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数字化孪生镜像技术如何优化碰撞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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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什么不宜等到零件在机床上时才修正潜在的碰撞？ 
主要原因如下： 

■ 过于依赖员工个人的经验和注意力 

■ 不管是由于人为干预还是机床自动保护机制，机床停机会导致生产延误和供应滞后 

■ 整个流程链被打乱，导致错误更多、时间成本更高。例如，在 CAM 软件中修正程序 

■ 流程更加难以规划，机床无法得到更好利用 

■ 几乎无法实现智能化和降低成本 

2. 在制造前使用哪些程序检测碰撞？ 
多家 CAD/CAM 和仿真软件服务商提供了不同方法。 

程序 1 程序 2 

  
在这种方法中，首先在 CAM 系统中独立于 

机床进行数控编程。然后添加机床信息。 

使用附加仿真软件对刀路进行验证。 

在第二种方法中，使用真实生产环境的数字化

孪生镜像技术在 CAM 环境中进行规划、编程

和刀路验证，包括所有机床信息。 

在 CAM系统中对 NC程序进行完全碰撞检查。 

 

在 CAM 系统中进行独立于机床的数控编程，并在附加仿真软件中进行验证。 

独立于机床 
数控编程 

后处理 附加系统： 
数控代码仿真 加工 

数控代码修正 

在 CAM 系统中进行与机床相关的数控编程和验证 

通过数字孪生进行编程 通过数字孪生进行验证 
后处理 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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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两种程序哪个更安全？ 
两种程序均使用真实制造环境的数字孪生验证刀路。然而，第二种程序（完全集成解决方案）

具有诸多优点，特别是能够显著节省时间和规避错误。 

■ 所需界面和修正迭代的数量减少 

■ 根据重点不同，在工作准备、编程和仿真过程中检测和避免碰撞，随时访问存储在系

统中的 Tebis 智能制造经验数据库 

■ 一般来说，在单台机床的动态特性和整体生产的利用方面，可以更轻松地实现制造过

程智能化，更好地利用机床的潜力 

作为基本的先决条件，虚拟和真实世界必须相同。简化的几何体表示可能会导致验证结果错

误。 

 

 

在 CAM系统中进行与机床相关的数控编程和验证 

通过数字孪生进行编程 通过数字孪生进行验证 后置处理 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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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在数字化孪生镜像 CAM 环境中显示出哪些制造资源，并在进行

碰撞检查时予以考虑？ 
毫无例外，公司使用的所有制造资源： 

■ 所有机床，包括所有干扰几何体和辅助设备： 例如，深孔钻床的 Z 轴法兰盘防护罩、

激光测量系统或刀具夹持臂 

■ 所有基于组件的铣削、钻削和 3D 车削刀具及刃口、刀柄和延长刀柄，包括制造商建

议切削数据 

■ 所有单元，例如用于车削的固定中心架和尾座或用于深孔钻的钻孔导套 

■ 所有夹具，从简单的虎钳到复杂的零点夹紧系统 

此外还有运动特性信息，即参考点、换刀位置和横向运动。例如，如果使用设计机床头进行

碰撞检查，则仅考虑机床头的运动，而无需考虑机床的运动。 

 

 

碰撞检查考虑机床运动特性 

 

使用机床头进行碰撞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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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全集成解决方案有哪些碰撞避让可能性？ 
 
一般来说，在工作准备期间的流程链中、在 CAM 编程期间的数控计算中或在数控仿真中实

现碰撞避让。尽可能智能化，必要的灵活性。 

 

工作准备 

 

在工作准备中，进行检查以确定零件是否可

在选定机床上实现无碰撞加工。 

例如，如果因机床头的几何形状而导致无法

夹紧，则交互式地旋转工作台（或本例中的

零件）。 
 

 

数控计算 

 

根据零件的几何形状、加工任务和所用机床，

在计算刀路时有三种智能碰撞避让策略可供

选择：智能区域缩小、5 轴联动避让铣削或

转位碰撞避让。 

根据需要对刀具运动进行具体控制，例如通

过向量对 5 轴联动避让运动进行控制。 

数控仿真 

 

 
作为附加选项，计算出所有策略后，在批量

模式下以交互方式对整个加工区域和所有中

间运动的制造流程进行完全仿真。例如，单

独调整退刀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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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将智能碰撞避让策略用于编程？ 
自动区域缩小功能通常用于 3 轴粗加工：无

法使用刀具加工的铣削区域（例如，由于会

与机床头发生碰撞）会自动停用。 

 
为精加工过程中获得最佳曲面质量，最好尽

可能在整个流程中使用短刀具。如果机床的

运动特性允许，5 轴联动避让铣削是一种理

想的碰撞避让策略。 

 

残料区域加工通常为转位加工。例如，对于

因其动态特性而不适合 5 轴联动加工的多轴

机床，建议采用转位碰撞避让策略 。 

 
 
 
 
 
结论 

Tebis 制造流程库是安全和高效制造的基础。但除了碰撞避让之外，工作准备和 CAM 编程同

样受益于精确的数字孪生。首先是一些有用的功能，例如能够将来自制造商规格的动态参数

存储在虚拟机床中，从而智能计算机床运行时间。 

基于组件的夹具库能够显著简化设置流程，存储在刀具库中的切削数据可确保达到更优切削

条件。特别是，数字孪生作为通过标准化数控模板实现面向机床的 CAM 智能编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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