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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原理教学参考书（中）》

前言

　　教育部高等学校机械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在2001年第一次工作会
议上，根据上一届课委会对我国当前高等工科学校教师队伍现状的分析，针对青年教师学历高、专业
知识强，但缺少“机械原理”课程教学经验的特点，决定编写一套旨在提高青年教师教学水平的机械
原理教学参考书，分工由教指委委员张春林和余跃庆二位教授负责该参考书的编写工作。　　在2002
年教指委第二次工作会议上，成立了以张策教授为主任的编写委员会，编委会讨论通过了本参考书的
编写目的、定位、内容与体系，并根据学术水平、教学经验、国内知名度以及奉献精神等方面确定了
各篇的主编，并取得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　　在2003年教指委工作会议上，编写委员会讨论了各
篇主编提供的编写大纲，并提出了反馈意见，明确了完成时间。　　在2004年教指委工作会议上，张
春林、余跃庆二位教授汇报了该参考书的编写进展情况。经过协商，确定了由前教指委委员谢存禧教
授、李瑰贤教授、邹慧君教授分别为上册、中册和下册的主审，该参考书进入了有序的编写工作阶段
。　　在2005年教指委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加快编写进度的要求。　　2006年，各篇主编陆续把文稿寄
到各分册主审处，2007年5月，所有参编人员在上海集中审稿，讨论了该参考书编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就该书的定位、内容、衔接等问题取得了共识，并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就出版时间进行了协商。　　
在2007年教指委第一次工作会议上，余跃庆委员代表编写组就上海会议的若干意见向新一届教指委作
了汇报。　　2008年5月，各篇主编完成了编写工作，由张春林教授和余跃庆教授最后统稿，各册主审
审阅后交付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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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原理教学参考书（中）》

内容概要

《机械原理教学参考书(中)》共三册，本册为中册。本册主要介绍高副机构的分析与设计方面的内容
，共分四篇：第一篇讨论平面高副机构设计，主要包括瞬心线机构及其应用、共轭曲线机构及其应用
等内容；第二篇讨论凸轮机构设计，主要包括凸轮运动规律的组合设计、凸轮基本参数的设计、盘形
凸轮廓线的解析设计、空间凸轮廓线的解析设计等内容；第三篇讨论变位齿轮传动，主要包括变位齿
轮的概念、变位系数的选择、高度变位和角度变位齿轮传动的设计、内啮合变位齿轮传动的设计等内
容；第四篇讨论轮系及其设计，主要包括轮系结构分析与轮系设计、轮系效率计算与各种形式的行星
轮系介绍等内容。《机械原理教学参考书(中)》可作为高等学校“机械原理”课程的教学参考书，也
作为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的学习辅导材料，亦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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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平面高副机构设计第1章 瞬心线及瞬心线机构设计1.1 瞬心线1.2 基于解析法设计瞬心线机构第2
章 共轭曲线机构的数学基础2.1 常用矢量代数2.2 坐标变换及在工程中的应用第3章 共轭曲线机构的设
计3.1 概述3.2 基于运动学法设计共轭曲线机构3.3 基于包络法设计共轭曲线机构3.4 基于齿廓法线法设
计共轭曲线机构3.5 共轭曲面诱导法曲率的计算参考文献第二篇 凸轮机构设计第4章 凸轮机构设计的基
本理论4.1 从动件运动规律及其组合设计4.2 凸轮基本尺寸的确定4.3 凸轮机构的受力分析4.4 凸轮机构
的效率第5章 凸轮廓线的解析设计5.1 概述5.2 用解析法设计平面凸轮轮廓5.3 用共轭曲面原理设计凸轮
轮廓第6章 凸轮机构动力学6.1 概述6.2 凸轮机构的弹性系统及其振动原因6.3 凸轮机构动力学模型的建
立6.4 凸轮机构动力学方程及分析参考文献第三篇 变位齿轮传动第7章 外啮合圆柱变位齿轮传动7.1 变
位齿轮概述7.2 基本尺寸计算7.3 选择变位系数的限制条件7.4 选择变位系数的质量指标7.5 变位系数的
选择7.6 斜齿圆柱变位齿轮传动第8章 内啮合圆柱变位齿轮传动8.1 渐开线内啮合齿廓的啮合特性8.2 内
齿轮变位系数和齿轮插刀8.3 基本尺寸计算8.4 选择变位系数的限制条件8.5 选择变位系数的轮齿干涉条
件第9章 直齿圆锥变位齿轮传动9.1 直齿锥齿轮的变位系数9.2 基本尺寸计算9.3 变位系数的选择参考文
献第四篇 轮系及其设计第10章 轮系的结构分析10.1 轮系的组成10.2 周转轮系的分类第11章 轮系的传动
比及其计算方法11.1 定轴轮系的传动比11.2 计算周转轮系传动比的几种方法11.3 混合轮系传动比的计
算要点与分析第12章 轮系的设计12.1 轮系类型的选择12.2 行星轮系的运动学设计12.3 行星传动设计举
例第13章 常用少齿差行星传动13.1 渐开线少齿差行星传动13.2 摆线针轮行星传动13.3 谐波齿轮传动
第14章 其他行星传动简介14.1 三环传动14.2 RV传动14.3 同轴K-H型行星传动14.4 3-DOF差动传动14.5 章
动传动14.6 摩擦轮系及无级变速传动简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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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2.4 工作载荷及凸轮不平衡等引起的振动　　凸轮机构工作时，若受到平稳的工作载荷，一般对
振动的影响很小，但若受到突加载荷，就会引起较大的振动。例如内燃机配气凸轮机构，排气门开始
升起时，发动机气缸内有很大的气体压力作用在它的气门头上。试验证明，在气门升起的初始阶段，
气体作用力相当于突加载荷，它对凸轮机构的弹性振动产生较大的影响，随后气体压力的影响逐步减
弱。　　凸轮的外形相对于回转中心是不对称的，由于质心和回转中心不重合，在高速情况下会产生
较大的惯性力，引起凸轮轴的振动，因此对凸轮轴必须进行动平衡试验。　　通过上面分析可知，凸
轮机构的弹性振动使从动件的实际加速度增大。这个实际加速度值是在动态下影响凸轮机构总载荷的
主要因素。试验证明，作用在凸轮机构从动件上的动载荷值，大大超过了不考虑弹性振动时由静态分
析方法求得的值。显然，在进行零件的强度计算、耐磨计算时，应该考虑这些动载荷的影响。为了减
小振动、降低凸轮机构中动载荷的最有效措施，是从动件加速度、跃度运动规律为连续曲线，而位移
曲线的连续可导次数越高，谐波振幅的衰减就越快。此外，减小从动件质量，提高其刚度，有利于减
小振动和提高其自振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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