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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原理》

前言

　　根据教育部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讨论通过的《机械原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讨论稿）
》，强调机械原理课程在培养高级技术人才中的作用，在高校进行学分制并缩减学时的重大教学改革
中，强调机械原理教学以机构和机械设计为主线，使设计和分析紧密结合。在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和创新设计能力的主导思想下，总结我校机械原理教学实践经验，并汲取兄弟院校教材的经验编写了
本教材。　　本教材强调机械原理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机构分析与设计基本方法的理解和掌
握，并考虑到机械原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的需要。为了使学生学习的知识能够很好地用于
实际，并将学过的知识融会贯通，在本次编写的过程中，增加了机械原理课程设计的题目和程序；有
的章节增加了例题和机构简图，以便学生对于课程内容的掌握。　　本书由秦荣荣、崔可维主编，参
加本书编写的有：吉林大学机械原理及设计教研室秦荣荣（第3、4、5、9、10章，附录1）、崔可维（
第1、2、6、7、8、11章）、冯增铭（附录2），吉林大学吴迪、熊健参加了第2、7章的编写工作，长
春工程学院刘大为参加了第8、9章的编写工作。教材中的程序由秦荣荣、冯增铭调试；习题由吉林大
学机械原理及设计教研室吴迪、熊健、王聪慧、董景石整理和解答。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吉林
大学机械原理及设计教研室全体教师的大力支持，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本教
材在吉林省内各高校交流中，得到了省内各高校机械原理教师的认同。在本次编写的过程中，对于省
内各高校机械原理教师给予的帮助和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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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原理》

内容概要

《机械原理》根据教育部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讨论通过的“机械原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讨
论稿)”和多年教学实践经验编写而成，是吉林大学国家工科机械基础教学基地组织编写的机械基础系
列课程教材之一。
全书共11章。第l～3章介绍机构的结构分析、运动分析和力分析；第4～8章介绍常用机构(连杆、凸轮
、齿轮、轮系、间歇和组合机构)的知识；第9、10章介绍机械速度波动的调节和机械的平衡；第11章
介绍机械系统的方案设计?各章后均配有习题，书后配有附录和部分习题参考答案。
《机械原理》可作为高等院校工科机械类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相关专业师生及工程技术人员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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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原理》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1.1 机械原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1.2 机械原理课程的地位及学习本课程的目的和方法第2章 平
面机构的结构分析2.1 基本概念2.2 机构运动简图2.3 平面机构自由度的计算2.4 平面机构的高副低代、
结构分析与组成原理习题第3章 平面机构的运动分析和力分析3.1 速度瞬心3.2 机构的运动分析3.3 机构
的力分析习题第4章 平面连杆机构及其设计4.1 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型式、应用和演化4.2 平面四杆机构
的特性4.3 平面四杆机构的设计习题第5章 凸轮机构及其设计5.1 凸轮机构的类型和应用5.2 从动件的常
用运动规律5.3 凸轮廓线的设计5.4 凸轮机构基本尺寸的确定习题第6章 齿轮机构及其设计6.1 齿轮机构
的应用和分类6.2 齿廓啮合基本定律及齿廓曲线6.3 渐开线标准齿轮6.4 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啮合传动6.5
渐开线齿廓的加工6.6 渐开线齿廓的根切及最少齿数6.7 变位齿轮传动6.8 斜齿圆柱齿轮传动6.9 蜗轮蜗
杆传动6.10 直齿圆锥齿轮机构习题第7章 轮系及其设计7.1 轮系及其类型7.2 定轴轮系传动比计算7.3 周
转轮系传动比计算7.4 混合轮系传动比计算7.5 行星轮系各轮齿数的确定习题第8章 间歇机构及其它常用
机构8.1 间歇运动机构8.2 其它常用机构习题第9章 机械的运转及其速度波动的调节9.1 概述9.2 机械系统
的等效动力学模型9.3 机械运动方程式的建立及求解9.4 机械的速度波动及其调节习题第10章 机械的平
衡10.1 机械平衡的目的和内容10.2 刚性转子的平衡10.3 刚性转子的平衡试验和平衡精度10.4 平面机构的
平衡简介习题第11章 机械系统的方案设计11.1 概述11.2 机械执行系统的方案设计11.3 机械传动系统的
方案设计11.4 机械系统方案及机械运动简图设计附录1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指导一、机械原理课程设计
的目的和要求二、机械原理课程设计的内容和步骤三、机械原理课程设计的总结四、机械原理课程设
计题目五、变位齿轮机构选择变位系数的简易线图法简介附录2 机械原理部分程序一、曲柄滑块机构
运动分析二、导杆机构运动分析三、凸轮廓线的设计四、凸轮基圆半径的确定附录3 渐开线函数表部
分习题参考答案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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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原理》

