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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5  非圆曲线变量编程
5.1任务描述及目标

学生通过该任务的练习，使学生了解变量符号的应用，如何进行变

量的运算，判断语句的循环条件。能够熟练的进行有规律的曲面变

量程序的编制。



1、变量的表示

•#i

•#[表达式]

2、变量的引用

•<地址>#1

•<地址> - #1

——（变量号i=0,1,2,3,4……）       例：#8、#110、#1100
   ——表达式必须用括号括起来   例：#[#1＋#2－12]

例：F#10——当#10=20时，F20被指令。

        X- #20——当#20=100.时，X-100.被指令。

        G#130——当#130=2时，G2被指令。

5.2任务资讯

5.2.1宏变量及常量



3、变量的类型和功能

变量号 变量类型 功能

#0 空 该变量值总为空

#1－#33 局部变量 只能用在宏程序中存储数据，
例如，运算结果。当断电时局
部变量被初始化为空。调用宏
程序时，自变量对局部变量赋
值。 

#100～#199  操作型

#500～#999  保持型

公共变量 在不同的宏程序中的意义相同。
当断电时，变量#100～#199初
始化为空。变量#500～#999的
数据保存，即使断电也不丢失。 

#1000 系统变量 固定用途的变量



  5.2.2 运算符、表达式与赋值语句
  1.运算符

返回

序号 运算符 含义 备注

1 EQ 等于（=）

2 NE 不等于（≠）

3 GT 大于（＞）

4 GE 大于等于（≥）

5 LT 小于（＜）

6 LE 小于等于（≤）



   自变量赋值Ⅰ

   自变量赋值Ⅱ

——使用除去G、L、N、O、P以外的

其他字母作为 地址。 

——可使用A、B、C每个字母一次，I、J、K
每个字 母十 次作为地址。一般用于传递诸如

三维坐标值的变量。

2. 自变量赋值

(1)直接赋值
在程序中采用赋值号(=)对变量直接赋值，注意赋值号左边不可以是

表达式。
例:#2=20；#1=#2+50；
(2)引数赋值
当调用宏程序时，必须对宏程序中的变量进行初始化，方法是在调用

指令中给出各变量的初始值，通过对应的引数向宏程序内传递。引数与
宏程序内变量的对应关系有两种即： 



 1）自变量指定І

返回

地址 变量号 地址 变量号 地址 变量号

A #1 I #4 T #20

B #2 J #5 U #21

C #3 K #6 V #22

D #7 M #13 W #23

E #8 Q #17 X #24

F #9 R #18 Y #25

H #11 S #19 Z #26

注：① 任何自变量前必须指定G65。
        ② 不需要指定地址可以省略，对应的省略地址的局部变量设为空。
        ③ 地址不需要按字母顺序指定，但I、J、K需要按字母顺序指定。
       如：G65 B  A  D  J  K  是正确的，但G65 B  A  D  K  J  是不正确的。



 2）自变量指定ІІ

返回

地址 变量号 地址 变量号 地址 变量号

A #1 I4 #13 I8 #25

B #2 J4 #14 J8 #26

C #3 K4 #15 K8 #27

I1 #4 I5 #16 I9 #28

J1 #5 J5 #17 J9 #29

K1 #6 K5 #18 K9 #30

I2 #7 I6 #19 I10 #31

J2 #8 J6 #20 J10 #32

K2 #9 K6 #21 K10 #33

I3 #10 I7 #22

J3 #11 J7 #23

K3 #12 K7 #24

注：① 任何自变量前必须指定G65；② I、J、K的下标用于确定自变量指定顺序，
在编程中不写。

如：G65 A1.0 I2.3I4.5P1000；表示#1=1.0、#4=2.3、#7=4.5。



5.2.3 算术和逻辑运算

运算的优先顺序：

①函数；

②乘除、逻辑与；

③加减、逻辑或、逻辑异或。

可以用[       ]来改变顺序。



  5.2.4 条件转移（IF语句）

格式：IF   [条件式]   GOTO  n；
举例：

O7100；
#1=0；
#2=1；
N1 IF [#2 GT 10] GOTO 2；
#1=#1+#2；
#2=#2+1；
GOTO 1；
N2 M30；



     5.2.5循环（WHILE语句）
格式：WHILE  [条件式]  DO  m；

                    ……
                END m；

式中：m—循环执行范围的识别号，只能是1、 
                           2和3，否则系统报警。
注意：DO—END循环能够按需要使用多次，即

