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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基础》

前言

　　《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专业基础系列：机械设计基础》是按照高职高专机械
类和机电类专业的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结合编者在机械设计领域的教学和工程实践经
验而编写的。参考学时为72～96学时。　　《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专业基础系列
：机械设计基础》从学生就业岗位的实际出发，结合企业机械工程的实例，以职业能力形成为依据选
择教材内容，突出工程应用。《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专业基础系列：机械设计基
础》的编写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照“机械系统-机构与机械零部件-工程应用-设计方法及参数
的选择-工程设计实例”为主线设计教材结构。对机构和机械零部件的设计内容进行了优化整合，以加
强教材的整体性、系统性和适用性。　　2.在内容的选取上，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弱化理论分析，淡
化公式推导，强化工程应用内容。帮助学生建立一个系统的机械设计概念，使学生具有设计简单机械
传动装置的能力。　　3.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和职业成长规律，先让学生认识各种机械传动装置的特
点和类型，再介绍其工作过程及工程设计案例。使各个篇章的学习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能形成一定
的逻辑关系。　　4.列举的工程案例有助于分层教学。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可通过案例举一反三，拓展
知识；基础知识欠缺的学生可集中精力学懂案例，通过模仿实例中的设计过程，完成相关的机械设计
任务。　　《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专业基础系列：机械设计基础》由南通职业大
学李业农担任主编，由南通职业大学顾蓉蓉、扬州职业大学游文明、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吉庆担任副
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南通职业大学李业农（第一、二、四、十七章）、顾蓉蓉（第六、七、九章）、
周小青（第十三、十四章）、张佳兴（第十二、十五章）、张丽萍（第四章）、杨林娟（第八章），
扬州职业大学游文明（第三章）、高艳（第十六章），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吉庆（第十章）、朱晓红
（第七章），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戴陈（第十一章）、刘志刚（第五章），全书由李业农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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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设计基础》是根据高职高专机械类和机电类专业的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结合编
者在机械设计领域多年教学改革和工程实践经验编写而成的。
《机械设计基础》共五篇十七章。第一篇机械设计基础知识（第一～三章），主要介绍机械设计的共
性问题；第二篇平面机构设计（第四一八章），主要介绍平面连杆机构、凸轮机构、齿轮机构、轮系
、问歇运动机构等常用平面机构；第三篇机械传动设计（第九～十一章），主要介绍齿轮传动、蜗杆
传动、带传动和链传动的工作能力和结构设计；第四篇连接零件和轴系零部件设计（第十二一十六章
），主要介绍螺纹连接及其他常用连接零件，轴，支承零件，联轴器、离合器和制动器，弹簧等常用
机械零件的设计与选型；第五篇机械系统设计概论（第十七章），主要介绍机械系统的组成及动力学
分析。
《机械设计基础》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高等专科院校、成人高校、民办高校及本科院校举办的二级
职业技术学院机械类、机电类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也适用于五年制高职、中职相关专业，并可作
为社会相关从业人员的业务参考书及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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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机械设计基础知识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机器的组成及机器中常用的机构和零件
 第二节 本课程的研究内容、性质和任务
 第三节 机械设计的基本要求和一般过程
 第四节 机械设计中常用的设计方法
 思考题与习题
 第二章 平面机构的组成和速度分析
 第一节 运动副及其分类
 第二节 平面机构运动简图
 第三节 平面机构自由度计算
 第四节 速度瞬心及其在机构速度分析上的应用
 第五节 平面机构组成的实例分析
 思考题与习題
 第三章 机械零件设计概论
 第一节 机械零件常用材料、热处理方法及其选择
 第二节 机械零件的工作能力和计算准则
 第三节 机械零件的疲劳强度计算
 第四节 机械零件的接触强度
 第五节 摩擦、磨损简介
 第六节 机械零部件的结构工艺性
 第七节 机械设计中的标准化
 思考题与习题
第二篇 平面机构设计
 第四章 平面连杆机构
 第一节 平面连杆机构的基本形式和应用
 第二节 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特性
