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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控技术在现代制造工业中被广泛使用，相关研究一直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数控技术的传

统流程主要包含刀具路径规划和进给速度插补。为实现高速高精加工，人们通常将路径规划与速度插补中的若

干问题转换成数理优化模型，针对工程应用问题的复杂性，采用分步迭代优化的思路进行求解，但所得的结果

往往只是局部最优解。其次，路径规划与速度插补都是为了加工一个工件曲面，分两步进行处理虽然简化了计

算，但也导致不能进行整体优化。因此，为了更好地开展路径规划与速度插补一体化设计与全局最优求解的研

究，系统性地了解并学习已有的代表性工作是十分有必要的。所以将逐次介绍数控加工中刀具路径规划与速度

插补的相关方法与技术进展，包括基于端铣的加工路径规划；刀轴方向优化；G 代码加工以及拐角过渡；参数

曲线路径的进给速度规划等国内外相关研究以及最新提出的一些新型加工优化方法。 

 

 

0 背景介绍 

数 控 机 床 (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machine tools)是数字化控制机床的简称，是一种

装有程序控制系统的零件加工生产设备，可以高

效生产各种复杂曲面零部件，如大型舰船螺旋桨、

航空发动机叶轮、隐形战机一体成型机翼，汽车发

动机零部件，5G 高精度零部件等。数控机床作为

工业母机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产业。数

控机床加工技术具有加工精度高、自动化程度高、

可靠性高、对加工对象的适应性强等优点，已经成

为当前制造业中主要力量，也是未来先进制造加

工领域中必不可少的核心组成。数控系统作为数

控机床的控制核心，是数控机床的“大脑”，其功

能、控制精度和可靠性直接影响机床的整体性能、

性价比和市场竞争力。数控技术则是数控系统中

技术概括，传统意义上涵盖数理模型、加工工艺、

系统控制、软硬件协同等，在当前智能框架下还可

以延伸到前端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omputer aided 

design，CAD)几何设计分析，后端的数控加工

(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CNC)智能控制等。 

随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各国对高、精、尖装

备的需求日益扩大，向现代制造加工技术提出了

新的挑战，所以数控加工技术已经是各主要国家

的重要产业战略布局点。美国先后发布了《先进制

造伙伴关系计划》、《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

《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等多项法案计划来

大力发展先进制造加工技术；德国提出了工业 4.0

的发展计划，力图将其打造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

技术平台；日本公布了产业结构蓝图，旨在强化国

内制造业；英国、韩国、印度、中国台湾等地区亦

提出积极的战略和政策，推动新兴技术在数控机

床等装备产业领域加快融合。在 2015 年，由国务

院印发的《中国制造 2025》中提到，要将高档数

控机床和基础制造装备列为“加快突破的战略必

争领域”，锚定我国装备制造业全球竞争地位，支

撑国防和产业安全的战略需求，特别是支撑我国

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过渡中，核心战略技术

研发是重中之重。  

数控加工的主要流程包括 CAD、计算机辅助制

造(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CAM)、后处

理过程以及机床加工，如图 1 所示。  

随着数控机床的快速发展，人们在实际数控加

工中对 CAM的精度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CAM

一般包含加工路径规划和刀轴方向规划。由于刀

具必须沿着规划好的加工轨迹行进，因此，加工路

径和刀轴方向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继的

加工精度和加工效率。其中加工路径规划又可以

分为基于侧铣和基于端铣的刀具路径。侧铣在加



   

   

 

工一些特定曲面(如直纹面等)具有很高地加工效

率，而端铣则在加工自由曲面时具有更好的效果。

本文将主要介绍针对自由曲面的相关数控加工技

术，因此关于侧铣的方法将不做展开。  

而机床加工过程的核心内容则是进给速度规

划。根据刀具路径的类型可分为：G代码加工及拐

角过渡；针对参数曲线的进给速度规划。在得到刀

具路径之后，总是希望刀具在满足运动学约束和

几何误差约束的前提下能够更快地沿着刀具路径

进行切削，从而缩短加工时间。所以进给速度规划

直接决定了加工工件的质量与效率，在数控加工

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 1  数控加工流程图 

 

1  加工路径规划 

加工路径指工件与机床刀具的相对运动轨迹，

其决定着刀具如何切削毛坯，以形成设计几何所

规定的曲面形状。加工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进给速度、切屑面积、切削力甚至是颤振(chatter)

的发生与否，因此，路径质量直接关系着实际加工

的精度和效率。从 CAD/CAM 一体化角度来看，加工

路径是 CAD 模型(即设计几何)和 CNC 加工代码的

中间状态(即制造几何)，是数字空间和物理空间

之间的桥梁(图 2)。故而能否自动规划加工路径直

接关系着产品生命周期的整体自动化程度和效率。 

广义上，加工路径包括刀位点位置与刀轴方向

2 个方面；狭义上，加工路径仅指刀位点位置(一

方面由于刀轴方向规划一般是在刀位点规划的基

础之上进行，另一方面是因为 3 轴数控机床的广

泛应用，这类机床的刀轴方向是固定不变的，不需

要额外的刀轴方向规划)。因此，本文采用后者定

义。加工路径的质量有 3个主要评价标准
[1]
： 

(1) 相邻路径间残留材料的高度(简称残高)

不超过给定容差，以保证加工精度； 

(2) 加工路径总长度尽量小，以减少加工时

间； 

(3) 加工路径的光滑程度尽量高，以防止频

繁加减速，从而提高平均进给速度，降低加工时间。 

其中，标准(1)是加工精度方面的要求，标准

(2)和(3)是加工效率方面的要求。对于简单几何，

3 个要求一般可以同时满足, 如对于平面，行型

(direction parallel)的等残高路径同时也是最

短且光顺的(除各条路径首尾相连处)；然而，对于

复杂曲面，其之间往往是不相容的，不能同时满足。

加工路径规划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平衡三者，尤其

是全局最优的平衡。 

针对上述 3 个要求，人们在过去的 30 余年里

提出了一系列路径规划方法，其中具有基础意义

的加工路径生成方法主要有等参数法 (iso-

parametric)、截平面法(iso-planar)、等残高法

(iso-scallop)等
[2]
，新近发展的加工路径优化方

法有向量场方法、等水平法等。 

 

 
图 2  加工路径是数字-物理二元空间的桥梁 

1.1 传统加工路径规划方法 

在三大传统方法中，等参数法最早被学术界

提出。如图 3所示，对于三维空间中的自由曲面，

该方法通过固定一个参数(u)，变动另一参数(v)，

在参数域生成一条直线段，并选取其所对应的三

维空间曲线为加工路径
[3]
。相邻加工路径对应的参

数增量由工程师指定的容差确定，即残高不超过

给定容差值。 

 

图 3  等参数路径规划方法示意图
[3]
 

等参数法具有路径光滑、计算简单、与 NURBS



   

   

 

曲面表示方法契合度高等优点，但也存在路径质

量不高的缺点，主要表现为路径总长度过大(其原

因在于路径疏密不一致、冗余加工过多)，且该方

法不适用于离散的网格和点云曲面。 

针对前一缺点，常用的改进方法有：ELBER 和

COHEN
[4]
对过密区域进行路径裁剪；HE等[5]对过密

区域进行路径间距微调。针对后一缺点，可用网格

模型和点云模型进行参数化，重建参数域解决；这

方面典型的工作见文献[6-7]，其分别面向网格和

点云。 

通过上述改进方法，等参加工路径的总长度

虽有所降低，但问题仍然突出。为进一步降低路径

总长度，DING 等
[8]
提出截平面法

1
。其基本思路是

将待加工自由曲面与一组平行面相交，然后以相

交线为加工路径，如图 4 所示。除使用一组平面

外，人们还尝试过使用一组曲面与待加工自由曲

面进行相交以生成加工路径，如 KIM 和 CHOI
 [9]

