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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基础》

前言

　　本教材作者在充分贯彻现代职教理念的基础上，按照国家教育部颁发的新大纲，紧扣江苏省教育
委员会2009年制订的“中等职业学校机械基础教学大纲”，编写了《机械基础（少学时）》教材。　
　作者在编写前充分调研了当前中职学生现状、中职机械类教材情况，掌握了大量关于当前中职机械
基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的材料，从而为教材编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课程的性质、内
容、任务和基本要求　　1.课程的性质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机械类及工程技术类等相关专业的
一门基础课程。　　2.课程的内容　　课程内容由基础模块、综合实践模块和选学模块三部分组成。
　　（1）基础模块是各相关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性内容和应该达到的基本要求。　　（2）综合实践
模块是以典型机械拆装、调试和分析为主的综合性实践教学内容。　　（3）选学模块是由学校根据
相关专业培养的实际需要自主确定的选择性内容。　　为兼顾不同学制、不同专业的教学要求，各模
块中标“∥的内容，各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和安排教学。　　全书包括工程力学、工程材料
、常用机构、轴系零部件、机械零件的精度、机械传动、气压与液压传动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3.
课程的任务和基本要求　　学习本课程的任务和基本要求是：掌握必备的机械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懂得机械工作原理，了解机械工程材料性能，准确表达机械技术要求，正确操作和维护机械设备，学
会使用手册、标准、规范等设计资料；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具备
继续学习专业技术的能力；树立良好的职业意识、职业道德，形成严谨、敬业的工作作风，为今后解
决生产实际问题和职业生涯的发展奠定基础。二、教材的特点机械基础是一门融力学、材料、连接、
传动等有关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课程。作者在编写教材时，坚持以人为本，旨在培养读者学习兴趣，
并突出了以下几点：　　（1）在内容的安排上紧扣国家教育部和江苏省关于“中等职业学校机械基
础教学大纲”，遵守“必需，够用为度”原则，“降低难度，浅化理论；删繁就简，削枝强干；师生
互动，手脑并用”。坚持从读者的实际认知水平出发，从学生日常生活与专业的实际需要出发，“加
强基础，拓宽专业，重视理论联系实践”。概念的引入、例题的设计、阶段性应用练习的编写等紧密
结合日常生产生活实际、专业背景，体现机械基础的应用性、实用性和综合性，使教师好教，学者好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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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基础》

内容概要

《机械基础(少学时)》是中等职业学校（三、四年制）机械类（少学时）教材，是根据教育部2009年5
月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机械基础教学大纲”编写的。全书共分12章，由三个模块构成：基础模块、
综合实践模块、选学模块。主要内容包括工程力学、连接、机构、机械传动、支承零部件、综合实践
等。
引入生产生活实例是《机械基础(少学时)》最大的特色。在《机械基础(少学时)》中配置了大量的实
物图片，以帮助读者了解生产生活实际。《机械基础(少学时)》充分体现了现代职教理念，正确处理
了读者综合素质提高和职业能力培养的关系，把握了基础知识学习与职业技能培养的关系，关注读者
职业生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培养读者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并具备必需的机械基础知识。《机械
基础(少学时)》适合作为中等职业学校（三、四年制）机械类教材，也可作为其他学制、相关专业的
机械基础课程教材，还可作为机械行业操作人员的岗位培训教材或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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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经济性要求提高产品的经济性，既是增加产品市场竞争力、满足用户的需要，也是节约社会劳
动、赢得社会效益的需要。　　（1）提高设计和制造的经济性　　从设计的角度考虑主要有以下几
方面：　　①在完成产品功能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创新构思，优化筛选得到最佳的功能原理方案。该
方案在满足功能要求和可靠性要求的前提下，具有效率高、能耗少、生产成本低及易维修等良好经济
性的特点。　　②采用先进的现代设计制造方法，使设计参数最优化，达到尽可能精确的设计结果，
保证机器的可靠性。尽可能地应用CAD／CAM技术，特别是先进制造技术，可以提高设计制造效率、
降低设计制造成本。　　③尽可能地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结构和新材料。　　④努力提高零部件
结构的工艺性，使其用料少、易加工、易装配，提高生产率，缩短生产周期，降低生产成本。　　⑤
最大限度地采用标准化、系列化及通用化的零部件。　　（2）提高使用和维修经济性　　主要途径
为：　　①提高产品的效率、降低能耗。　　机器的效率主要取决于传动系统和执行系统的效率。传
动系统的效率通常与传动类型、结构形式、工作表面的性态、摩擦润滑状况、润滑剂的种类、润滑方
式及工作条件等有关；执行系统的效率与执行机构的类型、机构结构及参数有关。在方案设计和结构
设计时，应充分考虑提高效率的措施。　　②合理地确定机器的经济寿命。　　机器的寿命分为以下
三种：　　功能寿命：机器从开始使用至其主要功能丧失而报废所经历的时间。　　技术寿命：机器
从开始使用至因技术落后而被淘汰所经历的时间。　　经济寿命：机器从开始使用至继续使用其经济
效益显著变差所经历的时间。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机器的经济寿命、技术寿命大大短于
功能寿命。按成本最低的观点，机器更新的最佳时间应由其经济寿命确定。在设计中单纯追求长寿命
是不恰当的，应合理地确定机器的经济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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