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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相似性检测报告（详细版）

报告编号：7d5e8610-7e54-4411-9d15-a73e012d0de2

原文字数：26,009

检测日期：2017年03月22日

检测范围：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CSPD）、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CDDB）、中国学术会议论文数据库（CCPD）、中国学术网页数据库（CSWD）
 
检测结果：

一、总体结论

总相似比：32.56% (参考文献相似比：0.00%，排除参考文献相似比：32.56%)

二、相似片段分布
 

注：绿色区域为参考文献相似部分，红色区域为其它论文相似部分。

三、相似论文作者（举例22个）

点击查看全部举例相似论文作者

四、典型相似论文（举例52篇）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序号 相似比 相似论文标题 参考文献 论文类型 作者 来源 发表时间

1 9.30% 交点尺寸的测量 期刊论文 陈本庆 机械制造 2001

2 4.07% 关于普通钻床ZJA3725×8-2的数控改装 期刊论文 吴延盛 等 大观周刊 2011

3 3.49% 贫困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研究 期刊论文 叶妙企 等 东方教育 2013

4 3.49% 普通车床的经济型数控改造实例 期刊论文 李国农 水利电力机械 2001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xzz20010102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gzk20113820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fjy20130618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ldljx200104016.aspx


2

                                                    论文相似性检测报告

点击查看全部举例相似论文

五、相似论文片段（共23个）
 

序号 相似比 相似论文标题 参考文献 论文类型 作者 来源 发表时间

5 3.49% LED插件若干技术的研究 学位论文 付文华 合肥工业大学 2012

6 3.49% CA6140车床经济型数控改造的方案论证 期刊论文 姚兴岭 等 东方教育 2013

7 2.33% 基于U盘技术的经济型数控雕刻机的软硬件设计 学位论文 陈涛 江南大学 2008

8 2.33% 应对化学/生物袭击的紧急预警系统研究 学位论文 纪喜文 华东理工大学 2009

9 2.33% 教学实践中普通机床数控化改造的可行性及技术途径分析 期刊论文 李穗平 等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

2006

10 2.33% CA6140卧式车床的数控化改造设计 会议论文 董平 等 全国企业应用集成系统与技术学

术研讨会(EAIST'05)

11 1.74% 下壳体半固态压铸件数值模拟 学位论文 辛恩承 沈阳理工大学 2012

12 1.74% 土工格室加筋地基性能的有限元分析 学位论文 杨建军 重庆交通大学 2007

13 1.74% 微纳米干粉体脉冲喷射燃烧法制备Y2O3:Eu3+发光材料芯片 期刊论文 王懿 等 功能材料 2010

14 1.74% 微胶囊的微流体数字化制备技术及配套器件制作工艺研究 学位论文 张晓乐 南京理工大学 2008

15 1.74% 数字化芯片微阵列点样实验及稳定性研究 学位论文 孙振银 南京理工大学 2007

1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1.74%】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NK、NKT细胞特异性表达Cre重组酶knock-in小鼠的建立

        [学位论文]张秀凤，2011年  山东师范大学

细胞内微喷射和微灌注技术为基础的玻璃针头(Glass Needle)（精细的玻璃微量毛细移液管 黑色（如图4-4所示）；图4-4 4#F1代小鼠照片5# F1代小鼠的毛色为黑色（如图4-5所示）。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7830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fjy20130618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9903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cqsygdzkxxxb20060401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Conference_6075270.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5022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3301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ncl20101104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54269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5474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D20654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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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实验生物学研究领域中成为一项非常普遍的操作方法，比如在

体外受精、转基因中等等。这些技术最恰当的话应当称其为显微外科操作，因为这些操作是

通过单个的或多个的筒状玻璃微量移液管、精确的定位装置（显微操纵器）以及微量喷射器

或微量灌注器来在单个的细胞上进行的。这些操作中所使用

图4-5 5#F1代小鼠照片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764 讨论目前，以细胞内微注射和微灌注

技术为基础的玻璃针头(Glass Needle，精细的玻璃微量毛细移液管)的使用，已经在越来越

多的实验生物学研究领域中成为一项非常普遍的操作方法，比如在体外受精、转基因中等等

。描述这些技术最恰当的话应当称其为显微操作，因为这些操作是通过单个的或多个的筒状

玻璃

2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2.33%】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应对化学/生物袭击的紧急预警系统研究

        [学位论文]纪喜文，2009年  华东理工大学

操作，因为这些操作是通过单个的或多个的筒状玻璃微量移液管、精确的定位装置（显微操

纵器）以及微量喷射器或微量灌注器来在单个的细胞上进行的。这些操作中所使用的微量移

液管是用一毛细管拉针器(pipette puller)来制作的，先将玻璃毛细管加热到其熔化的温度

，再将其拉制成所需的合适大小的直径和锥形，微量移液管小头的直径（小至0.2微米）与纤

维操纵器的高精度相关，它可以用于精准的移液。这种精确度可以为各种类型和任意大小的

细胞提供亚皮克升级或0.1微米(micron)范围内的精确的、重复性良好的细胞内和细胞旁喷射

。通过运用直接的水压（压力喷射）或者不通过使用水流，而通过施加一电场来使带电离子

运动（离子电渗法），都可以获得将微量移液管中的物质挤喷出去的效果。

微喷射应用的范围非常广泛，从辅助（体外）细胞

3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1.74%】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乙醇对斑马鱼血管发育的影响和机制探讨

        [学位论文]夏一梦，2009年  上海交通大学

分子和细胞基本组分的转运都需使用这一技术，比较典型的是将某些物质喷射进细胞中以操

作和/或监测某种特定的存活细胞中的基本机体生物化学状态。这些可以喷射进细胞的物质包

括有：各种细胞器、激酶、组织化学标志物（比如辣根过氧化物酶或者荧光黄）、蛋白质、

代谢物质、微磁头、离子、抗体、基因、分子生物学的mRNA和DNA，等等。运用这一技术，也

技术至分子和细胞基本组分的转运都需使用这一技术,比较典型的是将某些物质注射进细胞中

以操作和/或监测某种特定的存活细胞中的基本机体生物化学状态。这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硕士论文6可以注射进细胞的物质包括有:各种细胞器、激酶、组织化学标志物(比如辣根过

氧化物酶或者荧光黄)、蛋白质、代谢物质、微磁头、离子、抗体、基因、分子生物学的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D07021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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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实现用于单个细胞或一组细胞的较少量（皮升至毫升）药剂或药物的精确输送（微灌注