提

出的引导面方法中的投影操作在几何上等价于求

交。实际加工表明，截平面路径较等参路径具有更

均匀的路径疏密度，更小的路径总长度。与此同时，

截平面法具有可直接应用于网格和点云模型的优

势，如文献[10-11]所提的方法。然而，截平面路

径仍未彻底解决路径疏密不一致、冗余加工过多

的问题。 

 

图 4  截平面路径规划方法示意图
[8]
 

 

对上述问题，常用的改进思路有 2 个：曲面分

割法和等残高法。其中，曲面分割法将待加工曲面

分为多个区域，然后在不同区域生成具有不同疏

密度的截平面加工路径，以此让各自区域内的路

径疏密度尽量一致，其典型工作有 HU 等[12]提出

的方法。显然，该方法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截平

面法缺点带来的影响，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在各自

区域内仍存在路径疏密不一致、冗余加工过多的

问题。然而，曲面分割的思想在加工轨迹规划领域

具有重要意义，最近这一思想又被重新挖掘出来，

形成了近期基于方向场的加工轨迹规划方法[13]。 

等残高法是一个能够完全解决路径疏密不一

                                                        
1 其实在截平面法被学术界正式提出之前，工业界已独立应用该方

致和冗余加工问题的方法。其基本思路如图 5 所

示，主要包括 2部分： 

(1) 选定一条初始路径(如某段边界)并以此

为基础在待加工曲面上生成一簇偏移曲线； 

(2) 在偏移时，相邻曲线间的残高保持恒定

(即严格等于给定容差值，而不是像等参数法或截

平面法中的不超过给定容差值)。 

图 5  等残高路径规划方法示意图
[19]
 

 

这一方法一经提出便受到广泛关注，多个改

进方案随之被提出，FENG 和 LI
[14]

在提高计算精度

方面做出工作，TOURNIER 和 DUC
[15]

在提高计算效

率方面做了尝试，WEN等
[16]

把工作应用范围方面做

了拓广(如平底刀具，网格或点云曲面)。与此同时，

针对不同的加工需求，人们还将之拓展到如图 6所

示的多种拓扑形式
[17]

，如螺旋形加工轨迹适用于

高速加工
[18]

。 

(a)             (b)             (c) 

图 6  加工路径拓扑
[7]
((a)行型; (b)回型; (c)螺旋型) 

 

等残高法因彻底解决了冗余加工问题，具有

相对其他方法较少的加工路径总长度。然而，也存

在两方面问题： 

(1) 加工路径的总体形状依赖于初始路径的

选取，其总长度也会有所不同，因此，还有改进空

间； 

(2) 等残高加工路径的生成依赖于偏移操作，

而曲线偏移往往会在路径上产生尖角，如图 7 所

示(蓝色为初始路径，黑色为偏移曲线)，因此等残

高路径在光滑度方面还有优化空间。 

 

法，但具体的算法步骤要么未披露，要么不够系统。 



   

   

 

 

图 7  曲线偏移导致尖角问题 

 

针对这 2 个问题，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优化方

法，如最近的基于方向场的加工路径生成方法
[13]

便是一种通过方向场的流线来对路径进行优化选

择的方法。 

1.2  新型加工路径优化方法 

针对初始路径选择的问题，其使用一种类似贪

心算法的策略——所选取的初始路径具有最优的

加工条件，其他路径仍然使用传统偏移的方法得

到。最优初始路径的选取标准也多种多样，经典的

有最大加工带宽(图 8)、最大/最小曲面曲率等。

这类贪心策略有一个明显的缺点，远离初始路径

的加工路径的最优性难以保证。 

 

(a) 

 

(b) 

图 8  最大加工带宽示意图[2]((a)最大带宽方向示

意图；(b)根据向量场生成最优初始路径) 

 

上述问题的一大改进策略是对曲面进行分割，

然后在各个被分割区域分别选取最优初始路径。

由于被分割区域一般不大，初始路径与区域内的

其他路径相距不远，其最优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被保证。传统上曲面分割方法是直接对曲率、加工

带宽、运动学性能等加工性能指标进行自底向上

的聚类或自顶向下的分类，最近的曲面分割的方

法是通过将加工性能指标转化成方向场(很多文

献中使用矢量场来描述这类方法，这是不严格确

的，此类方法只利用了方向信息，不利用模长信

息)，并利用场中的奇异点来对曲面进行分割，如

图 9 和图 10 所示。场方法的依据在于奇异点分割

出来的区域内部的流线一般具有很好的相似性
[19]

，

这可以保持偏移路径与初始路径的一致性。 

 

图 9  方向场奇异点示意图
[19]

 

 

 

(a) 

 

(b) 

图 10 基于方向场的曲面分割方法
[13]

((a)代表最优

加工方向的方向场；(b)根据奇异分界对曲面进行分割) 

 

利用方向场(或者说张量场，本质一样)的奇异

点来进行曲面分割这一思想首先由文献[13]提出。

随后，学者提出一系列改进方法[20-24]，主要沿

着以下 3方面展开研究： 

(1) 向量场生成方法：将生成方向场的加工性

能指标从最大加工带宽推广至最大材料去除率
[20]

、

最大进给速度
[21]

、最小能量消耗
[22]

； 

(2) 分割区域内路径生成方法：将文献[13]中

的初始路径人工选择方法扩展至自动选择方法
[23]

； 

(3) 分割区域内路径拓扑确定方法：文献[24]

将文献[13]中的人工指定路径拓扑方法扩展至根

据流线形状自动确定路径拓扑的方法。 

虽然基于方向场的加工路径规划方法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方向场也具有表示多种加工指标的

优点，但仍有一个重要问题有待回答：按奇异点来

分割曲面是否是全局最优分割，分割区域内路径

生成方法是否为全局最优？目前的方法在这两方

面均采用启发式算法，其与全局最优路径的关系

尚未知。最近 ZOU
[25]

提出了一种将方向场推广至矢

量场的方法，首次实现了路径总长度的全局优化，

但尚未包含其他加工指标的全局优化。总之，场方

法未来仍有很大地改进空间。 

与路径长度优化相比，有关路径光滑度的工作

较少。初期的方法是在已有路径基础上对尖角部

分进行局部修正
[26]

。这类方法具有实现简单的优

点，但也存在 2个问题：①在修正处破坏了等残高

性质；②局部修正只能给出次优路径，不是全局最

优路径。 

近期提出的等水平方法
[27]

是一种加工路径全

局优化方法。与传统方法不同，其采用隐式加工路

径表示方法(图 11)，并将各加工指标(如等残高，

最大带宽)表达为能量函数，然后通过最小化这些

能量函数获得全局最优加工路径，如全局优化残

高分布
[27]

、光滑度
[28]

、长度
[25]

等。这一方法与场方

法的结合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图 11  加工路径隐式表示示意

[27]
 

 

