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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与液力传动》

前言

　　液压与液力传动是机械类专业人才必备的知识之一。“液压与液力传动”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传授
液压与液力传动的基础知识，使学生掌握液压与液力传动元件的工作原理、结构、应用、特点和选用
方法，熟悉各类液压与液力传动的基本回路的组成和应用，了解国内外先进的液压与液力传动的技术
成果。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贯彻了理论分析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原则，既有理论分析、结构和原
理的讲解，又有实际的相关科研内容。通过理论分析培养学生建立数学模型、完成理论分析的能力；
通过液压元件的结构、原理、优点和缺点的讲解，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通过科研实例的讲解，增
强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本书的具体特点如下：　　（1）各章
首页给出了本章的学习目标、教学要点和学习方法，指出了各章学习应达到的目标，给出了各章节的
知识要点、能力要求和相关知识，同时安排了相应的学习方法。　　（2）通过添加“导人案例”和
“应用案例”等模块，改变了目前书稿内容形式较为单调的模式，使得书稿更加生动活泼，而且图文
并茂、增强了图书的生命力，体现了教材的时代性和新颖性。各章“导人案例”可增强对该章所学知
识的感性认识，引起学生对该章的学习兴趣，“应用案例”可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扩大知识面。　　
（3）各章内容突出机械类专业特点，充分考虑教学计划的变更和相关专业不同学时的要求，尽量采
用图表，以代替文字论述。　　（4）个别章节侧重理论分析，通过数学模型的建立、公式的推导，
培养学生理论分析的能力。通过对关键零部件的结构、原理、特点以及缺点的分析，启发学生去改善
目前零部件所存在的缺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5）本书还将作者在科研过程中遇见的实
际问题以及取得的创新成果，与课程内容相结合，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培养学生分析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6）知识传授采用基本理论一元件一回路一系统的构成体系，参考液压传
动的发展趋势，将液压伺服控制和比例控制的最新内容也融人其中。　　（7）以学生为本，加强实
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内容叙述深人浅出、层次分明。　　本书适合普通工科院校机械类专业教学使用
，也适合各类成人教育、自学考试等有关机械类专业的学生使用，还可供从事液压传动及控制技术的
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本书由山东理工大学周长城、袁光明、刘军营、李军伟、刘瑞军和威海职业
技术学院蔡艳辉编著，其中第3、4、5章由周长城编著，第1、7章由袁光明编著，第8、9章由刘军营编
著，第10章由李军伟编著，第2章由刘瑞军编著，第6章由蔡艳辉编著。全书由周长城负责修改、校对
和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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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与液力传动》

内容概要

《液压与液力传动》围绕液压与液力传动的油液的静力学和动力学等特性、关键零部件的基本结构和
原理、基本液压回路的组成和特点以及典型液压系统的设计与计算，系统论述了液压与液力传动的基
本理论，介绍了工程应用实例。全书共分10章，包括绪论、液压流体力学基础、液压泵与液压马达、
液压缸、液压控制阀、液压辅助装置、液压基本回路、现代液压控制技术基本知识、典型液压系统分
析和液压系统的设计计算。《液压与液力传动》以学生为本，内容叙述力求深入浅出。各章节的开始
增加了“本章学习目标”、“本章教学要点”、“本章学习方法”和“导入案例”；中间部分有“应
用案例”分析；最后部分编排有“小结”和“综合练习”。
《液压与液力传动》内容丰富、系统，图文并茂，实用性强，结合了编者最近几年的科研成果实例，
并增加了液压传动行业最新技术成果的介绍。
《液压与液力传动》可作为高等学校车辆工程、交通运输、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及相关专业的本科
生教材，亦可作为相关专业学生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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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常情况下，一台完整的机器设备由原动机、传动装置和工作机构（含辅助装置）三大部分组成
。原动机是机器的动力源，包括电动机、内燃机等；工作机构是指完成该机器之工作任务的直接工作
部分，如剪床的剪刀，车床的刀架、车刀、卡盘等。由于原动机的功率和转速变化范围有限，为了适
应工作机构的工作力、工作速度变化范围较宽和控制性能等要求，在原动机和工作机构之间设置了传
动装置，其作用是把原动机的输出功率，经过变换后传递给工作机构并进行控制。　　在各类机械设
备中，传动是指能量或动力由发动机向工作装置的传递，通过不同的传动方式使发动机的转动，变为
各种工作装置的不同运动形式，如推土机推土板的升降、起重机转台的回转、挖掘机铲斗的挖掘工作
等。　　根据传递能量的工作介质不同，将传动分为机械传动、电气传动和流体传动。流体传动是以
流体为工作介质进行能量传递和控制的一种传动方式，即利用流体的压力能来传递能量，具体分为液
体传动和气体传动，如图1.4所示。在液体传动中，利用液体的静压能来传递动力的称为液压传动，而
利用液体的动能来传递动力的称为液力传动。　　流体传动相对于机械传动而言还是一门较新的学科
，从17世纪中叶（1648年）法国人帕斯卡（B Pascal）提出液体压力传递的基本定律以来，液压传动经
历了300多年的发展历史。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流体传动技术本身也在不断发展。18世纪末
（1795年）英国制造出世界第一台液压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由于军事及民用需求的刺
激，流体传动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出现了以电液伺服系统为代表的响应快、精度高的液压元部件和
控制系统。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战后世界各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生产过程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
高，流体传动技术很快转入民用工业。与此同时，流体传动在随动和伺服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出版了著名的《液压气动控制》一书。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板式、叠加
式液压系列阀。流体传动技术随着原子能、空间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发展，当前流体传动
技术正向快速、高效、高压、大功率、低噪声、经久耐用、高度集成化等方向发展。特别是近二十年
来随着航空航天技术、控制技术、微电子技术、材料科学技术等的发展，使得流体技术已成为集传动
、控制和检测于一体的一门完整的自动化技术，同时新型液压元件、气压元件和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计算机辅助测试（CAT）、计算机直接控制（CDC）、机电一体化技术、可靠性技术等也
是当前流体传动及控制技术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向。流体传动，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得到了广泛
应用，如建筑机械、工程机械、机械制造业、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等都离不开流体传动。液压传动在
某些领域甚至已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例如，目前国外生产的95％的工程机械、90％的数控机床、95％
的自动流水线都采用了液压传动，因此，液压传动的发展水平和应用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
程度的雷兽标志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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