），例如药理学的药物检验

mRNA 和 DNA 等等。运用这一技术,也可以实现用于单个细胞或一组细胞的较少量(皮升至毫

升)药剂或药物的精确输送(微灌注),例如药理学的药物检验

4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1.16%】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微型无阀泵及其集成微流控分析系统研究

        [学位论文]李修函，2006年  北京大学

驱动与控制技术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由于流体流动的影响因素众多，它的驱动和控制技

术，与宏观流体相比，更为复杂和多样化。

目前，微流体的驱动和控制技术种类很多，采用的原理和形式也不尽相同，如按原理来分，

可分为压强驱动、电水力驱动、电渗驱动、热驱动、表面张力驱动、离心力驱动等；如按有

无可

5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1.16%】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基于微流体数字化喷射的细胞微胶囊制备技术研究

        [学位论文]李清，2012年  南京理工大学

无可动部件分，又可分为有阀和无阀的驱动和控制；其中每一中驱动和控制方法又有各种不

同的操作形式。

1.2.4.2  微流体数字化技术

 “微流体数字化技术”的原创技术特征如下：方法上以脉冲为微流动基本形态；以脉冲当地

惯性为主动力；以脉冲波形、频率、幅值、相位、波数、波序列为驱动-控制-扰动参数；装

置上既无微可动件又无嵌入式微电路；以外部宏驱动器影响微流道内部流动。性能上：适用

流体

无可动件又无嵌入式微电路条件下实现了微流动的数字化驱动和控制。“微流体数字化技术

”的原创技术特征如下：方法上以脉冲为微流动基本形态；以脉冲当地惯性力为主动力；以

脉冲波形、频率、幅值、相位、波数、波序列为驱动一控制一扰动参量；装置上既无微可动

件又无嵌入式微电路；以外部宏驱动器影响微流道内部流动。性能上：适用流体广，包括各

种

6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1.16%】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基于微流体数字化喷射的细胞微胶囊制备技术研究

        [学位论文]李清，2012年  南京理工大学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27520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27520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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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扰动参数；装置上既无微可动件又无嵌入式微电路；以外部宏驱动器影响微流道内部流

动。性能上：适用流体广，包括各种液体和粉体；流动分辨率高达飞升级；脉冲量调整、序

列可控的数字化流动；可靠性高、抗固粒堵塞、气泡阻断；工作条件保持生物活性；结构简

、成本

控制一扰动参量；装置上既无微可动件又无嵌入式微电路；以外部宏驱动器影响微流道内部

流动。性能上：适用流体广，包括各种液体和粉体；流动分辨率高达飞升级；脉冲量规整、

序列可控的数字化流动；可靠性高、抗颗粒堵塞、气泡阻断；工作条件利于保持生物活性；

结构简、成本

7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1.16%】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土工格室加筋地基性能的有限元分析

        [学位论文]杨建军，2007年  重庆交通大学

主要实现功能：① 安装前x、Y向可调节要求，喷嘴角度可调节；②安装后X、Y 向自动调节

的要求；③可靠性、工艺性、经济性和外观造型等方面的要求。

有限单元法是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现代计算方法。将某个工程结构

离散为由各种单元组成的计算模型，称为单元剖分。离散后单元与单元

有限单元法的基本原理有限单元法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展而迅速发展。用计算机计算问题的

基本过程主要包括:分析对象的离散化,有限元求解和计算结果处理三部分,其求解的思路可归

纳如下.1)物体离散化将某个工程结构离散为由各种单元组成的计算模型,这一步称为单元剖

分.离散后单元之间利用单元

8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1.16%】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BEPCII前室真空盒的结构设计中有限元分析

        [期刊论文]《黑龙江工程学院学报》，2004年  郑向华 等

有限单元法是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现代计算方法。将某个工程结构

离散为由各种单元组成的计算模型，称为单元剖分。离散后单元与单元之问利用单元的节点

相互连结起来，单元节点的设置、性质、数目等应视问题的性质，描述变形形态的需要和计

算精度

有限单元法是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现代计算方法。将某个工程结构

离散为由各种单元组成的计算模型,称为单元剖分。离散后单元与单元之间利用单元的节点相

互连结起来;单元节点的设置、性质、数目等应视问题的性质、描述变形形态的需要和计算精

度而定。在有限元法中,根据单元的材料性质、形状、尺寸、节点数目

9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1.16%】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离子泵三维随动调节支架有限元分析

        [期刊论文]《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  郑向华 等

单元之问利用单元的节点相互连结起来，单元节点的设置、性质、数目等应视问题的性质，

描述变形形态的需要和计算精度而定三维随动调节支架的ANSYS有限元分析对结构设计是十分

单元组成的计算模型，称为单元剖分。离散后单元与单元之间利用单元的节点相互连结起来

，单元节点的设置、性质、数目等应视问题的性质，描述变形形态的需要和计算精度而定。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3301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ljjtgdzkxxxb20040300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cddzjxgdzkxxxb2006040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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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一项综合性工作。利用有限元法的原理进行分析计算，使其满足预期的设计要求，实

现预定的结构设计功能[1]-[5]。

因此，三维随动可调节支架的结构设计是一项综合性的技术工作。由于结构设计

三维随动调节支架的ＡＮＳＹＳ有限元分析对结构设计是十分必要的一项综合性工作。利用

有限元法的原理进行分析计算，使其满足预期的设计要求，实现预定的结构设计功能

10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1.74%】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交点尺寸的测量

        [期刊论文]《机械制造》，2001年  陈本庆

系统，连续控制系统。如果工件相对于刀具移动过程中不进行切削，可选用点位控制方式。

数控微喷射三维手动调节架在移动过程中头并不进行孔加工，因此数控装置可采用点位控制

方式。对点位系统的要求是快速定位，保证定位精度。

2．伺服系统的选择

伺服系统实现位置伺服控制有开环、闭环、半闭环3种控制方式。开环控制的伺服系统存在着

控制精度不能达到较高水平的基本问题，但是步进电机具有角位移与输入脉冲的严格对应关

系，使步距误差不会积累；转速和输入脉冲频率严格的对应关系

数控钻床在工作台移动过程中钻头并不进行钻孔加工,因此数控装置可采用点位控制方式。对

点位系统的要求是快速定位,保证定位精度。(2 ) 伺服系统的选择 伺服系统实现位置伺服控

制有开环、闭环、半闭环 3 种控制方式。开环控制的伺服系统存在着控制精度不能达到较高

水平的基本问题,但是步进电机具有角位移与输入脉冲的严格对应关系,使步距误差不会积累

11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1.16%】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普通车床的经济型数控改造实例