除上述方法外，基于拓扑形式的空间填充曲线、

摆线等路径生成方法
[28]

也得到了人们的广泛研究。

该类方法在自由曲面抛光、恒定材料去除率 

(material removal rate，MRR)切削等方面有较好

地应用。另外，人们还将启发式算法，如基因算法
[29]

、粒子群算法等，引入到加工路径全局优化中。

这部分工作虽然仍处于初期，但具有很大地发展

潜力。 

2  刀轴方向优化 

相比于三轴数控机床，五轴联动数控机床具有

2 个旋转轴(图 12)，从而可以加工三轴机床所不

能加工的工件，同时能够以更高的效率和精度加

工待加工曲面并提高表面质量。然而旋转轴的存

在导致在五轴数控加工中出现工件坐标系和机床

坐标系非线性耦合的问题
[30]

，使得轨迹规划比三

轴加工时更为复杂。在五轴数控加工中除了需要

规划刀位点的轨迹外，还需要对刀具姿态(刀轴方

向)进行规划。 

 
图 12  摇篮式五轴数控机床示意

[30]
 

 

刀轴规划一般需要实现 2 个目标：避免干涉

和刀轴方向的光顺。其中避免刀具干涉是基础，因

为刀具干涉将会产生刀具和工件或者周围环境的

碰撞，根据碰撞所产生的位置，大致可以分为全局

干涉、局部干涉和尾部干涉(图 13)等情况(以下统

称为干涉)。刀具干涉会损坏机床或工件，严重的

会影响生产安全。无论哪种干涉情况，都会对刀具

和工件造成不可修复的损害，因此必须保证高速

加工中的刀具与工件之间是无干涉的。另一方面，

在加工曲面曲率较大的地方时，可能出现刀轴方

向突变的情况(图 14)，同样会影响加工效率和质

量。因此需要对刀轴方向进行优化，保证整体刀轴

方向是光顺的，得到更高地加工效率和加工质量。 

 
(a)            (b)            (c) 

图 13  五轴加工中的三种干涉情况((a)局部干涉; (b)尾

部干涉; (c)全局干涉) 

 

 
          (a)                      (b) 

图 14  刀轴方向变化示意图
[31]
((a)光滑刀轴变化; (b)刀

轴方向突变) 

目前，刀轴优化的方法主要分为局部调整优化



   

   

 

和全局优化。其中局部调整方法的思路是在设计

好的刀轴附近作微小的调整，使得刀轴方向具有

更好的连续性。而全局优化的方法则是在刀轴方

向的无干涉区域内进行优化，主要是基于构型空

间(C 空间或 V 空间)的方法。 

 

2.1  刀轴方向的局部优化方法 

2.1.1  考虑误差和刀轴方向的连续性 

针对五轴折线段光滑过渡的工作主要考虑折线段

连接处的光滑过渡处理。BI 等
[32]

在机床坐标系中

用一条三次 Bézier 曲线光滑移动轴路径的拐角，

再用一条 Bézier 曲线光滑转动轴路径的拐角(图

15)。2 条曲线需要进行参数统一化处理，并能保

证刀尖点和刀轴方向在工件坐标系中的误差。

TULSYAN和 ALTINTAS
[33]

提出了一个解耦的方法，在

刀尖点和刀轴方向路径的拐角处分别插入五次样

条，且在工件坐标系下考虑允许加工误差的约束，

同时采用牛顿-辛普森迭代优化方法实现刀轴方

向的光滑化和参数统一问题。YANGT 和 YUEN
[34]

在

拐角处生成五次样条光滑路径，刀尖点路径在工

件坐标系中表示，而刀轴方向路径在机床坐标系

中表示，虽然实现了 2 条路径参数的统一和误差

约束，但不能得到曲率极值点的解析解。HUANG等
[35]

提出了一个解析的拐角光滑化算法，刀尖点路

径在工件坐标系下进行规划，刀轴方向在机床坐

标系下进行光滑化，根据加工时间将 2 条曲线进

行参数化统一。 

 
(a) 

 
(b) 

图 15  机床坐标系移动轴和转动轴拐角过渡曲线示意图

[32]
((a)线性移动轴拐角过渡曲线图; (b)转动轴拐角过渡曲

线图) 

 

2.1.2  刀轴的双样条表示和拐角光滑 

此类方法用刀轴上 2 个点拟合得到的上下 2

条曲线来光滑化刀轴方向和刀尖点位置，以进行

拐角处光滑处理。BEUDAERT 等
[36]

提出拐角处用 2

条三次 B 样条光滑过渡的方法，一条底部曲线定

义刀尖点的位置，另一条顶部曲线定义刀轴上的

第 2 个点(图 16)。用这 2 条曲线同时表示刀尖点

位置和刀轴方向。并利用牛顿-辛普森迭代算法光

滑刀轴方向的连接，得到较高的加工速度。SHI等
[37]

在工件坐标系路径的拐角处插入一对满足刀尖

点位置和刀轴方向误差的 PH 曲线，并通过优化控

制点使刀轴方向的连续度更高。XU 和 SUN
[38]

在拐

角处获得更小的曲率和更高的加工速率，但在计

算曲率极值点时计算耗时较大。 

 

图 16  五轴加工拐角过渡及误差示意图
[36]
 

 

2.2  基于 C空间的全局刀轴方向优化方法 

以下以摇篮式机床为例介绍基于 C 空间的刀

轴优化方法。对于五轴数控加工，在局部坐标系中

刀轴方向完全由俯仰角 θ 和倾斜角 φ 确定

(图 17)。将三维空间中单位球的上半球映射到由

俯仰角 θ 和倾斜角 φ 张成的二维平面，则平

面上每个点都代表了空间中的一个刀轴方向。 



   

   

 

 

图 17  局部坐标系与刀轴方向 

 

在每个刀位点处，所有可行(无干涉)的刀轴方

向组成的集合称为该点处的构型空间，或称 C 空

间。为了在 C 空间内规划刀具姿态，需要先算出每

个刀位点处的 C 空间。但是，计算曲面上某点处的

精确 C 空间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对于球头刀，

MORISHIGE等
[39]

将加工工件视为多面体，计算了球

头刀与多面体的碰撞边界，进而计算出二维 C 空

间(图 18)，最后将不可行的刀轴方向移动到 C空

间的边界，从而生成无碰撞的刀轴方向。关于平

底刀和环形刀的工作此处不再赘述。 

 
图 18  2维 C 空间示意图

[39]
 

 

求得每个刀位点的 C 空间后，刀位点序列的 C

空间就构成了一个三维的可行区域，刀轴优化问

题就是在这个三维可行区域中选取一条连续的路

径，使得刀轴光顺，利于高速高精加工。这方面有

着丰富的研究工作。JUN等
[40]

提出一种搜索算法来

计算 C 空间，并通过极小化刀轴突变来光顺刀轴

方向，能够得到较好的结果。WANG 和 TANG
[41]

在限

制刀轴变化角速度的情况下，通过构建可视图

(visibility map，V-map)来避免干涉问题，保证

了刀轴角速度变化的一致性。LU 等
[42]

考虑了抬刀

高度，提出一种基于三维 C 空间的刀轴规划方法，

可同时考虑残高和干涉情况。LIN 等
[43]

在 C 空间中

整体调整刀轴方向，以避免刀轴方向的奇异位置。 

在只考虑刀轴轨迹的光顺性方面，HO 等
[44]

