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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基础》

前言

　　本书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以生产实际所需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为基础，遵
循&ldquo;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rdquo;的原则而编写。　　本书由机械工程材料与热处
理基础、工程力学基础、常用机构与常用机械传动三部分组成。主要特点是将机械工程材料、工程力
学、机械设计基础等课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基于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在保证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的前提下，摒弃了比较繁琐的理论推导和复杂的计算；以简明为宗旨，结合工程应用实例，突出了实
用性和综合性，注重对学生基本技能的训练和综合能力的培养。　　全书共25章，主要内容包括：绪
论，金属材料的性能、钢的常用热处理方法、钢铁材料、非铁金属与粉末冶金材料、非金属材料，静
力学基础知识、平面汇交力系、力矩与平面力偶系、平面任意力系、轴向拉伸与压缩、剪切与挤压、
圆轴扭转、平面弯曲和组合变形，平面机构运动简图及自由度计算、平面连杆机构、凸轮机构、间歇
运动机构、螺旋机构、带传动和链传动、齿轮传动、轮系、轴和轴毂联接、轴承、联轴器和离合器。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一些教材，学习汲取了同行的教研成果，并从中引用了一些例题、习
题和图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编写人员及分工如下：绪论，第16～18，20，22～24章，
以及第19章的19.4节由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石岚副教授编写；第1，10～14章由河南机电高等专科
学校的李纯彬副教授编写；第2，6，7章由黑龙江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的于秀华副教授编写；第3，21章
由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机的卞志革老师编写；第4，5和19章的19.1～19.3，19.5，19.6节由河南省鹤壁
职业技术学院的李建伟老师编写；第8，9，15章由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的滕旭东老师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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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基础》

内容概要

《机械基础》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以生产实际所需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为基础，
遵循“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的原则而编写。《机械基础》由机械工程材料与热处理基
础、工程力学基础、常用机构与常用机械传动三部分组成。主要特点是将机械工程材料、工程力学、
机械设计基础等课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基于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在保证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前
提下，摒弃了比较繁琐的理论推导和复杂的计算；以简明为宗旨，结合工程应用实例，突出了实用性
和综合性，注重对学生基本技能的训练和综合能力的培养。
全书共25章，主要内容包括：绪论、金属材料的性能、钢的常用热处理方法、钢铁材料、非铁金属与
粉末冶金材料、非金属材料，静力学基础知识、平面汇交力系、力矩与平面力偶系、平面任意力系、
轴向拉伸与压缩、剪切与挤压、圆轴扭转、平面弯曲和组合变形，平面机构运动简图及自由度计算、
平面连杆机构、凸轮机构、间歇运动机构、螺旋机构、带传动和链传动、齿轮传动、轮系、轴和轴毂
联接、轴承、联轴器和离合器。
《机械基础》可作为高职、高专教育近机类、非机类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成人高校、中专相应专
业选用，也可作为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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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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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基础》

章节摘录

　　1.2.1金属的物理性能　　1.密度　　金属的密度是指单位体积金属的质量。金属的密度直接关系
到所制造设备的自重和效能。如发动机要求质量和惯性小的活塞，常用密度小的铝合金制造。在航空
工业领域中，密度更是选材的关键性能指标之一。　　2.熔点　　金属从固态向液态转变的温度称为
熔点。熔点高的金属称为难熔金属（钨、钼、钒等），熔点高的金属材料可以用来制造耐高温零件，
在火箭、导弹、燃气轮机和喷气飞机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熔点低的金属材料可以用来制造印刷铅字
、保险丝防火安全阀等零件。　　3.导热性　　金属传导热量的能力称为导热性。导热性好的金属散
热也好，如在制造散热器、热交换器与活塞等零件时，就要注意选用导热性好的金属。在制定焊接、
铸造、锻造和热处理工艺时，也必须考虑金属的导热性，防止金属材料在加热或冷却过程中形成过大
的内应力，造成金属材料变形或开裂。　　4.导电性　　金属能够传导电流的性能称为导电性。纯金
属的导电性总比合金好，因此，工业上常用纯铜、纯铝作为导电材料。　　5.热膨胀性　　金属随着
温度变化而膨胀、收缩的特性称为热膨胀性。一般来说，金属受热时膨胀、冷却时收缩。在实际工作
中，考虑热膨胀性的地方颇多。例如，铺设钢轨时在两根钢轨衔接处应留有一定的空隙，以便使钢轨
在长度方向有膨胀的余地，轴与轴瓦之间要根据膨胀系数来控制其间隙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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