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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林承全、龚五堂主编的《机械设计（含工程力学）》废弃传统的机械设计的体系，现在仅仅设置12章
；打破了旧的课程界限和学科体系，精选内容，精心编排，构建了实用性和应用型机械设计基础(含工
程力学)的教材新体系；大量减少了各科课程及其章节之间的重复，缩减了教学时数。    第1～6章可供
大学一年级新生上学期使用，第7～12章可供其第二学期使用。本书内容按照机械的受力分析、承载能
力、组成结构、工作原理分析、零件设计等顺序进行编排。这种编排体系与机械设计的一般程序是一
致的，可以使学生在学习本书的过程中自觉地了解和掌握机械设计的一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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