A到O排放。

4．增压阀

气压传动的工作压力通常低于1 MPa，但是有些气动系统的某个局部需要高压力驱动，这种场合

可以使用增压阀满足局部增压的需求。

增压阀的结构原理如图3-1-30（a）所示。低压腔的大活塞和高压腔的小活塞刚性连接在一起同

步动作，A口为低压进气口，B口为增压后的高压出气口，阀内的二位四通机动换向阀用于切换两个

活塞的运动方向。当大、小活塞向左运动时，小活塞左腔的气体被压缩并从单向阀排出，其右腔的

压力气体用于增加活塞的驱动力并成为回程的被压缩气体。当小活塞运动到腔体左端，触发二位四

通机动换向阀时，大活塞左腔进气，推动大、小活塞向右移动，小活塞右腔的气体被压缩并从右下

侧的单向阀排出，排出的气体经过增压阀的B口送给高压气罐，调节调压阀就能调节B口的增压气体

压力值。增压阀的图形符号如图3-1-30（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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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0  增压阀

三、流量控制阀

在气动系统中，流量控制阀通过改变阀口的通流面积调节气体流动的速度，实现对气缸等执行

元件运动速度的控制。流量控制阀主要有节流阀、单向节流阀和排气节流阀等。

1．节流阀

图3-1-31（a）所示为节流阀的实物图，图3-1-31（b）所示为节流阀的结构图，压力气体从

A口进入，通过节流通道从B口流出。旋转阀芯螺杆，阀芯上下移动，节流口开度发生变化，改变

阀口的通流截面面积，实现流量控制。若阀芯位置固定，则为不可调节流阀。图3-1-31（c）和 

图3-1-31（d）所示分别为可调节流阀和不可调节流阀的图形符号。

图3-1-31  节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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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向节流阀

单向节流阀是由单向阀和节流阀并联构成的组合控制阀，常用于气缸运动速度的控制，也称速

度控制阀。

当其用来控制气缸速度时，应尽量靠近气缸安装，并根据气缸的控制需求选择相应的节流方

向，避免在安装方向上出现错误。如图3-1-32所示，P→A流动时，经过节流阀节流；反方向A→P流

动时，单向阀打开，不节流。

图3-1-32  单向节流阀

3．排气节流阀

图3-1-33所示为排气节流阀。气流从A口进入阀内，由节流口节流后经消声套排出。因此它不

仅能调节执行元件的运动速度，还能起到降低排气噪声的作用。排气节流阀一般安装在换向阀的排

气口处与换向阀联合使用，常用在换向阀与气缸之间不能安装速度控制阀的场合。

图3-1-33  排气节流阀

四、气动控制阀的选用

正确选择控制阀是设计气动系统的重要环节，选择合理就能够使线路简化，减少控制阀的品种和

数量，降低压缩空气的消耗量，降低成本并提高系统的可靠性。选用气动控制阀要重点考虑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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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阀的技术规格能否满足使用环境的要求。如气源压力大小，电源条件（交、直流及电压

等），介质温度，环境温度、湿度、粉尘等情况。

（2）阀的机能和功能是否满足需要。尽量选择机能一致的阀，如选不到，可用其他阀或用几个

阀组合使用。例如，可用二位五通代替二位三通阀，只要将不用的孔口用堵头堵上即可。

（3）根据流量来选择通径。分清是主阀还是控制用的先导阀。主阀必须根据执行元件的流量来

选择通径；先导阀（信号阀）则应根据所控制阀的远近、数量和要求动作的时间来选择通径。

（4）根据使用条件、使用要求来选择阀的结构形式。如果要求严格密封，一般选择橡胶密封阀；

如果要求换向力小，有记忆性能，应选择滑阀；如气源过滤条件差，采用截止式阀为好。

（5）安装方式的选择。从安装维护方面考虑板式连接较好，特别是对于集中控制的自动、半自

动控制系统，优越性更突出。

（6）阀的种类选择。在设计控制系统时，应尽量减少阀的种类，避免采用专用阀，选择标准化

系列阀，以利于专业化生产、降低成本和便于维修使用。

（7）调压阀的选用要根据使用要求选定类型和调压精度，根据最大输出流量选择其通径。减压

阀一般安装在分水滤气器之后，油雾器或定值器之前；进、出口不能接反；阀不用时应把旋钮放

松，防止膜片经常受压变形而影响性能。

（8）安全阀的选择应根据使用要求选定类型，根据最大输出流量选择其通径。

（9）选用气动流量阀对气动执行元件进行调速，比液压流量阀调速要困难，因为气体具有压缩

性。选择气动流量阀要注意以下几点：管道上不能有漏气现象；气缸、活塞间的润滑状态要好；流

量控制阀尽量安装在气缸或气马达附近，尽可能采用出口节流调速方式；外加负载应稳定。

任务实施

工作任务单

姓  名 班  级 组  别 日  期

任务名称 气动控制阀的选用

工作任务 根据工作要求正确选用气动控制阀

任务描述
在教师的指导下，能识别各种气动控制阀，并能根据具体的工作要求正确选

用气动控制阀

任务要求

1．了解实训室或生产车间安全知识；

2．掌握危险化学物品的安全使用与存放；

3．认识气动控制阀实物；

4．正确选用气动控制阀

提交成果
1．气动控制阀清单；

2．气动控制阀原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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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班  级 组  别 日  期

考核评价

序号 考核内容 配分 评分标准 得分

1 安全意识 20 遵守规章、制度

2 工具的正确使用 10 正确使用实验工具

3 气动控制阀清单 10 控制阀清单罗列正确

4 气动控制阀选用 50 选择正确，能满足工作要求

5 团队协作 10 与他人合作有效

指导教师 总分

任务3-2   控制回路的设计

任务引入

图3-2-1（a）所示为送料装置的工作过程示意图，用于将料仓中的毛坯推出料仓。按下按钮，

气缸的活塞杆伸出；松开按钮，活塞杆缩回。

图3-2-1  送料装置

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