        [期刊论文]《水利电力机械》，2001年  李国农

步进电机具有角位移与输入脉冲的严格对应关系，使步距误差不会积累；转速和输入脉冲频

率严格的对应关系，而且在负载能力范围内不受电流、电压、负载大小、环境条件的波动而

变化的特点。并且步进电机控制的开环系统由于不存在位置检测与反馈控制的问题，结构比

较简单，易于控制系统的实现与调试

输入脉冲的严格对应关系,使步距误差不会积累。步进电机的转速和输入脉冲频率也有严格的

对应关系,而且具有在负载能力范围内不随电流、电压、负载、环境条件的波动而变化的特点

。此外,步进电机控制的开环系统不存在位置检测与反馈控制的问题,结构比较简单,易于控制

系统的实现与调试。并且随着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控制技术的发展,在改善步进电机

12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5.81%】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交点尺寸的测量

        [期刊论文]《机械制造》，2001年  陈本庆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xzz20010102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ldljx20010401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xzz20010102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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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不受电流、电压、负载大小、环境条件的波动而变化的特点。并且步进电机控制的开

环系统由于不存在位置检测与反馈控制的问题，结构比较简单，易于控制系统的实现与调试

。并且随着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控制技术的发展，在改善步进电机控制性能方面也取得了可喜

的发展。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这种采用步进电机作为驱动执行元件的开环伺服系统可以满

足加工要求，适宜于在精度要求不很高的一般数控系统中应用。虽然闭环、半闭环控制为实

现高精度的位置伺服控制提供了可能，然而由于在具体的系统中，增加了位置检测、反馈比

较及伺服放大等环节，除了在安装调试增加工作量和复杂性外，从控制理论的角度看，要实

现闭环系统的良好稳态和动态性能，其难度也将大为提高。为此，考虑到在普通立式微喷射

三维手动调节架上进行设计，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为了简化结构，降低成本，本设计采用步

进电机开环伺服系统。

3．执行机构传动方式的确定

为确保数控系统的传动精度和工作平稳性，在设计机构传动装配时，通常提出低摩擦、低惯

量、高刚度、无间隙、高谐振以及有适宜阻尼比的要求。故在设计中应考虑以下几点：1）尽

量采用低摩擦的传动和导向元件。如采用滚珠丝杠螺母传动副、滚动导轨等。 2）尽量消除

传动间隙。如步进电机上的传动齿轮采用偏心轴套式消隙结构。 3）缩短传动链。缩短传动

链可以提高系统的传动刚度，减小传动链误差。可采用预紧以提高系统的传动刚度。如应用

预加负载的滚动导轨和滚珠丝杠传动副，丝杠支承设计成两端轴向固定，并加预拉伸的结构

等提高传动刚度。X-Y传动采用滚珠丝杠螺母传动副和滚动导轨。

4．计算机系统的选择

计算机数控系统一般由微机部分、I/O接口电路、光电隔离电路、伺服电机驱动电路、检测电

路等几部分所组成。在简易数控系统中，大多采用8位微处理器的微型计算机。如何采用

Z80CPU或MCS-51单片机组成的微机应用系统。

Z80CPU有芯片价廉，通用性强，维修方便等特点。MCS-51单片机具有集成度高、可靠性好、

功能强、速度快和很高的性能价格比等特点。通过比较，对于简易数控机床推荐采用

积累；转速和输入脉冲频率严格的对应关系,而且在负载能力范围内不受电流、电压、负载大

小、环境条件的波动而变化的特点。并且步进电机控制的开环系统由于不存在位置检测与反

馈控制的问题,结构比较简单,易于控制系统的实现与调试。并且随着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控制

技术的发展,在改善步进电机控制性能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发展。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这种采

用步进电机作为驱动执行元件的开环伺服系统可以满足加工要求,适宜于在精度要求不很高的

一般数控系统中应用。虽然闭环、半闭环控制为实现高精度的位置伺服控制提供了可能,然而

由于在具体的系统中,增加了位置检测、反馈比较及伺服放大等环节,除了在安装调试增加工

作量和复杂性外,从控制理论的角度看,要实现闭环系统的良好稳态和动态性能,其难度也将大

为提高。为此,考虑到在普通立式钻床上进行改造,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 系统分辨率 0. 0l

即可 ) ,为了简化结构,降低成本,本文采用步进电机开环伺服系统。(3 ) 执行机构传动方式

的确定 为确保数控系统的传动精度和工作平稳性,在设计机构传动装配时,通常提出低摩擦、

低惯量、高刚度、无间隙、高谐振以及有适宜阻尼比的要求。故在设计中应考虑以下几点:"

尽量采用低摩擦的传动和导向元件。如采用滚珠丝杠螺母传动副、滚动导轨等。#尽量消除传

动间隙。如步进电机上的传动齿轮采用偏心轴套式消隙结构。$缩短传动链。缩短传动链可以

提高系统的传动刚度,减小传动链误差。可采用预紧以提高系统的传动刚度。如应用预加负载

的滚动导轨和滚珠丝杠传动副,丝杠支承设计成两端轴向固定,并加预拉伸的结构等提高传动

刚度。X - Y 工作台传动采用滚珠丝杠螺母传动副和滚动导轨。(4 ) 计算机系统的选择 计

算机数控系统一般由微机部分、I / 0 接口电路、光电隔离电路、伺服电机驱动电路、检测

电路等几部分所组成。在简易数控系统中,大多采用 8 位微处理器的微型计算机。如何采用

Z80CPU 或 MCS - 5l 单片机组成的微机应用系统。Z80CPU 有芯片价廉,通用性强,维修方便

等特点。MCS - 5l 单片机具有集成度高、可靠性好、功能

13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1.16%】

位置：
来源：交点尺寸的测量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xzz20010102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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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期刊论文]《机械制造》，2001年  陈本庆

采用MCS-51系列单片机作为主控制器。

微机数控的X-Y。由于X-Y的运动部件重量，因此选用有预加载荷的滚珠导轨。采用滚动导轨

可减小两个相对运动面的动、静摩擦系数之差，从而提高运动平稳性，减小振动。考虑到电

机步距角和丝杠导程只能按标准选取，为达到分辨率0.01mm要求，需采用齿轮降速传动。

综上所述，本文总体方案确定为：采用MCS-51单片机

微机数控的 X - Y 工作台。由于 X - Y 工作台的运动部件重量和切削力不大,因此选用有预

加载荷的双 V 形滚珠导轨。采用滚动导轨可减小两个相对运动面的动、静摩擦系数之差,从

而提高运动平稳性,减小振动。考虑到电机步距角和丝杠导程只能按标准选取,为达到分辨率

0. 0l 要求,需采用齿轮降速传动。改装?维修803l单片机

14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1.16%】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交点尺寸的测量

