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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一体化基础》

内容概要

机电一体化是一门融机械技术、计算机技术、测控技术、伺服驱动技术于一体的学科。向中凡、肖继
学主编的《机电一体化基础》介绍了机电一体化应用与设计所涉及的主要基础概念、知识。全书共分
六章来阐述这些基础。第1章绪论，主要讲述机电一体化的基本概念、主要特征、关键技术、功能构
成与组成要素、分类与发展趋势、机电一体化产品分类等；第2章机电传动系统的运动学基础，主要
介绍机电传动的动力学分析基本方法、机电传动系统的稳定运行分析方法等；第3章机械学基础，主
要讲述机电一体化系统中机械部件的基本功能及其影响，以及支撑、传动、导向、执行等基本机械机
构；第4章电学基础，主要介绍机电一体化系统中测量、常用传感器、传感信号调理电路、电力电子
器件等；第5章，控制与计算机基础，主要简要讲述机电一体化系统中控制的功效、性能指标，典型
控制环节以及集成电路与常用芯片、计算机接口等；第6章伺服系统，比较详尽地介绍了伺服系统基
本结构、性能指标，步进伺服驱动、直流伺服驱动、交流伺服驱动三种基本伺服系统以及脉冲比较进
给伺服系统、相位比较进给伺服系统、幅值比较进给伺服系统。
    《机电一体化基础》可作为本科院校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及其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研究生及从事
机电一体化产品设计、制造与研究工程技术人员作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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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向中凡、肖继学主编的《机电一体化基础》第1章主要讲述机电一体化的基本概念、主要特征、关键
技术、功能构成与组成要素、分类与发展趋势等。第2章主要介绍机电传动的动力学分析基本方法、
机电传动系统的稳定运行分析方法等运动学基础。第3章主要讲述机电一体化系统中机械部件的基本
功能及其影响。第4章主要介绍机电一体化系统中测量、传感器、传感信号调理电路、电力电子器件
等电学基础。第5章主要讲述机电一体化系统中控制的功效。第6章主要介绍伺服系统基本结构、性能
指标，步进伺服驱动、直流伺服驱动、交流伺服驱动三种基本伺服系统以及脉冲比较进给伺服系统、
相位比较进给伺服系统、幅值比较进给伺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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