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拟仿真教学实验项目说明 

1、登录基础实验与创新实践教学中心网站：lcme.sjtu.edu.cn。 

2、点击界面中的“实践教学”，选择“虚拟仿真”，点击“虚拟仿真实践教学平

台”打开如图 1 所示界面，双击“虚拟仿真实践教学平台”，进入如图 2 所示的

虚拟仿真软件平台。 

 

图 1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 

  

图 2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登录 



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可直接点击“jAccount 登录”进入实验库页面，选择

并点击要做的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即可，外校师生需要先注册再登录使用。 

3、实验正常运行的软硬件要求 

处理器 Inteli5-7500；内存 8G；NVIDIA GeForce GTX 1050ti4G 独立显

卡；最新 64 位谷歌浏览器或火狐浏览器；带中间滚动轮的鼠标；操作系统 WIN 

7 及以上等。 

4、特别提醒 

实验过程中若遇不能正常加载或不能显示等，一般均为浏览器、网络信号和

自身电脑配置的问题，可升级谷歌浏览器或更换火狐浏览器或更换电脑后进行尝

试；多次登录时请按 Ctrl+F5 组合键进行页面刷新后再使用！ 

 

附件 1：机构运动简图测绘虚拟仿真实验操作说明 

进入如下图所示的虚拟仿真实验环境后，点击选择左栏里列出的机构模型

名称，再双击桌面中的 3D 模型或点击右侧的“模型动态仿真”即可打开模型

的动态仿真界面，鼠标中间滚轮可放大缩小模型，按住鼠标左键可对模型进行

多角度旋转观察。（注：简图测绘结果及自由度计算结果暂不开放） 

 

机构运动简图测绘实验环境 



附件 2：齿轮机构与传动虚拟仿真实验操作说明 

登录后点击“进入实验”，待实验加载完成，按照实验界面及操作引导，了解

后点击“我知道了”进行下一步引导学习。 

 

 

引导学习完成后，进入漫游模式，根据引导信息中的键盘鼠标操作（WASD

或上下左右进行移动，鼠标右键进行视角旋转），在实验室进行漫游。漫游时可点

击展示牌上的小喇叭，收听相关内容介绍。 



 

在靠近飞机时，可依次出现发动机和行星轮系的模型。 

 



 

点击“开始实验”按钮，开始实验操作。 

 

实验分为四部分，鼠标悬浮到模块对应的齿轮上时，对应齿轮会高亮显示，点

击齿轮后进入相应实验模块，根据实验提示进行相关操作即可。 



 

在实验界面中，右下方会显示当前实验步骤位置和下一步实验步骤位置，方

便学生理解场景切换。 

 

界面右上角“场景地图”按钮，点击后可查看整个实验室的场景地图，可点

击相关的按钮，快速切换到对应的实验内容。（场景地图很重要，可随时进行点击切换

实验内容，请大家熟悉掌握） 



    

实验完成后，点击右上角的“实验报告”按钮，将实验分数及报告上传到实

验平台后自行下载并对报告进行整理。 

    

其他说明 

1）、实验界面里有操作提示，请先阅读提示或者查看上述说明后，再进行操作。 

2）、因电脑屏幕分辨率不同，实验中可能遇到界面文字模糊等问题，可点击浏览



器右上角“更多”按钮，在弹出的界面中，调整缩放比例直至界面文字等内容清

晰即可（建议值为 80-100）。 

 

 

附件 3：凸轮机构及其动态特性测试虚拟仿真教学实验操作说明 

1、在教育部实验空间 http://www.ilab-x.com/details?id=2824&isView=true，完成

注册及登录之后进入实验。 

 

http://www.ilab-x.com/details?id=2824&isView=true


注册过程如下：点击“注册”按钮，输入手机号和验证码，获取验证码并填写后，

点击“下一步” 

 

 

 输入相应的信息，直至注册完成。 



 

注册完成后利用手机号作为账户，输入密码及验证码进行登录。 

2、点击“我要做实验”之后，出现跳转提示，点击提示内链接即可。 

 

3、注册申请完成后，请点击“进入实验”。 



 

若出现审批界面，请先申请，等待审核后再进入。 

 

（可能出现的审批申请） 

  进入后可在界面左侧点击了解“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材料”、“实

验教学方法”等内容。完成之后点击“开始实验”按钮，在线加载实验，等待实

验加载完成。 



    

    

  加载完成后输入本人真实姓名及学号，点击“确定”进入实验。（受浏览器、

unity 插件等原因限制，部分人员登录的姓名处可能只能输入拼音，如无法输入

汉字，请在姓名与学号部分均输入学号。） 

  进入实验后有三个模式，分别是：“教学模式”、“分析模式”和“设计模式”。 



   

3.1、教学模式 

首先进入教学模式：如下图所示，在该模式下，点击界面左侧按钮，在线学

习相应“凸轮机构分类”、“凸轮机构名词术语”、“凸轮机构设计过程”、“从动件

与运动规律设计”、“凸轮廓先求解与加工”、“凸轮机构压力角”“凸轮机构基本参

数设计”等课程内容。学习完成之后，点击右上角“返回”按钮返回主界面。 

  