        [期刊论文]《机械制造》，2001年  陈本庆

运动平稳性，减小振动。考虑到电机步距角和丝杠导程只能按标准选取，为达到分辨率

0.01mm要求，需采用齿轮降速传动。

综上所述，本文总体方案确定为：采用MCS-51单片机对数据进行计算处理，由I/O接口输出步

进脉冲步进电机经一级齿轮减速后，带动丝杠转动，从而实现工件的纵向、横向运动，同时

为了防止意外事故，保护微机

工件台的槽及此槽内用螺母旋紧。综上所述,本文改造的总体方案确定为:采用8031 单片机对

数据进行计算处理,由 I / 0 接口输出步进脉冲步进电机经一级齿轮减速后,带动丝杠转动,

从而实现工件的纵向、横向运动,同时为了防止意外事故,保护微机

15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1.74%】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基于轨道车门的面轮廓度自动检测装置的设计

        [学位论文]蒋公芹，2009年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精度系数（查表：取fa =1）

fk-------可靠性系数（（查表：取fk =1）

Fm------等效负载

nz-------等效转速

Th ----------工作寿命，取丝杆的工作寿命为15000h

由上式计算得Car=17300N

表3-1-1各类机械预期工作时间Lh

传动滚珠丝杠副ＣＤ，精度等级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分为七个等级，即ｌ、２、３、４、５、７、１０级。１级精度最高，依

次逐渐降低。滚珠丝杠的精度直接影响ｘ向进给的定位精度，在滚珠丝杠精度参数中，其导

程误差对定位精度的影响最明显。一般在初步设计时设定丝杠的任意３００ｍｍ行程变动量

Ｖ３咖应小于目标设定的定位精度值的１／３～１／２，在最后精度验算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xzz20010102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82543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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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2精度系数fa

表3-1-3可靠性系数fk

表3-1-4负载性质系数fw

3.1.6精度的选择

滚珠丝杠副的精度对电气机床的定位精度会有影响，在滚珠丝杠精度参数中，导程误差对机

床定位精度是最明显的。一般在初步设计时设定丝杠的任意300 行程变动量 应小于目标设定

定位精度值的1/3～1/2,在最后精度验算中确定。，选用滚珠丝杠的精度等级X轴为1～3级（1

级精度最高），Z轴为2～5级，考虑到本设计的定位精度要求及其经济性，选择X轴Y轴精度等

级

16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1.16%】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冷挤花键技术及其装备研究与开发

        [学位论文]郑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满足要求。

3.2.3丝杆拉压振动与扭转振动的固有频率

    丝杠系统的轴向拉压系统刚度Ke的计算公式

式中  A——丝杠最小横截面， ；

螺母座刚度KH=1000N/μm。

丝杠最小横截面：2 6 4 22 31.5 10 7.8 104 4A d mπ π ? ?= = × × = ×cL ——临界

转速计算长度：112 500 350180 40 351.5 0.42 2cL m?= + + + = ≈取 1 0.4cL L m= =

，2k ——安全系数，一般取 2 0.8k = ；r ——材料的密度： 3 37.85 10 /kg mr= ×

；2f ——丝杠支承方式系数，查表得 2 4.730f = ，2max20.03159910 4.730 43650 / min

1500 / min0.4crn r n r≈ × × = >= ,满足要求。丝杠拉压振动与扭转振动的固有频率：

丝杠系统的轴向拉压系统刚度 K e 的计算公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论文34两端固定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D24393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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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导轨运动到两极位置时，有最大和最小拉压刚度，其中，L植分别为750mm和100mm。

经计算得：

式中  Ke ——滚珠丝杠副的拉压系统刚度(N/μm)；

 KH——螺母座的刚度(N/μm)；KH=1000 N/μm

Kc——丝杠副内滚道的接触刚度(N/μm)；

KS——丝杠本身的拉压刚度(N/μm)；

KB——轴承的接触刚度(N/μm)。

经计算得丝杠的扭转振动的固有频率远大于1500r/min，能满足要求

：11 1 1 1 1( / )4e B c H SN mK K K K Kμ ?= + + + (4.10)式中 K e ——滚珠丝杠副

的拉压系统刚度(N/ μ m)；K H ——螺母座的刚度(N/ μ m)；KC ——丝杠副内滚道的接触

刚度(N/ μ m)；K S ——丝杠本身的拉压刚度(N/ μ m)；K B ——轴承的接触刚度(N/ μ

m)。丝杠副内滚道的接触

17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1.16%】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水切割工作台横向进给系统设计

        [期刊论文]《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年  宋今朝

计算的扭矩及转动惯量，选择电机型号为SIEMENS的IFT5066，其额定转矩为6.7 。

第4章 Y方向结构设计

4.1 Y轴滚动导轨副的计算、选择

根据给定的工作载荷Fz和估算的Wx和Wy计算导轨的静安全系数fSL=C0/P，式中：C0为导轨的

基本静额定载荷，kN；工作载荷P=0.5(Fz+W)； fSL=1.0~3.0(一般运行状况)，3.0~5.0（运

动时受冲击、振动）。根据计算结果查有关资料初选导轨：

因系统受中等冲击,因此取

根据计算额定静载荷初选导轨

估算为 5000N2.3 滚动导轨副的计算、选择根据给定的工作载荷 Fz 和估算的 Wx 计算导轨

的静安全系数 fSL=C0/P， 式中：C0 为导轨的基本静额定载荷，kN；工作载荷

P=0.5(Fz+W)；fSL=1.0~3.0(一般运行状况)，3.0~5.0（运动时受冲击、振动）.根据计算结

果查有关资料初选导轨：依据使用速度 v（m/min）和初选导轨的基本动额定载荷C(kN)验算

导轨的工作寿命 Ln：Ln= (C/P)3×50×103v×60(hour)P=0.5(Fz+W)=0.5*2500=1250N导轨静

安全系数取 fSL=5.0因为公式 fSL=C0/P 式中 C0 为导轨的基本静额定载荷

18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1.74%】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cfxyxb20130902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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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LED插件若干技术的研究

        [学位论文]付文华，2012年  合肥工业大学

丝杠转速 (r/min)

最大动载荷：

式中：fW为载荷系数，中等冲击时为1.2~1.5；fH为硬度系数，HRC≥58时为1.0。

查表得中等冲击时 则:

