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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焊接机器人是从事焊接（包括切割与喷涂）的工业机器人。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工业机器人属于标准焊接机器人的定义，工业机器人是一种多用途的、可重复编程的自动控

制操作机（Manipulator），具有三个或更多可编程的轴，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为了适应不

同的用途，机器人最后一个轴的机械接口，通常是一个连接法兰，可接装不同工具或称末端

执行器。焊接机器人就是在工业机器人的末轴法兰装接焊钳或焊（割）枪的，使之能进行焊

接，切割或热喷涂。  

      焊接机器人主要包括机器人和焊接设备两部分。机器人由机器人本体和控制柜（硬件及软

件）组成。而焊接装备，以弧焊及点焊为例，则由焊接电源，（包括其控制系统）、送丝机

（弧焊）、焊枪（钳）等部分组成。对于智能机器人还应有传感系统，如激光或摄像传感器

及其控制装置等。图1a、b表示弧焊机器人和点焊机器人的基本组成。

      世界各国生产的焊接用机器人基本上都属关节机器人，绝大部分有6个轴。其中，1、2、3

轴可将末端工具送到不同的空间位置，而4、5、6轴解决工具姿态的不同要求。焊接机器人本

体的机械结构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为平行四边形结构，一种为侧置式（摆式）结构，如

图2a、b所示。

 焊接机器人示意图

 

      侧置式（摆式）结构的主要优点是上、下臂的活动范围大，使机器人的工作空间几乎能达

一个球体。因此，这种机器人可倒挂在机架上工作，以节省占地面积，方便地面物件的流动

。但是这种侧置式机器人，2、3轴为悬臂结构，降低机器人的刚度，一般适用于负载较小的

机器人，用于电弧焊、切割或喷涂。平行四边形机器人其上臂是通过一根拉杆驱动的。拉杆

与下臂组成一个平行四边形的两条边。故而得名。早期开发的平行四边形机器人工作空间比

较小（局限于机器人的前部），难以倒挂工作。但80年代后期以来开发的新型平行四边形机

器人（平行机器人），已能把工作空间扩大到机器人的顶部、背部及底部，又没有测置式机

器人的刚度问题，从而得到普遍的重视。这种结构不仅适合于轻型也适合于重型机器人。近

年来点焊用机器人（负载100～150kg）大多选用平行四边形结构形式的机器人。

      上述两种机器人各个轴都是作回转运动，故采用伺服电机通过摆线针轮（RV）减速器（1

～3轴）及谐波减速器（1～6轴）驱动。在80年代中期以前，对于电驱动的机器人都是用直流

伺服电机，而80年代后期以来，各国先后改用交流伺服电机。由于交流电机没有碳刷，动特

性好，使新型机器人不仅事故率低，而且免维修时间大为增长，加（减）速度也快。一些负

载16kg以下的新的轻型机器人其工具中心点（TCP）的最高运动速度可达3m/s以上，定位准



确，振动小。同时，机器人的控制柜也改用32位的微机和新的算法，使之具有自行优化路径

的功能，运行轨迹更加贴近示教的轨迹。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焊接专用机器人市场深度调查与未来前景预测

报告》共十章。首先介绍了焊接专用机器人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焊接专用

机器人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焊接专用机器人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

析了中国焊接专用机器人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焊接专用机器人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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