                     循环嵌套。 



  5.2.6  条件式种类

#j EQ #k #j 是否＝ #k #j GT #k #j 是否＞ #k #j GE #k #j 是否≥ #k

#j NE #k #j 是否≠ #k #j LT #k #j 是否＜ #k #j LE #k #j 是否≤ #k



5.2.7 B类宏程序调用指令

•格式：G65  P___  L___  <自变量赋值> ；

•式中：P——宏程序号；

       L——重复调用次数（1～9999，1次时L可省略）；

        <自变量赋值>——用以对宏程序中的局部变量赋值。

                                                自变量赋值是由地址及数值构成。 



5.3 任务实施

5.3.1抛物线变量编程

例：加工如图5-3所示的二次曲线，其方程为:
       z= -X2／20。



O1236
N10  M03  S700；
N20  G99 G97 G40；
N30  T1010；
N40  G00  X0  Z3；
N50  G99  G01  Z0  F0.05；
N60  G65  P9010  A0.01   B2  C20   D-80  E0   F0.03； 
N70  G01  Z-110  F0.05；
N80  G00  X200  Z400  T0100  M05；
N90  M30；



O9010                              
N10   #6=#8；                      
N20   #10=#6+#1；                  
N30   #11=#10／#2；                
N40   #15=#11*#11；                
N50   #20=#15／#3；                
N60   #25= -#20；                  
N70   #12=#11*#2；                 
N80   WHILE[#25 GT#7]DO1     
N90   G99  G01 X#12  Z#25  F#9
N100   #6=#10：                    
N110   END1，                      
N120   M99；                      



5.3.2 椭圆曲线变量编程

例：加工如图所示的椭圆曲线，其方为:
sinbx  cosaz 



O0001;
N10G97G99G40;
N20T0101;
N30M03S500;
N40G00X50Z2;
N50#1=90
N60WHILE[#1GE0]DO1;
N70G01X[2*24*sin[#1]+0.5]F0.3;
N80Z[40*COS[#1]-40] ;
N90 U1 ;
N100 G00Z2 ;
N110#1=#1-1 ;
N120END1 ;



N130S1000 ;
N140G00X50Z2 ;
N150#2=0 ;
N160WHILE[#2LE90]DO2;
N170G01X[2*24*sin[#2]]Z[40*COS[#2]-40] F0.1 ;
N180#2=#2+1 ;
N190END2 ;
N200G00X100Z100 ;
N210M05 ;
N220M30      



5.3.3 铣削内半球体

• 例：在数控铣床上用φ12球头铣刀对半球体进行精加工。

若用同一程序以及用不同半径的刀具加工不同半径的内

球体，编宏程序。



O0001;

O7400；

G90 G54 G17 G00 X0 Y0；

G43 Z5. H01 M08；

M03  S900；

G65 P9800 A35. B6. D5.；

G00 Z5. M09；

G91 G28  Z0；

M30；



O9800；
#101 = #1；
#102 = #2；
#103 = #1 －#2；
#104 = #7；
G00 X[#103] ；
G01 Z0 F120；
WHILE [#104 LE 90] DO 1；
#110 = #103 *COS[#104]；
#120 = #103 *SIN[#104]；
G01 X[#110] Z－[#120] F80 ；
G02 I－[#110]；
#104 = #104 + #7；
END 1；
M99；



5.4任务评价与总结提高

5.4.1任务评价

          



5.4.2任务总结

    学生通过该任务的练习，使学生了解变量符号的应用，如

何进行变量的运算，判断语句的循环条件。能够熟练的进

行有规律的曲面变量程序的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