根据使用情况选择滚珠丝杠螺母的结构形式，并根据最大动载荷的数值可选择滚珠丝杠的型

号为: CM系列滚珠丝杆副，其型号为：CM2005-5。

名称计算公式结果

公称直径

――20mm

螺距

――５mm

接触角

――

钢球直径

――3.175mm

螺纹滚道法向半径

1.651mm

偏心距

0.04489mm

可取Ｆ。＝Ｏ．５Ｆ：，Ｆ，＝Ｏ．６Ｆ：计算。取ｆ＿Ｏ．００４，Ｆｚ＝２０００则：

瓦２０．５疋５０．５×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Ｎ毋２０．６疋

２０．６×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ＮＲ№２１．１ ５×１

ｏｏＯ＋Ｏ．００４（２０００＋１ ０４４．８９）＝１１ ６２．１ ８ＮＥ№２１．１

５×１ ２００＋Ｏ．００４（２０００＋１ ０１ ４）＝１ ３９２．０５６Ｎ寿命值：三

＝等等，其中丝杠转速”＝等（ｒ／ｍｉｎ）；Ｔ＝１５０００ｈ；ｌＵ

ｆ．ｎ＝２０００／５＝４００ｒ／ｍｉｎ，Ｌ＝６０×４００×１ ５ ＯＯ／１ ０６＝３

６０最大动载荷（见数控机床系统设计）：Ｑ＝Ｖ上厶矗Ｆ （４．２）式中： ＾为载荷系

数，中等冲击时为１．２～１．５：厶为硬度系数，ＨＲｃ兰５８时为１．０。查表得中等

冲击时厶＝１．２，厶＝１则：Ｑ＝Ｖ３６０×１．２×１１６２．１８＝９９２１Ⅳ鳞

＝Ｖ３６０×１．２×１３９２．０５６＝１１８８３．３５Ⅳ根据使用情况选择滚珠丝杠

螺母的结构形式，并根据最大动载荷的数值可选择滚珠丝杠的型号为： ＣＭ系列滚珠丝杆副

，其型号为：ＣＭ２００５．５，其基本参数如下：丝杠代号 公称 基本导 丝杠 循环 额定

载荷Ｎ 刚度直径 程 外径 圈数 （Ｎ／ｕｍ）如 Ｐｈ 盔ｎ 动载荷 静载荷

ＫｃＣＭ２００５．５ ２０ ５ ｌ ９．５ ５ １４２０５ ３８２４４ ７３０图４．２滚

珠丝杠ＣＭ２００５—５参数其额定动载荷为１４２０５Ｎ＞ｇ足够用．滚珠循环方式为外

循环螺旋槽式，预紧方式采用双螺母螺纹预紧形式。滚珠丝杠的参数如下表所示：２８ 表

４．１滚珠丝杠参数表名称 计算公式 结果公称直径吼 ２０ｍｍ螺距， ５ ｍｍ接触角ｐ

４５０钢球直径矾 ３．１７５ｍｍ螺纹滚道法向半径Ｒ尺＝Ｏ．５２吃 １．６５１ｍｍ偏

心距Ｐ Ｐ＝（Ｒ一以÷２）ｓｉｎ∥ ０．０４４８９ｍｍｆ螺纹升角７厂剐Ⅳ喀瓦

４０３３。螺杆外径ｄ ｄ＝吨一（ｏ．２～０．２５）以 １ ９．３６５ｍｍ螺杆内径名

４＝‰＋２Ｐ一２Ｒ １ ６．７８８ｍｍ螺杆接触直径攻破＝威一巩ｃｏｓ∥ １

７．７５５ｍｍ螺母螺纹外径Ｄ Ｄ＝如一２Ｐ＋２Ｒ ２３．２１２ｍｍ螺母内径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7830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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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升角

螺杆外径

19.365mm

螺杆内径

16.788mm

螺杆接触直径

17.755mm

螺母螺纹外径

23.212mm

螺母内径（外循环）

20.7mm

其基本参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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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额定动载荷为14205N>  足够用.滚珠循环方式为外循环螺旋槽式,预紧方式采用双螺母螺纹

预紧形式.

滚珠丝杠螺母

19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1.16%】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谈谈机电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及设计步骤

        [期刊论文]《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0年  谢建忠

计算如下表

（1）传动效率计算

丝杠螺母副的传动效率为：

式中：φ=10’，为摩擦角；γ为丝杠螺旋升角。

（2）稳定性验算

丝杠两端采用止推轴承时不需要稳定性验算。

丝杠轴向力:%＝K只,—,(E+形。)《N)其中:K＝1,15,滚动导轨摩擦系数厂＿0.003-0005；在

车床车削外圆时:Fx＝(0.1—0.6)F:,Fy＝(O.1 5-0.7)F:,可取F×-0.5R,F,＝O.6巳计算。

,gy4.4.2传动效率计算。丝杠螺母副的传动效率为:玎2高式中:巾＝10’,为摩擦角；y为丝杠

螺旋升角。 ,…-4.4.3稳定性验算。丝杠两端采用止推轴承时不需要稳定性验算。4.4.4刚度

验算。滚珠丝杠受工作负载引起的导程变化量为:△7l:±鲁(cm)Y向所受牵引力大,故用Y向参

数计算。4.4.5齿轮计算、设计因步进电机步距角良＝1.5。滚珠丝杠螺距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zqykj20102713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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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刚度验算

滚珠丝杠受工作负载引起的导程变化量为： (cm)

Y向所受牵引力大,故用Y向参数计算

丝杠受扭矩引起的导程变化量很小，可忽略不计。导程变形总误差Δ为

 E级精度丝杠允许的螺距误差[ Δ]=15μm/m。

4.3 步进电机惯性负载的计算

20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1.74%】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LED插件若干技术的研究

