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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基础》

前言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是面向高职机械类或近机械类专业群的一门重要的
专业技术基础课，也是一门古老而又经典的课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机械设计基础》
的内容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它主要研究工程材料的牌号、性能及选用，构件在外力作用下的变化规
律、机械中的常用机构和通用零件的工作原理、机构特点、基本的设计理论和计算方法。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机械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培养学生初步具备运用相关知识、手册设计简单传动
装置的能力。在设计的教学情境中反复训练工程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培养学生正确的设计思想和严
谨的工作作风，为完成产品设计中的机构设计、零部件设计、标准件选用等典型工作任务培养专业能
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　　二、课程编写理念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以培养学生综合设计能力
为主线，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须、够用”为度，以讲清概念、强化应用为重点即以过程性知识为主
，以陈述性知识为辅的理念来确定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和体系结构；把课程内容整合为4个项目，项目
一“设计概论”、项目二“机构设计”、项目三“零部件的设计”、项目四“传动装置的设计”，这
四个项目按照职业成长规律和认知规律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综合的“串行结构”排序的理念编写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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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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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淬火缺陷　　工件在淬火加热和冷却过程中，由于加热温度高，冷却速度快，很容易产生
某些缺陷。在热处理过程中设法减轻各种缺陷的影响，对提高产品质量有实际意义。　　①过热与过
烧工件在淬火加热时，由于加热温度过高或保温时间过长而使奥氏体晶粒过度长大，导致力学性能显
著降低的现象称为过热。工件过热后形成粗大的奥氏体晶粒，需要通过正火或退火来消除。过热工件
淬火后脆性显著增加。　　工件加热温度过高，致使奥氏体晶界氧化和部分熔化的现象称为过烧。过
烧工件淬火后强度低，脆性大，并且无法补救，只能报废。　　过热和过烧主要都是由于加热温度过
高引起的，因此，合理确定加热规范，严格控制加热温度和保温时间可以防止过热和过烧。　　②氧
化与脱碳工件在加热时，介质中的氧、二氧化碳和水蒸气等与之反应生成氧化物的过程称为氧化。工
件在加热时介质与其表层的碳发生反应，使表层碳的质量分数降低的现象称为脱碳。　　氧化使工件
表面烧损，增大表面粗糙度参数值，减小工件尺寸，甚至使工件报废。脱碳使工件表面碳的质量分数
降低，使力学性能下降，引起工件早期失效。　　③硬度不足和软点　　钢件淬火后表面硬度低于应
有的硬度，达不到技术要求，称为硬度不足。加热温度过低或保温时间过短；淬火介质冷却能力不够
或冷却不均匀；工件表面不清洁及工件表面氧化脱碳等，均容易使工件淬火后达不到要求的硬度值。
钢件淬火硬化后，其表面存在硬度偏低的局部小区域，这种小区域称为软点。　　工件产生硬度不足
和大量的软点时，可在退火或正火后，重新进行正确地淬火处理予以补救，即可消除硬度不足和大量
软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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