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说明 

额定负荷 

 

P：滚柱之间距 (mm)； 

R：单一保持架滚柱之数量； 

C1：单颗滚柱动额定荷重 (N)； 

C0：单颗滚柱静额定荷重 (N)； 

F0：单颗滚柱容许荷重 (N)。 

[例]产品订购码：LGC3A180R25之额定负荷计算。 

由尺寸规格表(保持架组合规格)可知: 

滚柱之间距 P=5 mm 

单一保持架滚柱之数量 R=25 

单颗滚柱动额定荷重 C1=640 N 

单颗滚柱静定荷重 C0=610 N 

单颗滚柱容许荷重 F0=203 N 

有效滚柱数 R/2=12.5，取 12 

分别代入上表之计算公式，可求得: 

正向负荷时之动额定负荷 Ca=4,701.88 N、静额定负荷 Ca0=15,250 N、容许荷重 Fa0=5,075N 

侧向负荷时之动额定负荷 Ca=8,061.31 N、静额定负荷 Ca0=15,250 N、容许荷重 Fa0=5,075N 

静安全系数(S0) 

交叉滚柱导轨在静止或运行时，可能会受到因冲击或启动停止造成的惯性等其它无法预期的

外力作用，因此需考虑对工作负荷的静安全系数，参考如下: 

  



    S0=Ca0/F 

    S0: 静安全系数 

    Ca0: 静额定负荷   (kN)                

    F: 工作负荷       (kN) 

额定寿命(L) 

计算出动额定负荷后，其额定寿命计算式如下： 

                                 L:额定寿命          (km) 

                                 Ca:动额定负荷       (kN) 

       F:工作负荷          (kN) 

       fT:温度系数         (参阅温度系数对照图) 

                                  fw:负荷系数         (参阅负荷系数对照表) 

计算工作寿命时间(Lh) 

由额定寿命(L)的计算结果，在行程长度和每分钟往返次数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可使用以下

计算式推算工作寿命时间。 

            Lh:工作寿命时间         (h) 

        ls:行程长度              (mm) 

        m:每分钟往返次数        (min-1) 

温度系数(fT) 

当使用环境温度超过 100℃时，考虑高温的恶劣影响，基本额定负荷需乘以温度安全系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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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系数(fw) 

通常作往复运动的机械在运转中大都伴随着振动或冲击，但是要精确地得知高速运转及频繁

启动与停止所导致的冲击是很困难的。因此当实际作用的工作负荷大小无法计算时，或速度

及振动的影响很大时，请将基本额定负荷（Ca 或 Ca0）除以下表依据经验所得的负荷系数

进行修正。 

 

关于行程 

交叉滚柱导轨作动的时候，当导轨移动时，保持器也会随之向同方向移动，且移动量约

为行程的一半，当负荷被固定在工作台上面时，负荷的中心和保持器中心之间的距离依据工

作台移动量发生变化。因此，为了得到稳定的精度，请务必依照最大行程参照表搭配使用。 

[例] 滚柱 Ø6的导轨，精度为高级，长度分别为 300 mm与 200 mm，需求操作行程 50 mm。 

由导轨最短长度为 200 mm，并参考最大行程参照表可知，滚柱颗数可选择 16、19 颗，此

时最大行程分别为 118 mm与 64 mm皆大於操作行程 50 mm → 皆可满足使用需求。 

   

 



使用注意事项 

1、谨慎操作： 

交叉滚柱导轨若不慎掉落时，轨道面可能会出现滚动体的压痕，此时会影响精度，甚至

无法顺利地运动，请慎重操作。 

2、调整： 

在未充分调整安装面的精度、预压等情况下使用时，会造成运动精度下降，对寿命、精

度等造成不良影响；请注意组装与调整，给予预压施加对於提高直线产品的刚性，可确保其

操作精度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如果过度施压则会导致轨道面的损伤、轨面扭曲等问题；请

依建议安装程序进行安装与调整。 

3、整组配对使用： 

轨道的精度是以整组为单位，精确控制其相互误差范围，因此若将不同组别的导轨混合

使用的情况下会无法确保精度，组装时请特别注意。 

4、容许负荷： 

容许负荷是指当滚动体和轨道面所承受接触应力最大，接触部位的弹性变形量总和较小

且依然能够作圆滑顺畅的滚动时的最高负载值。在要求高精度且顺畅度的场合，请务必在允

许负荷值以内设计使用。 

5、保持架偏移： 

交叉滚柱导轨在高速使用或承受偏负荷、振动等情况时，可能会发生保持架偏移，需注

意为避免过分挤压，预留行程，建议操作行程略小於最大行程，避免保持架挤压受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