        [学位论文]付文华，2012年  合肥工业大学

负载力矩为Ｔ，负载力为Ｐ，根据能量守恒原理，电机所做的功与负载力所做的功有如下的

关系：

式中 为电机转角，Ｓ为移动部件的相应位移， 为机械传动的效率。若取 ，则Ｓ＝ ，且 。

所以：

式中： 为移动部件负载（N），G为移动部件质量（N）， 为与重力方向一致的作用在移动部

件上的负载力（N）， 为导轨摩擦系数， 为步进电机的步距角（rad）,T为电机轴负载力矩

（N.cm）。

取 =0.3（淬火钢滚珠导轨的摩擦系数）， ＝０.8， = =279.23Ｎ。考虑到重力影响，Ｙ向

电机负载较大，因此Ｇ＝1200Ｎ，所以有：

考虑到启动时运动部件惯性的影响，则启动转矩：

根据能量守恒原理可知，电机做的功与载荷力做的功相等。设步进电机的等效负载力矩为

Ｔ，载荷为Ｐ：丁妒７７＝ｎ （４．７）式中妒为电机转角， ，／为机械传动的效率，ｓ

为载荷移动位移。若取电机转角妒＝％，则ｓ＝６ｐ，且尸＝￡＋∥（Ｇ＋￡）。所以：丁

： ！！鱼￡！！！±竺！ｇ ±竺！！！ （４．８），＝＝——?————－—－—－－二

－——?———————－－－——－－－——————－－－———————－?————

—————－－－一 ＼‘｝一Ｃ’，２ ７ｒ，７秒６式中：ｆ为载荷负载（Ｎ），Ｇ为载

荷质量（Ｎ），￡为与重力方向一致的作用在载荷上的负载力（Ｎ），∥为导轨摩擦系数，

铭为步距角（ｒａｄ），Ｔ为电机轴负载力矩（Ｎ．ｃｍ）。取∥＝ｏ．０３（淬火钢滚珠

导轨的摩擦系数），７７＝ｏ．８，只＝１ ３００ Ｎ。考虑到重力影响，Ｙ向电机负载较

大，因此Ｇ＝１ ８００ Ｎ，所以有：丁：！鱼兰Ｑ：Ｑ型！三ＱＱ±Ｑ：Ｑ堑兰

ＱＱＱ±！璺Ｑ尘！≈１ ３５Ｎ．ｃｍ２×３．１４×Ｏ．８×１．５考虑到启动时运动部

件惯性的影响，则启动转矩：丁：—ＬｑＯ．３～ｏ．５取系数为０．３，则：死：生堕

：３３７．５，７．ｃｍ‘０．４步进电机的最高工作频率：ｋ：玉Ｌ：ｊ业一：１６６７

。一 ６０ ６． ６０×Ｏ．０１…。为使电机不产生失步空载启动频率要大于最高运行频率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7830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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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系数为０.３，则：

对于工作方式为三相６拍的步进电机：

(２） 步进电机的最高工作频率

为使电机不产生失步空载启动频率要大于最高运行频率

厶。，同时电机最大静转矩

21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1.16%】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风洞攻角系统的设计与研究

        [学位论文]杜雨轩，2012年  西南交通大学

计算齿宽与齿高之比：

                                   b/h                             （5.13）

模数

 0.91mm

齿高

 =2.04mm

代入式（5.13）得：

  =10.67

计算载荷系数

                                                     （5.14）

查图10-8，由v=0.17m/s，7级精度，得：

 =1.0

查表10-4，得：

 1.2

查表10-2，得：

计算模数ｍ．：ｄ．ｊ瓜：７１．７９之／—２．０６—／１．３＝８３．６９

（５—１３）ｄ ／Ｋ ７Ｉ ７９ｘ ０６／１ ３ ８３ ６９ｍｍ １３．＝西，ｉ伍 。＝

．毛 ＝ ．（５一（５）按齿根弯曲强度设计弯曲强度设计公式为

ｍ＝ｄｉ／ｚｌ＝８３．６９／２０－４．１８ｒａｍ，竹≥确定公式内各参数的值１）查

得小齿轮的弯曲疲劳强度极限％Ｉ＝５００ＭＰａ，大齿轮的弯曲疲劳强度极限

％２＝３８０ＭＰａ２）查得弯曲疲劳寿命系数Ｋ，Ⅳｌ＝０．８５，‰２＝０．８８３）

计算弓衄疲男讦用脞刀取弯曲疲劳安全系数为Ｓ＝１．４，则【咋】ｌ争

＝１０．８５ｒｘ５００－３０３．５７ＭＰａｈ】：丁ＫＩ州２０＂ＦＥ２＝百

０．８８ｘ３８０＝２３８．８６胁４）计算载荷系数ＫＫ＝Ｋ』Ｋ，，ＫＦ。

Ｋ，，＝１．２５ｘ１．Ｉｘｌ．Ｉｘｌ．２８＝１．９３６５）查取齿形系数

‰ｌ＝２．９１，‰２＝２．０６６）查取应力校正系数圪Ｉ＝１．５３，圪

２＝１．９７７）计算大、，Ｊ、齿轮的衔并力Ⅱ以比较辎咎＝型兰塑：０．０１４６６【

唧】ｌ ３０３．５７‘车草＝—２．２６ｘ—１．７６４：０．０１６６９【％】２

２３８．８６。

（５－１４）（５－１５）（５－１６）（５－１７）（５－１８）（５－１９）（５－２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0867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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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查表10-3，得：

 =1.30

查图10-13，得：

 =1.28

以上代入式（5.14）得：

                            1.95

    按实际载荷系数修正

                             24.87mm                    （5.15）

计算模数m：

 1.04mm

按弯曲强度设计

由公式（10-5 ）

                                                   （5.16）

 ——弯曲疲劳寿命系数

 ——弯曲疲劳需用应力

 ——齿形系数

 ——应力校正系数

由图10-20c查得小齿轮弯曲疲劳强度极限 =500MPa；大齿轮弯曲强度极限 =380MPa；

由图10-18取弯曲疲劳寿命系数 =0.93， =0.97

计算载荷系数

 = =1.92

计算弯曲疲劳需用应力，取弯曲疲劳安全系数S=1.4，得：

 =332.1MPa

 =263.3MPa

查取齿形系数

０）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第４５页计算大齿轮的数值大，”≥

＝—２ｘ１．９３６ｘ１．３６ｘ—１０６／２ｘ０．０１６６９＝３．３８ｍ朋

（５－２１）对比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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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1.16%】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战斗部质量、质心、质偏测试系统研究

