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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针对目前吨袋在输送转向过程中频繁出现滞留现象、输送传动零部件容易疲劳磨损失效

等问题，导致包装能力不能满足客户要求，设计了一套新型输送转向装置。方法方法 通过分析吨袋内物

料特性和原吨袋输送转向装置存在问题，提出新型输送转向装置设计方案及装置结构组成。结果结果 新

装置包装能力可以达到52.2袋/h，与原装置比较，包装能力提高了35.8%。结论结论 新型输送转向装置克

服了粉状和颗粒状物料性质引起的冲击载荷，杜绝了吨袋在转向输送中滞留现象的发生，输送平稳性

和传动部件寿命得到提高，包装能力也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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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at the frequent retention phenomenon and the fatigue wear failure problem of moving parts of FIBC

in the process of conveying, leading to failure of packaging capacity in meeting customers' requirements, a new type of

turning device in FIBC conveyor was designed and its structural composition was presented.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material properties and the original turning device in FIBC conveyor, the paper put forward a design

scheme of the novel device together with its structure composi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ackaging capacity could

reach 52.2 bags per hour, which was increased by 35.8% 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 equipment. The new device

overcame the impact load caused by the properties of powder and granular materials and eliminated the retention

phenomenon of FIBC during conveying. The stability of transportation and working life of the moving parts were improved,

as well as the packaging capac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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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袋作为大宗粉状和颗粒状物料的包装，广泛应

用于化工、化肥、医药、冶金等行业

[1—4]

。这些大宗粉状

和颗粒状物料的吨装通常包括物料的装袋、称量、封

口、检测、码垛等多道工序，每道工序在不同的工段完

成，包袋从一个工段到下一个工段的输送是通过配套

的输送线完成的

[5—7]

。在输送过程中，根据生产流程的

要求，输送方向经常会发生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吨袋

输送系统必须有与其适应的输送转向装置。

随着产品年产量的增加，企业希望吨装输送线的

包装定量值和包装能力能有大幅度的提高。目前许

多企业要求吨袋输送，很多吨袋包装定量值超过2 t，

而普通包装定量值在20~50 kg之间，包装能力要求≥

40 袋/h。对于吨装生产线配套厂家来说，要提高包装

定量值和包装能力，输送转向装置的设计是关键之

一。文中针对常州某包装生产线配套厂家输送转向

装置存在的问题，对原装置进行改进，设计一套新型

包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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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转向装置，以满足使用厂家的要求。

1 原设计方案及存在问题

原输送转向装置见图1，包袋从主通道经过转接

区进入转向平台，平台转动，包袋输送方向改变，再经

过转接区进入支通道，到达目的工段。在转接区装置

设有托辊输送带，在转向平台区装置设有链板输送

带，通过输送带，吨袋可以从转接区过渡到转向平

台。转向平台底部设有电机、减速机、齿轮传动部件，

带动转向平台转动，实现吨袋的转向。原始设计方案

存在以下技术问题。

1）吨袋内物料性质决定了包袋应用原方案输送

会产生滞留现象，这种现象对于普通包袋输送来说并

不明显，但对于吨装，这种现象显得尤为突出。包袋

内粉状和颗粒状物料是非均匀质，在输送转向过程中

包袋内这些物料的运动形式复杂，包括滑动、滚动或

跳跃等多种形式

[8—9]

，在输送中会产生冲击载荷。吨袋

是重载输送，冲击载荷会明显增加，输送不平稳，包袋

会频繁出现滞留现象

[10—14]

。

2）无论是链板输送带还是托辊输送带，其输送

传动部件在重载、冲击振动工况下容易疲劳磨损失

效

[15]