章节摘录

　　根据教育部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讨论通过的《机械原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讨论稿）
》，强调机械原理课程在培养高级技术人才中的作用，在高校进行学分制并缩减学时的重大教学改革
中，强调机械原理教学以机构和机械设计为主线，使设计和分析紧密结合。在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和创新设计能力的主导思想下，总结我校机械原理教学实践经验，并汲取兄弟院校教材的经验编写了
本教材。本教材强调机械原理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机构分析与设计基本方法的理解和掌握，
并考虑到机械原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的需要。为了使学生学习的知识能够很好地用于实际
，并将学过的知识融会贯通，在本次编写的过程中，增加了机械原理课程设计的题目和程序；有的章
节增加了例题和机构简图，以便学生对于课程内容的掌握。本书由秦荣荣、崔可维主编，参加本书编
写的有：吉林大学机械原理及设计教研室秦荣荣（第3、4、5、9、10章，附录1）、崔可维（第1、2
、6、7、8、11章）、冯增铭（附录2），吉林大学吴迪、熊健参加了第2、7章的编写工作，长春工程
学院刘大为参加了第8、9章的编写工作。教材中的程序由秦荣荣、冯增铭调试；习题由吉林大学机械
原理及设计教研室吴迪、熊健、王聪慧、董景石整理和解答。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吉林大学机
械原理及设计教研室全体教师的大力支持，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本教材在吉林省
内各高校交流中，得到了省内各高校机械原理教师的认同。在本次编写的过程中，对于省内各高校机
械原理教师给予的帮助和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1．2机械原理课程的地位及学习本课程的目的
和方法　　1．2．1机械原理课程的地位　　机械原理是机械类各专业的一门主干技术基础课。它专门
研究机械所具有的共性问题，是分析现有机械和设计新机械的理论基础，为学好各种专业课起到承上
启下的重要作用，在机械设计系列课程体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1．2．2学习本课程的目的和
方法　　在工程实际中，机械的专业种类很多，为此设置了各种相关专业课程，但无论研究哪种机器
，都会涉及到机械的共性问题，而机械原理课程正是为此目的而开设的技术基础课。　　随着科学技
术的飞速发展，对机械产品性能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设计制造出性能先进的大批新的机械。而要
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械总体方案的设计水平，这也正是学习机械原理课程的主
要目的。　　对从事机械的专业人员，除了要求能设计出具有创新意识的新机械外，还须掌握对现有
机械的合理使用和革新改造的具体方法。为了充分发挥现有机器设备的潜力，为了更好地消化吸收大
量的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就必须掌握机器的分析设计方法，了解各种机械的各种性能，而机械原理
为这些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知识。　　机械原理课作为一门技术基础课，其先修课有高等数学、物
理、工程图学及理论力学等。特别是理论力学中的理论基础知识将在本课程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得到
进一步深化。在学习中应注意将理论力学中的有关知识充分应用到本课程中来。从基础课到技术基础
课，内容发生了变化，方法也应相应变化，技术基础课的内容更加接近工程实际，要逐步树立以工程
的观点去分析、掌握机器和机构的有关知识，培养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去分析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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