        [学位论文]罗小林，2006年  中北大学

齿轮传递的扭矩为：

 =17.7N m

查表10-7，选齿宽系数

 =1

查表10-6，得弹性影响系数

 =189.8 ；

查图10-21d，查得小齿轮接触疲劳强度极限为 MPa；大齿轮接触疲劳强度极限为 MPa。

计算应力循环系数

 =5.5×108次

 =1.84×107次

查图10-19，得接触疲劳寿命系数 1.26， 1.31；

计算接触疲劳许用应力：取安全系数S=1，则：

  =756MPa，   =720.5MPa

计算

设计公式中代入 中较小值，得：

 29.85mm

计算小齿轮分度圆圆周速度

 0.072m/s

计算齿宽b

 =29.85mm

计算齿宽与齿高之比b/h

模数 1.24mm

齿高 =2.8mm

进行试算,即丸拽szvI薷K,T1u+＿l Ze 2①计算小齿轮传递的转矩

ZZ:95.5×105×5.5×O,96／18446N?lIⅡn＝2.73×105N?mm查表选择齿宽系数九＝1,墨

＝1.3,材料的弹性影响系数Z。＝189.8MPa№,小齿轮的接.19— 中北大学学位论文触疲劳强

度极限O-。,l＝600MPa:大齿轮的接触疲劳强度极限盯m22550MPa。②计算应力循环次数N。一

一60n。jL..＝60×184.46×1×(2×8×300×15)＝7.97x108N,7 97×108／3.7i＝2.15X 1

0“查表得接触疲劳寿命系数足Ml＝0.90；KH,v:20,95③计算接触疲劳许用应力耿失效效率为

l%,安全系数S＝1,[o-H]l＝争产一o,×600MPa＝540№h]::鱼譬:o95×550MPa＝522.5MPao④

试算mJ齿轮分度圆直径d。代八p。]中较小的值“狙,zJ等.等c南,2 z。zfl.3x2.；3xlOSx 4-

71(189.8／2＝90:55眦⑤计算圆周速度v。:型!!!!:!:竺:i!!些:竺:2.75m／s60X1000

60×1000⑥计算齿宽b和齿宽与齿高之比b／h模数齿高b＝砬

,d1,＝1X90.55290.55intoⅢ＝90.55／19＝4.77h＝2.25m＝2-25×4.77＝1

0.73b／h＝90.55／10.73＝8.44⑦计算载荷系数根据v＝2 75m／s,7级精度,查得动载系数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0144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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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

计算载荷系数

查图10-8，由v=0.07m/s，7级精度，得：

 =1.0

查表10-4，得：

 1.2

查表10-2，得：

 =1.25

查表10-3，得：

 =1.30

查图10-13，得：

 =1.28

所以载荷系数

 1.95

按实际载荷系数

23 送检论文片段 　　相似论文片段 【1.74%】

位置：

头部 中前部 中部 中后部 尾部

来源：下壳体半固态压铸件数值模拟

        [学位论文]辛恩承，2012年  沈阳理工大学

综合应用的实践训练，这是我们迈向社会、从事职业工作前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千里之

行始于足下”，通过这次课程设计，我深深体会到这句千古言的真正含义。我今天认真地进

行课程设计，学会脚踏实地地迈开这一步，就是为明天能稳健地在社会大潮中奔跑打下坚实

的基础。

说实话，毕业设计真是有点累。然而一着手清理自己的设计结果，仔细回味毕业设计的心路

历程，一种少有的成功喜悦即刻使我倦意顿消。虽然这是我刚学会走完的第一部，是我人生

中的一点小小的胜利，然而它令我感到自己成熟了许多。

综合应用的实践训练，是我迈向社会，从事职业工作前一个必不少的过程。“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通过本课题的完成，我深深体会到这句千古名言的真正含义。这学期我认真的进行

毕业设计，学会脚踏实地迈开这一步，就是为明天能稳健地在社会大潮中奔跑打下坚实的基

础。说实话，毕业设计真的有点累。然而，当我一着手清理自己的设计成果时，漫漫回味这

一整个学期的心路历程，一种少有的成功喜悦即刻使倦意顿消。虽然这是我刚学会走完的第

一步，也是人生的一点小小的胜利，然而它令我感到自己成熟了许多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5022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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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部举例相似论文作者（共22个） 
 

通过毕业设计，使我深深体会

序号 作者 典型片段总相似比 剩余相似比

1 陈本庆 9.88% 22.67%

2 付文华 3.49% 29.07%

3 郑向华 2.33% 30.23%

4 纪喜文 2.33% 30.23%

5 李清 2.33% 30.23%

6 蒋公芹 1.74% 30.81%

7 辛恩承 1.74% 30.81%

8 张秀凤 1.74% 30.81%

9 夏一梦 1.74% 30.81%

10 郑昆 1.16% 31.40%

11 宋今朝 1.16% 31.40%

12 谢建忠 1.16% 31.40%

13 李春华 1.16% 31.40%

14 罗小林 1.16% 31.40%

15 杜雨轩 1.16% 31.40%

16 杨建军 1.16%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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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相似论文（举例52篇） 
 

序号 作者 典型片段总相似比 剩余相似比

17 康玲 1.16% 31.40%

18 罗阳 1.16% 31.40%

19 关文勇 1.16% 31.40%

20 屈化民 1.16% 31.40%

21 李国农 1.16% 31.40%

22 李修函 1.16% 31.40%

序号 相似比 相似论文标题 参考文献 论文类型 作者 来源 发表时间

1 9.30% 交点尺寸的测量 期刊论文 陈本庆 机械制造 2001

2 4.07% 关于普通钻床ZJA3725×8-2的数控改装 期刊论文 吴延盛 等 大观周刊 2011

3 3.49% 贫困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研究 期刊论文 叶妙企 等 东方教育 2013

4 3.49% 普通车床的经济型数控改造实例 期刊论文 李国农 水利电力机械 2001

5 3.49% LED插件若干技术的研究 学位论文 付文华 合肥工业大学 2012

6 3.49% CA6140车床经济型数控改造的方案论证 期刊论文 姚兴岭 等 东方教育 2013

7 2.33% 基于U盘技术的经济型数控雕刻机的软硬件设计 学位论文 陈涛 江南大学 2008

8 2.33% 应对化学/生物袭击的紧急预警系统研究 学位论文 纪喜文 华东理工大学 2009

9 2.33% 教学实践中普通机床数控化改造的可行性及技术途径分析 期刊论文 李穗平 等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

2006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xzz20010102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gzk20113820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fjy20130618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ldljx20010401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7830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fjy20130618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9903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cqsygdzkxxxb20060401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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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相似比 相似论文标题 参考文献 论文类型 作者 来源 发表时间

10 2.33% CA6140卧式车床的数控化改造设计 会议论文 董平 等 全国企业应用集成系统与技术学

术研讨会(EAIST'05)