。

3）装置在输送过程中无论输送负载状况还是空

载状况，输送速度恒定，不可以调节，工作循环时间

长，输送效率低。目前原装备的包装能力≤30袋/h，

不能满足客户要求。

2 新型装置总体方案设计

新型吨袋输送转向装置见图2。该装置主要由夹

紧部件、拖动部件和回转平台等部分组成。夹持部件

位于拖动部件前端，并与拖动部件连接，拖动部件可

带动夹持部件移动，拖动部件位于回转平台上方，回

转平台可以带动拖动部件和夹持部件一起转动。具

体方案如下所述。

1）夹持部件以一定力夹持吨袋，通过夹持吨袋，

可以将原本非均匀质物料的输送转变为似均匀质物

料的输送，克服物料性质引起的冲击载荷，杜绝了滞

留现象的发生，同时也提高了输送传动部件的寿命。

2）拖动部件拖动夹持部件，驱动吨袋可以在转

接托辊和输送托辊输送带上平稳运动，将吨袋从主

通道边缘沿导轨移动通过转接区到转向平台。拖动

部件采用液压驱动，托辊辅助输送、导轨副连接，使

得整个装置在输送过程中冲击力和摩擦阻力减小，

输送平稳，提高了装置传动部件使用寿命和吨袋输

送效率。

3）回转平台可以根据生产线要求将吨袋输送方

向改变，电动机提供平台回转所需的驱动力，调速器

调整回转速度。

新装置工作循环见图3。在吨袋装置输送过程

中，夹持部件的移动速度和回转平台的转向速度可以

根据输送负载状况进行调节。负载时运动速度可以

减慢，空载时运动速度加快，这样可以缩短循环工作

时间，提高了包装能力。

图1 原始输送转向装置

Fig.1 The original turning device in ton bag conveyor

图2 新型吨袋转向输送装置

Fig.2 New turning device in FIBC conveyor

1，12，19，21.支架 2.夹板加强筋 3.内齿轮 4.小齿轮 5.大齿轮 6.调速

器 7.电机 8.导轨 9.滚轮 10.支架底座 11.机架 13.夹板 14，27.异形铰

链 15.转接托辊 16.轴承座组件 17.输送托辊 18.销轴 20，25.连杆

22.平台 23.拖动液压缸 24.联动板 26.夹持液压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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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型装置结构设计

3.1 夹紧部件

夹持部件由夹持液压缸（26）、夹板（13）、联动板

（24）、连杆（20，25）、异形连铰链（14，27）和铰链支架

（19）等组成。夹持液压缸固定安装在支架上，其伸缩

杆与联动板固定连接，连杆（20，25）和异形铰链（14，

27）分别对称设置在夹持液压缸两侧。连杆一端与联

动板铰接，另一端与异形铰链铰接。夹板焊接固定在

异形铰链上。当液压缸伸缩杆伸出时驱动连杆和异

形铰链，夹板张开，反之，夹板合拢夹紧吨袋。

3.2 拖动部件

拖动部件主要由拖动液压缸23、转接托辊15、输

送托辊17、导轨8、滚轮9、支架19等组成。拖动液压

缸固定在支架21上，其伸缩杆与支架19联接，支架19

支承夹持部件，支架21固联在平台上。转接托辊安装

在支架12上，输送托辊安装在支架1上，支架1固定安

装在平台上，构成输送带。平台上设有导轨，支架底

座10通过滚轮与导轨高副连接。在拖动液压缸驱动

下，支架19及夹持部件沿着导轨移动，带动吨袋在输

送带上平稳运动。

3.3 回转平台

回转平台主要包括电机、调速器、大齿轮、小齿

轮、内齿轮和机架。电机固定在机架上，电机输出端

与调速器输入端相连，调速器输出端与大齿轮连接，

大齿轮、小齿轮和内齿轮构成传动链，内齿轮固定在

平台底面。

4 试验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技术方案的可靠性，在浙江某化工企业

进行了应用试验。对PTA（大宗有机原料）吨袋输送进

行了连续跟踪试验。试验主要指标为包装能力（袋/h），

重复试验3次，取平均值。在吨袋包装定量值为0.5，

1，1.5，2 t时，新生产线和原生产线输送转向装置包装

能力见图4，其中S为标准差。

从图4可以看出，当吨袋包装定量值为0.5 t时，两

者包装能力差距较小，随着定量值的增加，新输送转

向装置包装能力有明显提高。当定量值为2 t时，新装

置包装能力为52.2袋/h，原装置包装能力为33.5袋/h，

相较于原装置，新装置的包装能力提高了35.8%。这

主要因为新装置改变了吨袋内物料的运动特性，使输

送转向过程中吨袋转动惯量减小，提升了输送速度，

因此包装能力得到提高。随着吨袋定量值的增加，其

效果更加明显。

5 结语

输送转向装置是提高吨包袋输送线包装定量值

和包装能力的关键环节。文中分析了原输送转向装

置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设计出一套新型输

送转向装置。装置包括三部分：夹紧部件、拖动部件

和回转平台。装置将原本非均匀质物料的输送转变

为似均匀质物料的输送，克服了物料性质引起的冲击

载荷，杜绝了滞留现象的发生。整个装置在输送过程

中冲击力和摩擦阻力得到减小，提高了装置传动部件

使用寿命和吨袋输送效率。试验结果表明，新输送转

向装置包装能力可以达到52.2 t/h，与传统输送转向装

置比较，包装能力提高了35.8%，满足了客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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