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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基础》

前言

　　本书是参考教育部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最新制订的《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编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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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理
工科非机类（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电气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食品工程、物流工程等）专
业60学时左右的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教材，也可供近机类专业参考和选用。　　本书借鉴国外先进教材
体系，在内容的安排和取舍上，力求减少理论推导，增强工程知识，适度扩展知识领域，体现少而精
的原则。　　本书除绪论外，每章都附有适量的思考题及设计题目，书后附录给出了常用的标准和规
范。　　鉴于非机类专业大都不独立开设工程材料、极限与配合、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有关这方面的
基本知识在教材中作了简要的论述。选用本教材的前修课程有工程图学、工程力学等，它们与机械设
计基础一起构成了理工科非机类专业机械工程基础知识体系。　　本书由赵洪志主编，参加编写的有
吴迪（第3、4章）、张会端（第5、1 1章，第10章10．4～10．7）、贾艳辉（第8、14章）、赵洪志（
其余各章节）。　　本书由吉林省教学名师、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谭庆昌教授审阅，他对本书的编写
体系和内容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欢迎读者对书中不妥之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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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基础》

内容概要

《机械设计基础》是参考教育部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最新制订的《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教学
基本要求》编写的，可作为理工科非机类（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电气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
食品工程、物流工程等）专业60学时左右的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教材，也可供近机类专业参考和选用。
《机械设计基础》共14章，主要介绍了机械设计的基础知识（机械零件的材料及热处理、极限与配合
、制造方法等）和常用机构与通用零部件的结构、工作原理、工程应用及设计方法，包括平面机构运
动简图及自由度、平面连杆机构、凸轮机构、齿轮传动、带传动和链传动、轴、轴承、螺纹连接、其
他常用零部件、机械的平衡及调速等。《机械设计基础》努力做到简化理论，突出重点，力求实用。
《机械设计基础》除绪论外，每章都附有适量的思考题及设计题目，书后附录给出了常用的标准和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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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2．1 机械设计中的常用材料及热处理2．2 机械零件的极限与配合2．3 机械零件的常用力方法
习题第3章 平面机构运动简图及其自由度3．1 平面机构的组成3．2平面机构运动简图3．3平面机构的
自由度习题第4章 平面连杆机构4．1 铰链四杆机构的基本类型及其演化4．2 铰链四杆机构的传动特性4
．3 铰链四杆机构的设计习题第5章 凸轮机构与间歇运动机构5．1 轮机构的应用及分类5．2 从动件的
常用运动规律5．3 轮机构设计5．4 间歇运动机构习题第6章 齿轮传动6．1 齿轮传动的类型6．2 渐开线
