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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高职高专类专业课时相对较少的特点，在内容上以液压为主、气动为辅，将液压与气动融为
一体进行大胆尝试，力求在节约课时的同时，通过比较突出二者的特点和结构。
本书共11章，主要讲述了液压与气动基本原理、特点、应用；液压与气动阀、泵、马达、缸及辅件的
工作原理、基本结构、特点、选用；液压与气动系统基本回路；液压伺服控制系统；液压与气动系统
在典型设备中的应用和常见故障及其排除；液压系统的基本设计计算。
本书充分考虑到新技术、新成果的应用，并力求语言简练、实用、通俗易懂，方便自学。
加强培养学生应用能力的内容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等工程专科学校及各类成人高校机械类及机电类专业教材，也可
供从事液压技术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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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传动机构通常分为机械传动、电气传动和流体传动机构。
流体传动是以流体为工作介质进行能量转换、传递和控制的传动。
它包括液压传动、液力传动和气压传动。
液压传动主要利用液体的压力能来传递能量；而液力传动则主要是利用液体的动能来传递能量。
“气压传动与控制”亦称“气动技术”，是以压缩空气作为传递动力和控制信号的工作介质，提供驱
动力或力矩，并对执行元件的位置、速度、力或力矩进行控制。
　　1.1　液压与气动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1.1.1　液压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近代液压传动是由19世
纪崛起并蓬勃发展的石油工业推动起来的。
最早实践成功的液压传动装置是舰艇上的炮塔转位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些兵器上用上了功
率大、反应快、动作准的液压传动和控制装置，大大提高了兵器的性能，也大大促进了液压技术的发
展。
战后，液压技术迅速转向民用，并随着各种标准的不断制订和完善以及各类元件的标准化、规格化、
系列化，在机械制造、工程机械、农业机械、汽车制造等行业中迅速推广开来。
20世纪60年代后，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再次将液压技术向前推进，使它在国民
经济的各方面都得到广泛的应用。
　　我国的液压工业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产品最初只用于机床和锻压设备，后来用到拖拉机和工
程机械上。
自从1960年代从国外引进一些液压元件生产技术，同时进行自行设计液压产品以来，我国的液压件生
产已从低压到高压形成系列，井在各种机械设备上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加速了对国外先进液压产品和技术的有计划引进、消化、吸收和国产化工作，
以确保我国的液压技术能在产品质量、经济效益、研究开发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地赶上世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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