3.2、分析模式 

点击进入分析模式，在该模式下，可选择进入对应实验台，学习了解相关从

动件运动规律，对各运动规律下的位移、速度、加速度、压力角等曲线进行熟悉

了解。进入实验后会弹出实验“操作引导”，根据提示信息，学习如何利用鼠标及

键盘进行选择，场景移动等操作。 



 

1）进入虚拟仿真实验室，选择自己需要做的虚拟实验台，每一个实验台代表一

种组合，包括直动尖底从动件平面凸轮机构（1 号）、直动滚子从动件平面凸轮

机构（2 号）、直动平底从动件平面凸轮机构（3 号）、摆动尖底从动件平面凸

轮机构（4 号）、摆动滚子从动件平面凸轮机构（5 号）、摆动平底从动件平面

凸轮机构（6 号）、直动滚子从动件空间端面凸轮机构（力锁合）（7 号）、圆柱

槽凸轮机构（形锁合）（8 号）等机构。选择好后点击进入对应实验台。 

 

（利用键盘控制视角前进后退，利用鼠标左键选择，实验台高亮代表选中） 



2）进入实验台后，每个实验台能根据实际情况提供不同种类的运动参数以及不

同运动规律的凸轮机构案例。 

 

3）点击基础库右侧的实验台案例名称，凸轮会自动旋转一周，从动件会随着凸

轮的转动进行往复摆动或移动。实验预置好不同类型案例，可自行选择学习。 

4）实验台上方设计有三个显示屏，左侧的显示当前实验台类型，中间显示屏介

绍此类型凸轮机构的基本特点，右侧实验台显示此凸轮机构的运动曲线，拖动

滚动条可看到有位移曲线、速度曲线、加速度曲线、压力角曲线等，点击右上

角的红色搜索🔍图标可将此屏幕摆正，拖动滚动条可进行上下移动。 

5）找到位移曲线，点击曲线上的点，可显示当前角度，点击右侧曲线部分，软

件后会有进度显示竖条，可进行拖动，凸轮可随着转动，学生可在拉动过程中

对某一段进行探索研究。找到速度、加速度曲线，同样可进行拖动，观察学

习，可着重学习了解推程、回程起止点的变化规律。找到压力角的变化曲线，

学习当前类型凸轮、当前运动规律下的压力角变化规律。学习完成之后，可点

击切换案例进行学习与研究。 



6）一类实验台案例学习完成之后，可点击右上角返回按钮，返回实验室（也可

鼠标右键单击脱离实验台固定视角返回实验室视角），重新选择其他实验台进行

学习探究，直至 8 个实验台均学习完成。 

 

7）全部实验台学习完成之后，选择左上角返回按钮返回实验主界面，切换模式

进行学习。 

3.3 设计模式 

在对凸轮相关参数、从动件运动规律、凸轮的类型选择、结构尺寸等相关

知识有一个基本了解之后，学生可进行自主开发设计。在了解相关从动件运动

方式、载荷等情况下，学生独立选择合适的从动件运动规律以及确定凸轮转

速、从动件行程、偏距等参数，生成相应的凸轮廓线和凸轮机构。同时，在进

行运动分析、动力学分析后，结合生成的位移、速度、加速度曲线及相应凸轮

转角下的压力角等信息，学生可进行参数调整、设计优化，以便设计出更合理

的凸轮机构。 



1）进入界面，首先了解凸轮设计过程，学习并点击“知道了”按钮进入设计模

式。 

 

2）进入界面后，从 8 个实验台中，选择实验台进入。 

 

3）进入设计界面后，界面配置有默认参数，如需修改，请根据需求，修改输入

基圆半径、升程、偏距等基本参数。选择推程运动角、远休止角、近休止角等

运动规律相关参数（回程运动角可不用输入）。右下角选择推程及回程运动规

律，其中推程运动规律包括等速、等加速、简谐、摆线等基本运动规律，以及



“摆线—直线—摆线”等组合运动规律、改进正弦运动规律等，回程包括等

速、等加速、简谐、摆线等基本运动规律。 

4）自定义左上角对应的实验名称，完成之后点击右下角“生成凸轮”。 

 

4） 点击“生成凸轮”按钮后，实验自动进入对应的实验台，点击自命名的

凸轮实验名称，进行机构运动规律分析。 

 



5） 点击曲线显示屏幕右上角🔍按钮，观察与确认位移曲线、速度曲线、加

速度曲线。操作方式同分析模式。 

 

3.4 实验报告提交与整理 

在实验结束后，点击左上角返回按钮，返回主页面后，点击“实验报告提

交”按钮进行提交（仅作为平台留档），学生可在本地浏览器下载实验报告（见

下图）并根据实际实验情况进行实验报告的数据分析与整理。 

 



 

 

 



4、其它说明 

1、每个实验界面均有操作提示，请务必先仔细阅读提示或者查看上述操作指南

说明后再进行操作。 

2、实验中若遇生成的凸轮机构有缺陷，请先检查参数是否设置合理。部分参数

设置不合理，系统将无法得出正确结果，或产生缺陷（如下图所示）。若确认参数

没问题，请将有问题的参数及结果配截图或者文字描述写进实验报告中，以便教

学实验中心进行问题后台修复与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