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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基础》

内容概要

《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机械设计基础》是根据教育部制定的《高职高专教育机械设计基础课
程教学基本要求》，并结合编者多年教学的实践经验编写的。《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机械设
计基础》突出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按照职业岗位技能要求，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全书采用最新
国家标准。
全书共分15章，内容包括机械设计概论、平面机构的组成及结构分析、平面连杆机构、凸轮机构、间
歇运动机构、联接、带传动和链传动、齿轮传动、蜗杆传动、轮系、轴、轴承、联轴器和离合器、弹
簧、机械的调速与平衡以及配套实训课题。全书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应用能力，并且配有电子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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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机械设计概论　　1.1机器的组成　　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为了减轻体力劳动和提高
生产率，广泛使用着各种机器。在现代生产和日常生活中，见到的电动机、内燃机、起重机、破碎机
、各种机床、电动自行车、洗衣机等都是机器。　　机器的种类很多，结构、性能和用途也各不相同
。如图1-1所示的内燃机，它是由汽缸体1、活塞2、连杆3、曲轴4、齿轮5和6、凸轮7、8、顶杆9、进
气阀10和排气阀11等组成。汽缸体1起支承作用，活塞2的往复运动由连杆3转变为曲轴4的连续转动，
通过齿轮5、6带动凸轮7、8，使顶杆9启闭进气阀10和排气阀11。这样，使燃气的热能转变为曲轴转动
的机械能。又如直接驱动型电动自行车，电动机与自行车轮箍连为一体，接通电源，电动自行车上的
电动机即能工作而带动自行车行驶，完成从电能转换为机械能。从上述几个实例可以看出，机器有三
个共同的特征：　　①都是一种人为的实物组合；　　②各部分形成运动单元，各单元之间具有确定
的相对运动；　　③能代替或减轻人类的劳动，实现能量转换或完成有用的机械功。　　凡仅具备以
上前两个特征的装置称为机构。如图1—1所示的单缸内燃机中，活塞、连杆、曲轴和汽缸体组成一个
曲柄滑块机构，可将活塞的往复移动转变为曲轴的连续转动。凸轮、阀门移动杆和汽缸体组成凸轮机
构，将凸轮的连续转动变为阀门移动杆有规律的往复移动。曲轴、凸轮轴上的齿轮和汽缸体组成齿轮
机构，可以使两轴保持一定的传动比。由此可见，机器是由机构组成的，一部机器可以包含几个机构
，也可以只包含一个机构，如电动机只由一个简单的二杆机构组成。　　从结构和运动的观点来看，
机器和机构两者并无差别，工程上统称为“机械”。　　组成机械的各个相对运动的独立整体称为构
件，机械中不可拆的单独的实体称为零件。构件可以是单一的零件，如内燃机中的曲轴；也可以是若
干个零件的刚性组成，如图1-2所示，内燃机中的连杆就是由连杆体1、螺栓2、螺母3、连杆盖4等零件
组成，形成一个运动整体。由此可知，构件是机械中的运动单元，零件是机械中的制造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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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机械设计基础》可作为高职高专、成人高校机械类、机电类等
专业的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教材，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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