利

用四元数插值优化刀轴轨迹。CASTAGNETTI等
[45]

给

出 了 可 行 方 向 域 (domain of admissible 

orientation, DAO)的概念，将机床各轴的速度、

加速度的限制融入刀具姿态的优化，进一步改善

了刀具的运动性能。YE 等
[46]

针对材料去除率和刀

轴的二阶运动学的连续性，将刀轴优化问题转化

为二阶运动学约束下的时间最优插补的优化问题

进行求解，得到了兼顾加工效率和加工质量的刀

轴优化方法。文献[31]将可行域进行离散后，利用

图论中的算法，生成比较光顺的刀轴轨迹。文献

[47-48]为了得到更为光顺的加工路径，引入了差

分图的概念，得到二阶光滑的刀轴路径。这一方法

适用于任意刀具，区别在于 C 空间的计算方法不

同。该方法在求得每个刀位点的 C空间后，将其离

散化，得到每个刀位点处离散的可行刀轴方向。然

后以可行刀轴方向为顶点，将相邻 2 个可行域内

的顶点进行连边得到一个分层有向图，每条边以

前后 2 个顶点的角度变化值赋予权重。利用 

Dijkstra 算法，能够找到图中的最短路径，并找

到最短路径上各顶点对应的刀轴方向，即为最终

刀轴轨迹。这一方法的优势在于得到全局优化的

刀轴路径的同时，通过修改 C 空间的结构，较容易

避开机床的奇异位置。以分层图的每个边为顶点，

以前后 2个边的角度变化的差(可以看成刀轴方向

的二阶微分)为权，构建一个差分图。对其进行最

短路径求解，就可以得到最终兼顾角度的一阶和

二阶光滑度的刀轴优化方向。ZHANG 等
[49]

应用强化

学习方法给出了一个刀轴方向的全局优化方法。 

 

3  G代码加工 

在数控加工中，为了加工复杂曲面，通常使用

小线段去逼近刀具的运动轨迹，因此小线段(G01)

插补是数控加工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如果机床严

格按照小线段所表示的路径进行加工，为了满足

加工误差，在线段拐角处的允许速度非常低，引起

频繁的加减速，降低加工的质量和效率。因此，目

前小线段插补的方式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 小线段拐角过渡插补，即在 2 个小线段

处插入一段光滑曲线，达到光滑化刀具路径的效

果； 

(2) 小线段拟合成光滑曲线，再对光滑曲线

进行插补； 



   

   

 

(3) 基于 FIR滤波的过渡插补算法。 

3.1  小线段拐角过渡方法 

小线段拐角过渡方法分为 2 种。 

第一种方式是根据加工误差约束在拐角处插

入一条曲线(图 19)，然后整体进行小线段和拐角

处曲线的速度规划。HAN等
[50]

在拐角处插入三次 B

样条。SUN 和 ALTINTAS
[51]

在拐角处插入 G3 连续的

双 Bézier 样条曲线，满足加加速度有界和误差约

束。ZHANG 等
[52]

使用 G4 连续的 B 样条曲线在拐角

处过渡，考虑了切向加速度以及加工误差约束。以

上方法所采用的这种方式虽然可以满足加工误差，

也可以提高拐角处的加工速度，但是由于需要进

行曲线的速度规划，不能满足实时加工的要求。 

 
图 19  折线段拐角过渡示意图

[52]
 

 

第二种方式是根据加工误差和拐角处局部满

足 Bang-Bang 最优控制为目标，确定一条以时间为

参数的拐角过渡曲线。该曲线自动满足加工误差、

机床动力性能约束且局部加工时间最短为优化目

标的数学模型。该方法另外一个最大的优势是自

动生成速度规划曲线，满足第一种方式所不具备

的高效计算，达到数控系统的实时加工要求。这种

方式又分为加速度有界的速度规划、加加速度有

界、jounce 有界，三角函数速度规划方法等。DUAN

和 OKWUDIRE
[53]

在拐角处插入以时间为参数的

NURBS 曲线。LIN等
[54]

提出一种基于加加速度有界

的拐角过渡方法，该方法同时考虑了机床各轴运

动学性能和刀尖点的几何误差，不过未考虑转动

轴的几何误差。LI等
[55]

根据 Sigmoid函数的特点，

使用其作为拐角过渡曲线，满足切向加速度以及

几何误差约束。ZHANG 等
[56]

在五轴数控加工时，在

局部拐角处根据 Bang-Bang 最优控制目标，生成满

足加速度有界的拐角过渡曲线，根据整体前瞻算

法，进行全局速度优化。该算法适用于五轴数控加

工，并将加工路径表示在五维空间中，通过将工件

坐标系中拐角误差转化到机床坐标系，实现了误

差与机床各轴运动学性能的约束，且计算效率满

足在线加工的要求。 

3.2  小线段拟合与插补方法 

在三轴数控加工时，常用 B 样条拟合刀具路

径，B 样条拟合一般采用最小二乘拟合方法和前进

迭代逼近算法，最小二乘方法只考虑数据点间误

差，未考虑中间过程的误差。这些方法得到的 B样

条不以弧长为参数，CHEN和 KHAN
[57]

使用最小二乘

方法将 B 样条转化为以弧长为参数的曲线，但是

折线与曲线间的误差并没有严格限制。在五轴数

控加工时，刀位点和刀轴方向矢量需要同时进行

拟合，相对于三轴数控加工，曲线拟合复杂度提高。

目前已有的方法主要采用 B 样条曲线、球面样条

曲线
[58]

和四元数曲线这 3种方法。MIN 等
[59]

在六维

空间对五轴的加工数据进行 B 样条拟合，满足刀

心点和刀位点以及刀轴方向的误差约束。 

然而，以上方法生成的曲线刀具路径，在数控

系统中需要进行速度规划，转化为以时间为参数

的插补点序列，该计算过程相对耗时，对于高次参

数曲线较难达到实时加工的要求。为此，ZHANG 等
[60]

将 G01 代码表示的折线段利用二次样条曲线进

行拟合，然后通过分轴加速度有界的时间最优插

补方式进行插补计算
[61]

，并给出了速度函数的显

示解，最终得到了误差和机床运动学约束下的高

效加工方式，优化了加工路径和加工效率。 

3.3  基于 FIR滤波的小线段过渡插补算法 

有限脉冲响应 (finite impulse response，

FIR)滤波器插补算法是实时的拐角过渡算法，其

特点为不需要先确定拐角路径、然后规划拐角速

度 2 个步骤，只需根据拐角误差约束自动规划拐

角路径和拐角速度。首先，规划点到点的速度曲线

时，匀速运动曲线经过 2 个线性滤波器卷积变成

光滑的 7段式速度曲线，可根据线段长度、加速度

和加加速度约束等求得 2 个滤波器的延迟时间，

从而确定具体的速度曲线，如图 20 所示。然后，

规划连续路径，为了提高运动光滑度和加工效率，

将相邻 2 个线段的速度曲线复合一部分，即前一

段线段的运动还未完成时，提前开始下一段运动，

这会导致拐角误差，根据拐角误差约束确定速度

曲线复合段的时间，拐角速度和拐角误差都可由

相邻 2 段运动的复合计算得到，从而完成连续线

性路径的插补。 



   

   

 

 
图 20  基于 FIR 滤波器生成的点到点的速度曲线

[57]
 

 

