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讲 轴毂连接

10.1    键连接



键是一种标准零件，可以分为平键、楔键、半圆键、

切向键等几大类。键连接常用来实现轴与轮毂间的

周向固定并传递转矩，还可以用于实现轴上零件的

轴向固定或沿轴向滑动。



1 平键连接

工作原理：平键的两侧是工作面，上表面与轮毂
键槽底面间有间隙（如图），工作时靠轴槽、键
及毂槽的侧面受挤压来传递转矩，故定心性较好。



根据用途，平键又可分为

普通平键

导向平键

滑键



普通平键与轮毂上键槽的配合较紧，属静连接。

导向平键和滑键与轮毂的键槽配合较松，属动连接。



1）普通平键





轴上键槽的加工方法

轮毂上键槽的加工方法 插削或拉削



键联接4

键的选择和强度校核

键的尺寸选择

b×h根据轴径d由标准中查得，键的长度参考轮毂

的长度确定，一般应略短于轮毂长，并符合标准中规

定的尺寸系列，满足挤压强度的校核要求。

平键的尺寸主要是键的截面尺寸b×h及键长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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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平键连接（静连接），其主要失效形式是

工作面的压溃，有时也会出现键的剪断，但一般只作连

接的挤压强度校核。



平键连接的受力分析 主要失效形式 是键、轴槽、
和毂槽三者中强度最弱的工作
面被压溃。

强度条件为（挤压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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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σP—工作面的挤压应力，MPa

T——传递的转矩，N.mm

d——轴的直径 mm



l——键的工作长度，mm

A型 l=L-b

B型 l=L

C型 l=L-b/2

L、b为键的公称长度和键宽

k——键与毂槽的接触高度

[σP]——许用挤压应力（P56表4.1）



如若强度不够，加双键按180°布置，考虑载荷分布的
不均匀性，按1.5个键计算

键的材料常用（σB≥ 600MPa ）：45钢、20钢、Q235
钢



2）导向平键连接





导向平键用于动连接

导向平键连接主要失效形式是工作面的磨损



3）



2 半圆键连接
键的侧面为工作面，键的上表面与毂槽底面间有间隙。

强度计算方法与平键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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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楔键连接

楔键的上、下表面为工作面，两侧面为非工作面。键

的上表面与键槽底面均有1:100 的斜度。工作时，键

的上下两工作面分别与轮毂和轴的键槽工作面压紧，

靠其摩擦力和挤压传递扭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