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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机床作为机械装备的母机，它的发展动力主要来源于其下游产业，目前，机床的下游产业——造船、
工程机械、航空航天、汽车、铁路、电力设备、风电设备、动力设备、制冷设备和石化设备等，都得
到了蓬勃发展，所以机床工业的发展正面临最佳机遇。但是我国的机床在质量、可靠性和稳定性方面
尚与国际水平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设计方法落后，设计资料老化，长期仿制国外产品，基础不够
扎实，因此很难发展高档产品等，为使机床设计人员的思维更多元，视野更开阔，促进我国机床工业
的大发展，我们两校一企三方强力合作，组织编写了这本《实用机床设计手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
步和社会需求的变化，机床的设计理论和制造技术也在不断地发展。计算机技术和分析技术的飞速进
步，为机床设计方法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计算机辅助工程已在机床设计
的各个阶段得到了应用。机床的设计理论和方法由人工绘图向计算机绘图过渡，改变了传统的经验设
计方法，由定性设计向定量设计、由静态的和线性分析向动态的和非线性分析、由可行性设计向最佳
设计过渡。数控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得机床的传动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伺服驱动系统可以方便
地实现机床的单轴运动及多轴联动，从而可以省去复杂的机械传动系统设计，使其结构及布局也得到
很大改善。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产品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出现了与之相适-应
的FMS等先进制造系统。机床是：FMS的核心装备。早期的FMS，可以说是“以机床为主的系统”设
计，即根据现有机床的特点来构造FMS，但是传统的机床（包括数控机床）设计并未考虑到它在FMS
中的作用，因此在功能上制约了FMS的发展。FMS的发展对机床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机床设计向“
以系统为主的机床设计”方向发展，既要在机床设计时就应考虑它如何更好适应FMS等先进制造系统
的要求，例如要求具有时、空柔性，与物流的可亲性等等，这就对机床设计的方法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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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用机床设计手册》以简明实用为原则，对机床设计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全书共分6篇38
章，主要介绍机床设计的基本要求、方法和步骤、方案的选择、典型的布局、机床型号编制方法、技
术要求、检验标准，机床液压与气动系统设计，机床电力拖动及控制系统设计，机床数字控制系统设
计，机床传动系统和辅助系统设计等。
本手册适合于从事机床产品和机械制造装备的开发、设计、改造与研究的工程技术人员、研究人员使
用，也可供机床产业管理人员参考，对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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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机床设计经历了由静态分析向动态分析，由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由线性分析向非线性分析，
由安全设计向优化设计，由手工计算向自动化计算的发展过程。20世纪40年代以前，因受当时理论水
平和实验手段的限制，主要使用一些具有不同条件系数的经验公式进行计算，并辅以“类比法”来确
定零部件结构和尺寸。这种方法虽然目前在某些机床设计中仍不失其实用价值，但总地说盲目性比较
大，往往导致机床尺寸增加，重量偏大，动态性能不稳定。理论分析计算和实验研究相结合的设计方
法是机床设计的主要方法。这种方法首先是根据理论计算和局部实验确定结构尺寸，制造样机；再对
样机进行整机或局部薄弱环节的各种实验；最后补充修改定型。  实物实验比较直观和精确，但必须
制造实物机床，花费大，时间长，有时不可能或不适于制造实物。所以在设计中，一般采用的是根据
相似理论把构件实体按一定比例缩小，用有机玻璃或钢料做成模型进行实验。模型实验虽然很有成效
也比较成熟，但需要熟练的模型制作技术和一定的测试手段，特别是改型设计和重新考虑机床配置时
，都需要制作新的模型。近代发展起来的模拟试验，不仅不需要模型；而且不必画出详细设计图，只
要给出结构方案和主要参数即可通过电子模拟确定出符合要求的某些参数。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
用和先进测试技术的发展，使得在机床设计中可以利用计算分析法来计算机床的静态和动态应力、变
形等。在设计阶段根据设计条件和图样即可进行方案比较和选择。分析计算法常用的有集中参数法、
分布参数法和有限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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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正是我需要的书, 真的印刷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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