BIAGIOTTI 和 MELCHIORRI
[62]

提出用 FIR 滤波

器规划加加速度约束的点到点的速度。文献[63-64]

提出用 FIR 滤波器插补三轴连续线性路径的实时

算法。文献[65-66]提出用 FIR 滤波器插补五轴连

续线性路径的实时算法。在五轴 FIR 滤波器插补

算法中，滤波器分别用于刀位点和球形坐标表示

的刀轴方向，通过统一用于刀位点和刀轴方向的

滤波器的时间常数，实现各刀轴的运动统一。 

 

除了上述几类算法，还有其他相关的算法。如

通过结合拐角过渡与拟合插补 2 种方式，对小线

段进行分段，分为长直线段和连续的微小折线段，

在连续的微小折线段处进行曲线拟合插补，在长

直线段和微小折线段处进行拐角过渡处理。此外，

针对特别微小的折线段，拐角过渡并不合适，YE 等
[67]

针对这一问题，根据其几何特征进行分段和速

度标记，然后通过对分段的折线段进行加速度有

界约束下的前瞻处理使得得到的速度可达，从而

使得插补可以跨越多个微小折线段。 

 

4  参数曲线的进给速度规划方法 

进给速度规划是加工轨迹插补中最重要的过

程之一，其目的在于在几何和运动学条件约束下

生成平滑的刀具运动进给率曲线，对加工过程特

别是加工效率和质量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在实际加工轨迹插补过程中，如何在满足限制

条件下，尽可能得到具有更高加工效率的进给率

值，成为进给率规划中重要的研究内容。主要的限

制可以分为三类： 

(1) 弓高误差限制：相邻插补点之间的直线

与原曲线之间的偏差； 

(2) 轮廓误差限制：实际加工轨迹与理想加

工轨迹之间的偏离； 

(3) 加速度和加加速度限制：反映了驱动电

机所能提供的最大扭矩以及提供扭矩变化的能力。 

常用的进给速度规划方法可分为加减速模型

方法、优化方法和光滑进给一体化方法 3类。加减

速模型方法通常给定一个固定的函数类型，用来

实现 2 个不同速度阶段之间的平滑过渡，常用的

函数类型包括梯形函数、S 型函数、Sigmoid 函数

和三角函数等。对于给定的刀具轨迹，首先会选出

一些间断点和曲率极值点作为关键点，进而根据

几何与运动学的限制给出关键点处进给速度的上

限值，并最终利用给定的函数类型，实现相邻关键

点之间的速度变化衔接。优化方法一般未给定固

定的函数类型，通常使用一条或多条自由曲线来

表示速度进给曲线。对于给定的刀具轨迹，通过采

样一些刀具轨迹点，以进给速度最大为目标，以几

何误差和运动学约束为限制条件构造优化问题，

并最终求解优化问题，得到刀具轨迹对应的进给

速度曲线。光滑进给一体化方法则将刀具轨迹的

光滑化处理和进给速度规划合并为一步处理。经

典方法包括有限滤波(FIR)方法、运动交叠方法和

时间样条方法等。 

4.1  加减速模型方法 

由于加速度的剧烈变化会导致加加速度过大，

从而引起机床的不良振动，目前的加减速模型通

常考虑让加加速度小于某个给定阈值，这个阈值

是由机床特性决定的。ERKORKMAZ 等
[68]

首先提出使

用 S 形函数来生成加加速度受限的速度曲线，如

图 21所示，在这个 S形曲线中，加加速度为阶梯

状，且取值为最大值、零和最小值这三者之一。该

S 形曲线由 7段组成，加速阶段 3段，匀速阶段 1

段，减速阶段 3 段组成。该 S 形曲线能实现 2 个

不同速度之间的平滑过渡。在 JAHANPOUR 和

ALIZADEH
[69]

提出的方法中，一个 C2
连续的 5 次

Bézier 函数被用来生成加速度和加加速度均连续

的速度曲线。JIA等
[70]

提出了速度敏感区域的概念，

在速度敏感区保持匀速，在过渡区平滑过渡不同

速度敏感区的进给速度，减少了进给速度的变化

频率，提升了加工质量。 

为了生成更光滑的进给速度曲线，一些加加速

度连续、加加速度的导数(简称震动)受限的模型

被提出。FAN 等
[71]

提出了由 15 段构成的进给速度

模型，其中加速阶段 7段，匀速阶段 1段，减速阶

段 7 段。该速度模型中，震动为阶梯状，且取值为

最大值、零和最小值这三者之一。ZHANG 和 DU
[72]

对



   

   

 

上一模型进行了简化，删掉了加(减)速阶段中加

加速度恒定的 2 段，使得相关时间参数的计算过

程得以简化，但是总体插补时间有小幅度增加。

WANG 等
[73]

将 7 段的 S 形函数简化为 5 段，即不存

在加速度恒定阶段，并使用三角函数代替阶梯函

数，实现了加加速度的连续。由于该模型的分段数

目大大减少，相关时间参数的计算过程被简化。但

是由于三角函数中，加加速度仅在少数几个点达

到极大值或极小值，总体插补时间也会有小幅度

增加。 

 

 
图 21  S 形函数的运动学轮廓

[68]
 

4.2  优化方法 

SUN等
[74]

提出了一种考虑几何、工艺和驱动约

束的五轴加工进给速度调度方法。首先利用限制

弦误差、角速度和轴速度构建初始进给速度曲线。

然后，对进给速度敏感区域进行比例调整，以同时

减小角加速度、线加速度、轴加速度和急动等约束

的大小(图 22)。由于涉及迭代调整，该方案无法

实时实现。后 SUN 等
[75]

又提出了一种对相邻 B 样

条进给速度曲线具有 C2
连续性保证的分段线性规

划方案，以实时解决进给速度调度优化模型。然而，

在上述方法中，五轴刀具轨迹曲线是用归一化弧

长参数进行参数化的，这是一个相对较强的条件，

需要提前对刀具轨迹弧长参数化。此外，针对双机

器人对雕刻曲面零件的同步加工，SUN 等
[76]

建立了

双刀具路径上对应点之间的同步映射关系，求出

保证两刀同步运动的约束条件。然后，建立了具有

加加速度和同步约束的时间最优同步进给调度模

型，该模型可以充分利用机器人的运动学性能，并

充分保持刀具的切削性能。为了进一步加快非线

性模型的求解过程，构造约束相对于进给速度平

方的线性关系，从而使用线性规划算法来实现进

给速度曲线的精确表达。 

 

图 22  比例调整的进给速度优化方法
[75]
 

 

LIU 等
[77]

通过使用原始连续目标函数的离散

格式，推导出了用于优化进给速度的线性目标函

数。然后，将预设的多约束近似为线性目标函数中

决策变量的线性约束条件。进给速度优化的线性

模型可以通过成熟的线性规划算法进行求解，最

优解被拟合到光滑的样条曲线上，作为最终的进

给速度曲线。为了保证弗勒内 -塞雷(Frenet-

Serret)框架下各种约束均被满足，YE等
[78]

首先将

参数曲线形式的刀具轨迹弧长参数化，并分析了

在 Frenet-Serret 框架下速度、加速度和加加速度

的约束。然后引入时间最优方法在时域生成采样

点，并将时间最短为优化目标的优化模型转换为

以速度的平方和最大为优化目标的优化模型，采

用线性方程求解该模型的次优解，并采用三次 B样

条拟合采样点处的速度，最终得到进给速度曲线。 

YUAN 等
[79]

