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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原理与应用》

前言

应用机电一体化技术，可以开发出功能更强、性能更好的新一代机电产品和装备，可以提高产品的自
动化和智能化水平、扩大使用范围、降低能耗、缩小体积、减轻重量、提高可靠性，使产品具备更好
的性能价格比和市场竞争力。为了开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装备，我国需要培养具有以现代控制
技术为手段的智能化产品设计和自动化生产设备研制能力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在现有高等教育本科
工程类专业中，机械设计与制造、电气工程等专业的教学要涉及自动化的基本内容和方法，从而开设
综合性强、实践性强的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课程，其内容融合多学科的知识和技术，是培养机电一体
化系统设计人才的关键性教学环节。通过该课程讲授、实验和课程设计，使学生掌握一般工业自动化
设备和机电一体化产品的设计方法，基本掌握市场上常用功能元器件的技术特性，能够正确选用各种
零部件，能够参照典型系统完成一般工业自动化生产设备和机电一体化产品的方案设计，从而使学生
毕业后能从事多种工业自动化设备产品（如注塑机、食品包装机械、绣花机、绘图机、数控机床、热
工过程系统、轻工业自动生产线、城市供水系统等）的设计和技术改造等，成为社会急需的技术创新
人才。另外，由于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成人的职业技能继续教育是十分必要的。机电一体化系
统设计课程，可以结合相关产业特点，开展短期的职业培训，进行深入的专用知识和特种技术教育。
另外，也可对有一定机械设计经验和电子技术基础的在职技术人员，进行现代实用产品设计技术培训
，为大批中小型企业，培养适应现代化生产需要的设计师、工程师。本书第1章描述了作者对机电一
体化人才培养方法的粗浅考虑；第2章浓缩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10年来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
发展的经验，详细介绍了机电一体化技术发展的重点方向、重点应用领域和我国制造业的集聚发展模
式，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第3章集中概括了现代设计方法学的核心内容；第4章介绍了常用的设计工
具软件；第5、6章介绍了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方法和试验；第7～1l章分别介绍了各种常用功能单元的
特性和最新产品；第12章介绍了11个设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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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原理与应用》从项目统筹到具体的软件应用，详细讲解了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的各个环节与流程。《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原理与应用》共12章，第1章描述了作者对机电一体化人才
培养方法的粗浅考虑；第2章详细介绍了机电一体化系统发展的重点方向与产业情况；第3章介绍了现
代设计方法学的核心内容；第4章介绍了常用的设计工具软件；第5、6章介绍了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方
法和试验；第7～11章分别介绍了各种常用功能单元的特性和最新产品；第12章介绍了11个设计案例。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原理与应用》适合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的相关学科师生，机电一体化行业入门
者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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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 机械与电子信息技术的结合机械设计和制造技术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历史久远，在社
会生产和人民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齿轮到汽车，机械在人类的工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电子技术出现较晚，但发展迅速、日新月异，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电子信息技术革命，使通信技
术等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使自动化设备和产品从尖端技术
走到了中小型企业和人们的家庭生活中。控制技术逐渐成为简单实用、质优价廉的民用技术，给人们
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精准的石英电子表、随机应变的“傻瓜”照相机、舒适豪华的高级轿车等
机电一体化的产品使人们的生活更舒适。可完成精密加工的数控机床、智能的电脑绣花机、高速的食
品加工流水线等自动化生产设备，带来了现代化生产的高质量和高效率。用途广泛的微电子技术、飞
速发展的计算机软件技术以及光电技术、电磁技术、电子测量技术的综合应用，为机器提供了先进的
驱动、检测和控制手段，产生了机电一体化产品和自动化生产设备这样的智能化系统。展望未来，不
仅还有许多领域可依靠自动化、大规模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而且还需要满足个
性化需求、小批量、多品种的产品及相应的生产设备，更有生物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新兴产业对自动化
技术提出更高的需求。展现在大学生面前的，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他们将成为社会的栋梁，机电
一体化技术将迎来辉煌的历史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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