齿轮6．3 渐开线标准直齿圆柱齿轮的啮合传动6．4 渐开线齿轮的切齿原理及变位齿轮的概念6．5 渐开
线圆柱齿轮的精度6．6 齿轮传动的失效形式及齿轮材料6．7 标准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强度计算6．8 齿
轮的结构和润滑6．9 斜齿圆柱齿轮传动6．10 直齿锥齿轮传动6．11 蜗杆传动习题第7章 轮系7．1 轮系
的分类7．2 定轴轮系的传动比7．3 周转轮系的传动比7．4 轮系的应用习题第8章 带传动和链传动8．1 
概述8．2 普通V带的型号和结构8．3 带传动的受力及弹性滑动8．4 V带传动的设计8．5 滚子链链条与
链轮8．6 滚子链传动的设计计算习题第9章 轴及轴毂连接9．1 概述9．2 轴的结构设计9．3 轴的计算9
．4 轴毂连接习题第10章 轴承10．1 滚动轴承的类型、代号及其选择10．2 滚动轴承的计算10．3 滚动
轴承的组合设计10．4 滑动轴承的类型、结构和材料10．5 滑动轴承的润滑10．6 非液体摩擦滑动轴承
的设计计算10．7 液体动压径向滑动轴承简介习题第11章 联轴器、离合器和制动器11．1 联轴器11．2 
离合器和制动器习题第12章 机械的调速与平衡12．1 机械速度波动的调节12．2 回转构件的平衡习题
第13章 螺纹连接13．1 螺纹13．2 螺纹连接的类型及应用13．3 螺纹连接的设计习题第14章 弹簧14．1 
弹簧的类型、结构和材料14．2 圆柱螺旋压缩（拉伸）弹簧的设计计算习题附录附表1 标准公差数值（
摘自GB／T1800．3一1998）附表2 孔的极限偏差值（摘自GB／T1800．3—19981附表3 轴的极限偏差值
（摘自GB／T1800．3—1998）附表4 配合的应用附表5 直线度、平面度公差值（摘自GB／T1184—
—1996）附表6 圆度、圆柱度公差值（摘自GB／T1184——1996）附表7 平行度、垂直度公差值（摘
自GB／T 1184——19961附表8 同轴度、对称度、圆跳动公差值（摘自GB／T1184——1996）附表9齿轮
齿距累积总公差Fn单个齿距极限偏差±fn和齿廓总公差Fn值（摘自GB／T10095．1—2001）附表10 齿
轮螺旋线总公差Fn和径向跳动公差Fn值（摘自GB／T10095．1～2—2001）附表11 齿轮副中心距极限偏
差±fa（摘自GB／T10095—19881附表12 齿轮切齿时的径向进刀公差6附表13 深沟球轴承（摘自GB
／T276——1994）附表14 角接触球轴承（摘自GB／T292——1994）附表15 圆锥滚子轴承（摘自GB
／T297——1994）附表16 六角头螺栓（摘自GB／T5780——5783——2000）附表17 普通平键、键槽的
尺寸（摘自GB／T1095——2003）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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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能完成有用的机械功或转换机械能。　　凡具有以上三个特征的实物组合体称为机器，仅
有前两个特征的称为机构。一部机器可以包含几个机构，如内燃机中曲轴、连杆、活塞和气缸体组成
曲柄滑块机构，曲轴称为曲柄，活塞即是滑块，将活塞的往复移动转变为曲轴的连续转动；凸轮、顶
杆和气缸体组成凸轮机构，将凸轮的连续转动转变为顶杆的往复移动；齿轮机构用来保证曲轴与凸轮
之间的传动比。机器也可能只含一个机构，如颚式矿石破碎机就只含一个曲柄摇杆机构。机构在机器
中起着改变运动形式、改变速度大小或改变运动方向的作用。若撇开机器在作功和能量转换方面起的
作用，仅从结构和运动的观点来看，机器和机构并无区别。习惯上用“机械”作为机器和机构的总称
。　　机器中普遍使用的机构称常用机构，如连杆机构、凸轮机构、齿轮机构等。组成机构的各个相
对运动部分称为构件。构件可以是单一的整体，也可以是几个零件的刚性组合，如内燃机中的连杆，
它是由连杆体、连杆盖、螺栓等几个零件组成的刚性结构，是一个构件。由此可知，构件是运动单元
，零件是制造单元。另外，通常把为完成共同任务而结合起来的一组零件称为部件，是装配单元，如
滚动轴承、联轴器等。　　机器中的零件可分两大类，凡是在各种机械中都经常使用的零件称为通用
零件，如螺栓、轴、齿轮、滚动轴承、弹簧等。只出现在某些专用机械中的零件称为专用零件，如农
机中的铧犁、装载机的铲斗等。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主要研究机械中常用机构和通用零件的工作原
理、结构特点、基本设计理论和计算方法。这些常用机构和通用零部件构成了机器的主体。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学生可以掌握常用机构的工作原理和运动、动力特性，掌握通用零、部件选用和设计的基
本知识，具有分析一般机器的组成、工作原理和设计机械传动装置、简单机械的基本能力。

Page 5



《机械设计基础》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