提出弓高误差、进给速度和切向加

速度界下的时间最优插补算法和弓高误差和切向

加速度界下的贪心插补算法。其核心思想是将弓

高误差限制在向心加速度限制上，从而得到速度

极限曲线，称为弦误差速度极限曲线。然后，速度

规划是在弦误差速度极限曲线下，找到由加速度

或加加速度限制的适当速度曲线，如图 23 所示。 

 

(a)                    (b) 

图 23  速度极限及其构成的速度函数
[79]

((a)弦误差速度极

限曲线; (b)进给速度曲线) 

 



   

   

 

4.3  光滑进给一体化方法 

LIU 等
[80]

提出了一种在工业五轴机床中连续

插补 G01指令的方法。采用有限脉冲响应(finite 

impulse response，FIR)滤波器来生成线性段的时

间最优和加加速度限制的轨迹,其中平移运动和

旋转运动分别在 WCS 和 MCS 中进行过滤。并建立

了一个缩放原则使平移和旋转运动相对于 FIR 滤

波器的持续时间同步，同时最小化循环时间。与现

有的两步几何方法不同，G01 指令通过一步直接重

叠相邻的运动学曲线来连续插值。基于所提出的

容许面积概念，通过调制相邻 2段的重叠时间，将

拐角误差限制在给定范围内。为了确保轴向和切

向运动学约束均得到很好的保持，提出了一种新

的预测和校正方案来预测平移运动的最大可达切

向运动学约束，同时校正最大可达到的旋转运动

的轴向运动学约束。TAJIMA 和 SENCER
[81]

提出了一

种新颖的在线奇点避免的 5 轴机床实时轨迹生成

技术。其中平移和旋转刀具运动由进给脉冲信号

表示，并经过低通滤波以产生具有受控频谱的同

步平滑运动。过渡误差通过调节进给速度来控制，

降低进给率可减少过渡错误。因为路径混合控制

和进给率规划是共同实现的，这为进给速度规划

打开了新的潜力。该算法，通过直接卷积 2 个串联

的 FIR 滤波器链来保证进给速度曲线的全局切向

平滑度。为了控制过渡误差，分析了滤波诱导误差

的原理，该误差可以通过进给参数和曲率半径来

计算，并在轴向运动学约束之外增加了最大误差

作为额外的约束。 

ZHANG 等
[82]

使用一步过渡轨迹生成策略，其以

时间为参数的二次曲线，且在一定意义下是时间

最优的。此外，该算法还考虑了合理的轴向加速度

限制，并提出了一种新的拐角过渡模型，以充分利

用拐角误差，过渡路径是由最大轴向加速度和最

大误差容限确定的时间参数化二次曲线。TAJIMA

和 SENCER
[83]

提出了考虑加加速度限制的对称运动

学转角平滑方法，该方法直接规划了在转角处的

加加速度限制的进给率曲线实现局部转角光滑。

并基于局部光滑方法针对连续微小线段提出了全

局的光滑方法，通过对局部光滑进给率延长或合

并，在满足角度误差的前提下实现全局的光滑。

ZHANG 等
[84]

使用对称的加加速度限制模型进行每

段直线轨迹的进给率规划，然后对转角过程运动

交叠的几种情况进行分析，将轨迹光滑问题转化

为运动时间优化问题，在满足转角误差、各轴加速

度和加加速度的限制条件下，计算每段直线上的

切向加加速度，随后将这种方法推广到五轴的情

形上。为了充分利用各轴的运动特性，WANG 等
[85]

提出了一种局部非对称运动角平滑方法，其中局

部转角光滑的进给速度是非对称的，这意味着减

速和加速过程的位移可以按照相邻直线段的位移

大小进行调节。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相关理论与

方法也陆续被应用到进给速度规划中。如粒子群

优化方法
[86]

和遗传算法
[87]

。人工智能方法在多目

标和多约束优化中具有天然的优势。即：在目标函

数中增加相应的项，就可以起到对多个不同目标

的约束；在模型中增加相应的条件，就可以对高阶、

非线性的约束起到良好的限制效果。人工智能方

法在数控加工中的实时应用，将会是未来发展的

一个重要方向。 

 

5  新型加工优化 

在数控机床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人们在实际

加工中对各个流程的精度与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因而涌现出了众多的新型加工优化算法。下面

本文将从 CAD，CNC 的 22 个方面介绍目前最新的

一些数控加工方法。 

5.1  CAD：满足加工约束的新型自由分片逼近 

七十年代，计算机开始应用于汽车、舰船和航

空、航天工业，由此催生了计算机辅助设计(CAD) 

这一领域。但是，早期的奠基者多是工程师和计算

数学家，其设计的 CAD 理论和方法只考虑了拓扑

简单的局部曲面设计，未考虑复杂拓扑曲面的整

体设计，以及相应的加工特性约束，从而导致在后

续的流程中，加工设计好的曲面，需要手动进行多

项安全测试(如刀具防碰撞检测等)，从而间接降

低加工效率。为此，有学者提出，在实际加工中，

给定曲面进入到 CAM 环节之前，对其进行一系列

的加工可行性分析。在满足误差约束的前提下，对

曲面进行分片逼近，使得输出的结果可以直接用

来加工。 

在规划刀具路径之前，需要先配置一个刀具

加工方向，此时待加工曲面上任意一点的外法向

量与刀具加工方向的内积必须大于 0。所以在加工

一个完整的复杂曲面时，由于数控机床加工空间

受自由度的限制，几乎不可能仅靠一个刀具方向



   

   

 

来加工完成。且需要对这个复杂曲面进行分片处

理，然后在每一片上进行路径规划并加工，如图 24

所示。 

 
图 24  数控加工流程示意 

 

通常情况下，上述如规划全局加工流程、保证

刀具可达性等任务是交给富有经验的数控工程师

来手动完成。然而，随着 3D 建模能力的增加以及

由此产生的待加工曲面的复杂性使得手动任务愈

加困难。因此，许多计算机图形学文献研究了如何

将曲面或铣削体自动分解为适合数控加工的若干

曲面片。 

而基于高度域(Height Field)的曲面分片方

法无论是在算法效果，还是发展潜力方面均最具

代表性。此类方法中，输入的自由曲面的表达形式

一般为三角网格模型 M=(V, F)。V 表示三角网格

的顶点集合以及各自的对应坐标。而网格内的三

角形可表示其顶点索引 F。目标是将三角网格模型

分割成少量的曲面片，以便每个曲面片都适合用

于数控加工，且满足约束 

𝐸𝑖 ⊆ F,⋃ 𝐸𝑖 = F𝑖 , 𝐸𝑖 ∩ 𝐸𝑗 = ∅,  

其中，𝐸𝑖为给定曲面分割出来的曲面片，如果满足

以下所提的 5个加工约束，则称之为高度域。 

(1) 刀轴方向约束：对于每一个曲面片𝐸𝑖，均

要给定一个刀轴方向𝑑i
⃗⃗  ⃗使整个𝐸𝑖均可被加工到，也

就是说，𝐸𝑖上任意一点的外法向量与𝑑i
⃗⃗  ⃗的内积均大

于 0。 

(2) 体积约束：大多数数控加工设备对毛胚

都有体积限制，即长、宽、高不能不超过机床容许

最大值
[88]