 第三节 平面连杆机构的运动设计
 第四节 平面连杆机构设计实例与分析
 思考题与习题
 第五章 凸轮机构
 第一节 凸轮机构的应用和类型
 第二节 从动件的几种常用运动规律
 第三节 图解法设计凸轮轮廓
 第四节 解析法设计凸轮轮廓
 第五节 凸轮机构设计实例与分析
 思考题与习题
 第六章 齿轮机构
 第一节 齿轮机构的特点和类型
 第二节 齿麻啮合基本定律
 第三节 渐开线及渐开线齿廓
 第四节 渐开线标准齿轮的基本参数与几何尺寸的计算
 第五节 渐开线标准齿轮的啮合
 第六节 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的加工方法
 第七节 根切、最少齿敷及变位齿轮
 第八节 平行轴斜齿轮机构
 第九节 锥齿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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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节 齿轮机构设计实例与分析
 思考题与习题
 第七章 轮系
 第一节 轮系的类型
 第二节 定轴轮系及其传动比计算
 第三节 周转轮系及其传动比计算
 第四节 复合轮系及其传动比
 第五节 轮系的应用
 思考题与习题
 第八章 间歇运动机构简介
 第一节 棘轮机构
 第二节 槽轮机构
 第三节 不完全齿轮机构
 第四节 凸轮间歇运动机构
 思考题与习题
第三篇 机械传动设计
 第九章 齿轮传动
 第一节 齿轮传动的失效形式、设计准则、材料及热处理
 第二节 齿轮传动的精度
 第三节 直齿圆柱齿轮的强度计算
 第四节 直街圆柱齿轮设计实例与分析
 第五节 斜齿圆柱齿轮传动
 第六节 斜齿圆柱齿轮设计实例与分析
 第七节 直齿锥齿轮传动
 第八节 齿轮的结构设计
 第九节 齿轮传动的润滑和效率
 第十节 减速器简介
 思考题与习题
 第十章 蜗杆传动
 第一节 蜗杆传动的特点和类型
 第二节 圆柱蜗杆传动的主要参数和几何尺寸
 第三节 蜗杆传动的失效形式、材料和结构
 第四节 圆柱蜗杆传动的承载能力计算
 第五节 圆柱蜗杆传动的效率、润滑及热平衡计算
 第六节 圆柱蜗杆传动的精度等级及其安装和维护
 第七节 圆柱蜗杆传动设计实例与分析
 思考题与习题
 第十一章 带传动和链传动
 第一节 带传动的特点和类型
 第二节 带传动的工作情况分析
 第三节 V带传动的设计及实例分析
 第四节 链传动的特点和类型
 第五节 链传动的工作情况分析
 第六节 滚子链传动的设计及实例分析
 思考题与习题
第四篇 连接零件和轴系零部件设计
 第十二章 螺纹连接及其他常用连接零件
 第一节 螺纹的基本类型和标准连接件
 第二节 螺旋副的受力分析、效率和自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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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轴的材料及选择
 第三节 轴的结构设计
 第四节 轴的工作能力计算
 第五节 轴的设计步骤与实例
 思考题与习题
 第十四章 支承零件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滑动轴承的结构类型、材料及润滑
 第三节 非液体摩擦滑动轴承的设计
 第四节 液体摩擦动压径向滑动轴承简介
 第五节 滚动轴承的结构类型、代号及选择
 第六节 滚动轴承的选择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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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节 滚动轴承的润滑和密封
 第九节 滚动轴承的组合设计
 第十节 导轨简介
 思考题与习题
 附表
 第十五章 联轴器、离合器和制动器
 第一节 联轴器
 第二节 离合器
 第三节 制动器简介
 思考题与习题
 第十六章 弹簧
 第一节 弹簧的作用及类型
 第二节 圆柱螺旋拉伸、压缩弹簧的应力与变形
 第三节 圆柱螺旋拉伸、压缩弹簧的设计
 思考题与习题
第五篇 机械系统设计概论
 第十七章 机械系统的组成及动力学分析
 第一节 机械系统的组成
 第二节 机械传动系统方案的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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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运动副中，磨损是两摩擦表面物质不断损失的过程。磨损会影响机械设备的性能和效率，消耗材
料并降低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因此，在设计时应考虑避免和减轻磨损的危害，保证机械达到设计寿
命的要求。磨损也有可利用的一面，例如机械设备“磨合”阶段的磨损，以及利用磨损原理的诸如磨
削、抛光等机械加工方法，都是有益的磨损实例。研究磨损，就是要认识磨损的机理和规律，掌握控
制磨损的技术，从而在设计中达到减小磨损的目的。　　关于磨损的分类有不同的见解，大体上可概
括为两种：一种是根据磨损结果着重对磨损表面外观的描述而做的分类，如点蚀磨损、胶合磨损、擦
伤磨损等；另一种是根据磨损机理和特征分类，如粘着磨损、磨粒磨损、疲劳磨损、腐蚀磨损和微动
磨损等。后一种分类方法被学术界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磨损的过程和本质，对控制磨损和采取抗
磨损措施都有指导意义，因而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下面按这种分类对几种磨损类型作简单说明。
　　（1）粘着磨损（胶合）　　粘着磨损是当摩擦表面的粗糙峰在相互作用的各点处发生“冷焊”
后，相对滑动时材料从一个表面转移到另一个表面形成的磨损。这种被迁移的材料，有时也会脱离所
粘附的表面而形成磨屑。严重的粘着磨损会造成运动副咬死。这种磨损是金属摩擦副之间最普遍的一
种磨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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