11 1.74% 下壳体半固态压铸件数值模拟 学位论文 辛恩承 沈阳理工大学 2012

12 1.74% 土工格室加筋地基性能的有限元分析 学位论文 杨建军 重庆交通大学 2007

13 1.74% 微纳米干粉体脉冲喷射燃烧法制备Y2O3:Eu3+发光材料芯片 期刊论文 王懿 等 功能材料 2010

14 1.74% 微胶囊的微流体数字化制备技术及配套器件制作工艺研究 学位论文 张晓乐 南京理工大学 2008

15 1.74% 数字化芯片微阵列点样实验及稳定性研究 学位论文 孙振银 南京理工大学 2007

16 1.74% 离子泵三维随动调节支架有限元分析 期刊论文 郑向华 等 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

17 1.74% 基于轨道车门的面轮廓度自动检测装置的设计 学位论文 蒋公芹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9

18 1.74% BEPCII前室真空盒的结构设计中有限元分析 期刊论文 郑向华 等 黑龙江工程学院学报 2004

19 1.74% 旧路拓宽加筋路堤稳定安全研究及沉降计算 学位论文 黄秋锋 中南大学 2005

20 1.74% 微晶技术在水泥土中的应用和复合地基应力场数值试验研究 学位论文 胡江春 中南大学 2002

21 1.74% 微流体数字化喷射技术及其在微混合中的应用研究 学位论文 朱丽 南京理工大学 2008

22 1.74% 乙醇对斑马鱼血管发育的影响和机制探讨 学位论文 夏一梦 上海交通大学 2009

23 1.74% 数字化细胞微注射仪研制及拉针仪设计 学位论文 岳伟 南京理工大学 2008

24 1.74% 基于微流体数字化喷射的细胞微胶囊制备技术研究 学位论文 李清 南京理工大学 2012

25 1.74% 第一部分：关于NK、NKT细胞相关Cre重组酶基因敲入小鼠的构建第二

部分：一种构建打靶载体的新方法及其应用

学位论文 周翠红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3

26 1.74% NK、NKT细胞特异性表达Cre重组酶knock-in小鼠的建立 学位论文 张秀凤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http://d.wanfangdata.com.cn/Conference_6075270.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5022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3301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ncl20101104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54269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5474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cddzjxgdzkxxxb20060400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82543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ljjtgdzkxxxb20040300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91930.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7371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54262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D07021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6835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27520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D20654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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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相似比 相似论文标题 参考文献 论文类型 作者 来源 发表时间

27 1.74% 基于微流体数字化技术的粉体微输送实验研究 学位论文 顾正学 南京理工大学 2009

28 1.74% 数字化细胞微注射机器人显微视觉系统设计及实验研究 学位论文 胡芳芳 南京理工大学 2008

29 1.74% 以电磁铁为作动器的微流体数字化驱动系统实验研究 学位论文 谢莉凤 南京理工大学 2009

30 1.16% 数控机床设计中滚珠丝杠副的选用与校核 期刊论文 李祥 等 机械工程师 2009

31 1.16% 冷挤花键技术及其装备研究与开发 学位论文 郑昆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32 1.16% 简易三坐标工作台控制系统的研究 期刊论文 高佳苗 等 福建电脑 2013

33 1.16% 航弹摆差与几何量检测系统研究 学位论文 谢兰英 长春理工大学 2006

34 1.16% 水切割工作台横向进给系统设计 期刊论文 宋今朝 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

35 1.16% 战斗部质量、质心、质偏测试系统研究 学位论文 罗小林 中北大学 2006

36 1.16% 用微机数控系统改造CA6140车床 期刊论文 胡凤英 数控机床市场 2005

37 1.16% 微流体脉冲驱动-控制基础实验研究 学位论文 耿鑫 南京理工大学 2010

38 1.16% 风洞攻角系统的设计与研究 学位论文 杜雨轩 西南交通大学 2012

39 1.16% 谈谈机电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及设计步骤 期刊论文 谢建忠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10

40 1.16% 一种微流体数字化技术用任意波形发生器的研制 学位论文 顾小明 南京理工大学 2008

41 1.16% 微流体数字化细胞显微注射实验研究 学位论文 兰海英 南京理工大学 2008

42 1.16% 超声行波微流体驱动模型动力学分析 期刊论文 姜春香 等 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 2008

43 1.16% 基于SOPC技术的微流体数字化用小型化驱动控制系统研制 学位论文 陈亮 南京理工大学 2009

44 1.16% 基于数字化液滴微喷射的印制电子技术及实验研究 学位论文 王洪成 南京理工大学 2013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54174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6835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54126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xgcs20090307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D24393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fjdn20130901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41290.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cfxyxb20130902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90144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dxcpdb20050602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91975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0867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zqykj201027130.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6835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6835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yyjcygckxxb20080101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54126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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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全文报告请点击

说明：

1.总相似比≈送检论文与检测范围全部数据相似部分的字数/送检论文总字数

2.参考文献相似比≈送检论文与其参考文献相似部分的字数/送检论文总字数

3.排除参考文献相似比=总相似比-参考文献相似比

4.剩余相似比≈总相似比-典型片段总相似比

5.本报告为检测系统算法自动生成，仅供参考

序号 相似比 相似论文标题 参考文献 论文类型 作者 来源 发表时间

45 1.16% 基于数字化液滴微喷射的微流控芯片制备技术及实验研究 学位论文 李宗安 南京理工大学 2015

46 1.16% 直管形超声行波微流体驱动模型的模态与谐响应分析 期刊论文 魏守水 等 山东大学学报（工学版） 2006

47 1.16% 化学发光微流动注射分析芯片的研究 学位论文 刘伟 西南大学 2007

48 1.16% 微型无阀泵及其集成微流控分析系统研究 学位论文 李修函 北京大学 2006

49 1.16% 酞菁红区荧光探针在生物大分子检测中的应用及其用于生物成像的可

行性初探

学位论文 陈林 厦门大学 2014

50 1.16% 微流体驱动与控制技术研究进展 期刊论文 冯焱颖 等 力学进展 2002

51 1.16% 超声波微流体混合器的理论分析与仿真研究 学位论文 徐昊 山东大学 2010

52 1.16% 超声行波微流体驱动圆环和圆筒模型的有限元分析 学位论文 陈炜 山东大学 2009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97651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dgydxxb20060601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75400.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56354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56354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xjz20020100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79099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565299.aspx
http://check.wanfangdata.com.cn/HtmlReport.aspx?id=copydetect_f32ca64c-96a5-44c3-bdfd-16c544c71264&reportid=7d5e8610-7e54-4411-9d15-a73e012d0de2&sign=N2Q1ZTg2MTAtN2U1NC00NDExLTlkMTUtYTczZTAxMmQwZGUyfFBlcnNvbi5zZWVyMD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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