。而这个约束同样适用于各曲面片。 

(3) 可达性(Accessibility)约束：在数控加

工中，需要无碰撞地加工曲面。在待加工曲面上任

意一点都有一个方向集合，且包含所有在该点加

工时刀具与曲面无碰撞的方向。这个集合被称为

可达性锥(Accessibility Cone)
[89]

。图 25 显示了

二维平面下的锥体，而在三维空间该集合往往会

形成一个圆锥体。一个三角形上所有点的可达性

锥的交构成了这个三角形的可达性锥。一个曲面

片𝐸𝑖满足可达性约束，即为𝐸𝑖上所有点的可达性锥

的交不为空集。 

图 25  2 个点处的可达性锥(以二维平面为例)：用黑色实

线表示的方向为可达性锥的边界((a)点 A 处的可达性锥; 

(b)点 B 处的可达性锥) 

 

(4) 曲面片数量约束：在加工一个完整的复

杂曲面时，由于数控机床加工空间自由度的限制，

几乎不可能仅靠一个刀具方向完成加工。因此需

要对这个复杂曲面进行分片处理，然后在每一片

上进行路径规划并加工。每加工一个分块后的曲

面片，就需要对刀具进行一次装卡定位。这样的操

作费时费力，所以总希望装卡定位操作的次数尽

量少，也就是说，分块的曲面片数量要尽量少。因

此，应该将待加工自由表曲面分割成少量的曲面

片，即为曲面片数量约束。  

(5) 边界约束：在曲面分块后，需要在各个曲

面片上生成刀具加工路径。而现有的很多刀具路

径生成算法都会基于曲面边界做偏置生成路径轨

迹。因此，曲面片边界的光滑性影响着刀具路径的

质量。拥有太多拐点的边界可能会导致这个曲面

片上生成的路径轨迹也充满了拐点，从而降低了

进给速度，影响加工效率。因此，每个曲面片的边

界必须足够光滑，这就是边界约束。 

在给出相关约束后，高度域方法将曲面分片

问题转换成一个离散的打标签(即对于每一个三

角形，给定一个合理的方向标签)问题，并根据相

关约束定义能量函数。之后，此类方法根据三角网

格的拓扑连接关系建立加权连通图，如图 26所示，

并利用求解连通图的最小割来最小化能量函数，

进而完成曲面的分片，得到各高度域。 



   

   

 

图 26  加权图的例子(以一维为例)：代表三角形的面片

节点集合为{p,q,r,s}；p 的标签为 d1；q 和 r 的标签为

d2；s 的标签为 α 

 

遵循这一思想的第一个方法是由 ALEMANNO 等
[90]

提出的曲面分片方法。然而该方法未考虑曲面

的装卡环节，需要用户人为指定各个曲面片的装

卡加工方向。在此基础上，文献[88]总结相关加工

特性约束(约束 1，2，4)，给出可用于减材制造加

工的曲面分片方法，并通过最小化曲面片边界长

度来间接满足约束 4。之后，该方法通过局部满足

误差的微小变形，来保证各曲面片满足约束 3。 

 

FANNI 等
[91]

提出了一种基于多边形立方体映

射(Polycube Mappings)的曲面分片方法，并分析

了增材制造和减材制造分片的可加工性，同时考

虑了 3 轴和 4 轴铣削。由于该方法不考虑与减材

制造相关的特定约束，所以最终分片结果在实践

中证明仅对增材制造是可行的。MUNTONI等
[92]

提出

的方法通过将曲面分片这个离散的约束优化问题

重新定义为一个连续函数的无约束优化，从而计

算得到一组可能重叠的高度域曲面片，并且其共

同覆盖了模型表面。之后，将无重叠的分片计算问

题转换为连通图上的排序问题，并通过循环消除

和拓扑排序的组合来求解。该组合算法计算得到

了一组紧凑的高度域，在用户给定的误差范围内

共同描述输入模型。YANG等
[93]

为了提高加工效率，

采用了一种更通用的双高度域(double height 

field, DHF)切片方法来取代单一高度域分片。各

高度域由双曲面片组成：首先铣削一侧的曲面，然

后使用适当的夹具翻转工件，铣削剩余的第二个

曲面片。该方法使用了一种高效的由粗到细的分

片过程：首先将输入曲面划分为最优数量的满足

特定切削方向下双高度域约束的区块，然后将每

个区块切割成满足体积约束的 DHF 切片。通过最

小化 DHF 切片数量和最大化切片高度，该方法可

以有效提升加工效率。然而，上述 3 种方法将待加

工的模型进行了体素分解，并逐次使用 3 轴机床

加工各个曲面块。之后，用户必须在加工完成后组

装部件，以获得最终的 3D 模型，导致工件上存在

可见的接缝，降低了加工质量，如图 27所示。 

图 27  文献[92]方法的加工结果：可以看出，拼接后的

模型存在明显缝隙(左图: 加工结果的侧视图; 中图: 加

工结果的背视图; 右上图: 加工结果的各个曲面片; 右

下图: 曲面分片的模拟结果) 

 

为了避免拼接过程中产生的不必要的缝隙， 

文献[89]提出了基于 3+2 轴机床的曲面分片算法，

并提出了可达性约束(约束 3)，从而有效避免曲面

片与刀具发成碰撞。该方法使用了 3+2 轴机床进

行分片加工，即在加工时，2 个旋转轴先将切削刀

具定位到编程位置，再由进给轴 X，Y，Z轴进行加

工。在加工期间 2个旋转轴保持不变，之后重复上

述过程，直到工件被加工完成，从而有效避免 3轴

机床加工后的拼接缝隙问题。该方法首先基于约

束 1，2，4生成高度域，其次基于约束 3生成可达

性区域。之后将高度域与可达性区域利用最小覆

盖集合问题(set-cover problem)相结合得到满足

加工约束的曲面片。ZHAO 等[89]的方法首次保证

了在多轴减材制造领域中分片算法的可行性。类

似地，NUVOLI 等
[94]

提出了针对无边界模型的 4 轴

机床曲面分片算法。此类型的机床设置扩展了经

典的三轴数控加工，增加了一个围绕固定轴旋转

物体的额外自由度。该方法首先根据整体加工制

造精度约束确定旋转轴；其次，在旋转轴的 2个端

点处确定相应的高度域，用于装卡；最后，将网格

的剩余部分分割成一组高度域，其加工方向与旋

转轴垂直，并且分割时考虑了约束 4、约束 5以及

拟合逼近质量。此外，分片过程充分考虑了对象的

几何特征，以及显著性信息。最终输出一组网格曲

面片，可由现成的软件处理，用于生成 3轴刀具路

径。基于高度域的曲面分片方法在算法效率以及

加工结果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现有该类型算法



   

   

 

的基础框架均基于文献[88]的思路进行开发。然

而，该算法理论是不完备的，如能量函数中的双变

量项不是度量的。而根据 BOYKOV 等
[95]

的理论，这

可能会导致最小割的权值(代价)不等于能量函数

的最小值，从而导致算法的分片结果与能量函数

的不对应。 

5.2  CNC：针对加工路径的一体化插补算法 

目前针对加工路径(离散 G 代码或者参数曲线)

的传统进给速度规划及插补算法主要分为 2 个流

程：后端：对加工路径进行特定指标下的最优速度

规划(当加工路径为参数曲线时，多为离线步骤)；

前端：使用后端得到的速度曲线进行实时插补，如

图 28 所示。传统流程能够很好地胜任加工任务，

但是存在步骤冗余繁琐、算法编程复杂、插补环节

容易出现数值误差(这是由于在插补环节，一般使

用高阶多项式展开，一般为二阶泰勒展开，去逼近

原速度函数，而在此过程中，如果阶数太低，逼近

函数与原函数之间容易产生误差)等诸多问题。因

此，相关学者分别从理论驱动和数据驱动 2 个方

面提出了针对加工路径的一体化插补算法，从而

有效避免上述问题地产生。下面，本文将逐次介绍

两类方法。 

  

图 28  传统进给速度规划及插补算法流程
[96]

((a.1)加工

路径的 G 代码; (a.2)路径光滑化; (a.3)进给速度规划; 

(a.4)实时插补) 

 

 

 

5.2.1  理论驱动的一体化插补算法 

在数控加工中，加工路径常用 G01代码(连续

的折线段)表示，直接插补会导致加工效率低和机

器振荡。为避免这一问题，常采用以下 2种方法：

一是局部光滑方法，对折线路径的每个拐角做光

滑过渡处理；二是整体光滑方法，将整条路径拟合

为参数曲线，然后在参数曲线上规划速度。上方法

均需要路径光滑和速度规划 2个步骤，计算复杂。 

YANG 等
[97]

提出一种新的理论驱动的一体化插

补算法，即时间样条拟合方法。该方法将路径光滑

化和进给速度规划合为一步完成，得到的拟合曲

线以时间为参数，既包含位置信息，满足高精度的

误差约束，又包含速度信息，满足运动约束，且是

“bang-bang”控制的，充分利用了机床各轴的运

动性能，并且可以直接用来插补。 

LIN等
[98]

将时间样条推广到三维情况，并引入

了机床的速度、加速度和加加速度约束。为了实现

高精度的轮廓误差控制，给出了折线与曲线间精

确的 Hausdorff 距离计算公式。而申立勇等
[99]

则

将时间样条曲线方法扩展到五轴数控加工中，使

用五维三次 B 样条曲线去拟合机床坐标系的 G 代

码。曲线由控制点和节点向量确定，曲线的 1~3阶

导数即各轴的速度、加速度和加加速度。由机床坐

标系和工件坐标系的变换关系，可得到拟合曲线

在工件坐标系的参数表示。因此可通过控制工件

坐标系下拟合曲线与数据点的误差和机床坐标系

下拟合曲线的速度、加速度以及加加速度，以加工

时间最优为目标，优化样条曲线的控制点和节点

向量，得到一条充分利用机床运动性能和高精度

误差控制的路径。综合上述方法，袁春明等
[100]

提

出了时间样条曲面的概念，即利用一个参数方向

来描述加工路径(对原有曲面进行重新参数化，使

得等参数对应于等残高)，而每条加工路径则用时

间样条曲线来描述，从而将 CAD，CAM，CNC 统一起

来，实现对自由曲面的一体化加工。 

综上，时间样条方法可用于三轴和五轴联动

加工，充分考虑加工过程中的相关约束，采用整体

优化方法，求解最优的拟合路径和速度曲线，最终

可由拟合曲线和插补周期直接得到插补点，是实

现一体化的高精、高效加工新模式。 

5.2.2  数据驱动的一体化插补算法 

随着近几年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以及在工业

领域中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其中

进行研究，从而对多个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

基于数据驱动的一系列研究快速崛起。基于此，文



   

   

 

献[96]将强化学习引入到速度规划中，提出一种

基于神经网络的插补光滑算法(neural-network 

numerical control, NNC)来处理 G代码加工路径，

以实现 CNC 的高效一体化加工。图 29 展示了 NNC

的算法框架。可以看出，NNC 直接利用训练好的神

经网络来输出每个周期的插补点，从而省去中间

很多的计算步骤，实时性更强。所以该方法可以分

为训练过程和运行过程 2 个部分。而对于训练部

分，算法利用强化学习来训练神经网络，因为输入

的原始数据只有加工路径，属于无标签数据，所以

需要使用无监督学习方式。 

 

图 29  NNC 算法框架
[96]

 

 

强化学习是一种试错方法，其目标是让智能

体(Agent)在特定环境中能够采取回报最大化的

行动，做出当前最优决策。其组成部分主要包括：

智能体、行动(Action)、环境(Environment)、状

态(State)和奖励(Reward)。其中，环境是能够将

当前状态下采取的行动转换成下一个状态和奖励

的函数；而智能体(一般为神经网络)则可以将新

的状态和奖励转换成下一步行动。可设定智能体

的表示形式，但是无法知悉环境的显式表达。所以，

环境是一个只能看到输入输出的黑盒子，而强化

学习则相当于尝试用智能体逼近环境函数，这样

就能根据其做出最优决策。 

此类型算法近几年展示出了巨大的潜力，其

优势在于可以高效实时地进行一体化加工插补，

但是其未充分考虑运动学约束，导致路径的加速

度曲线发生超界，引起机床震颤，从而降低加工质

量与效率，且该方法只能处理简单的三轴加工路

径。所以此类方法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构建具

有微分结构的神经网络，使得生成的速度曲线满

足各项运动学约束，并且考虑五轴 G 代码的路径

加工。 

6  未来展望 

目前我国处于制造业突破瓶颈的关键时期，

针对自由曲面的高效高精数控加工理论与核心技

术的突破能有效提升我国工业核心竞争力。随着

数控加工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其加工效率以

及加工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而当前的数控

加工流程是自由曲面(CAD)—加工路径(CAM)—插

补点(CNC)，即面-线-点。随着流程的逐步递进，

工件在 CAD 阶段的一些重要几何特征(如高阶曲率

信息)会逐渐丢失。目前对于比较复杂的自由曲面，

人们往往以三角网格表示形式作为 CAD 的输出。

三角网格结构简单，应用成熟，但是使用其表示的

自由曲面会丢失高阶几何连续性，而这些信息正

是 CAM 阶段所需要的。然而随着几何特征的丢失，

只能依据现有的三角网格拓扑性质，通过各种拟

合手段，来近似逼近原曲面的几何信息。因此会造

成较大的工件精度误差，并且带来大量不必要的

计算负担，进而严重降低加工效率。同时，在 CAD，

CAM和 CNC阶段，均需要通过求解一系列优化问题，

令求解对象满足各项加工特性约束，从而使得整

个流程结构冗余，操作繁琐。 

所以数控加工行业未来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是将 CAD，CAM和 CNC深度融合，建立几何设计
[101]

、

性能仿真
[102]

、设计与工艺优化
[103,104]

、逆向工程
[105]

、

等流程一体化的系统，从而打破传统生产模式中

“设计-规划-加工”中存在的壁垒。也就是说，在

设计与优化曲面表示时，可通过加入加工特性约

束以及机床性能约束，求解多目标优化问题，并得

到面向 CAM 的可加工样条曲面。该曲面可以生成

一簇等参线，两两之间满足 CAM 中的一系列加工

特性约束，并且各等参线以加工时间为参数，在满

足运动学约束和几何误差约束的前提下，达到时

间最优，进而可以直接输入到机床进行插补加工。

同时，相关研究可以从理论驱动和数据驱动 2 个

方面展开，实现“数据驱动理论，理论指导数据”

的完整研究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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