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原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机械原理>>

13位ISBN编号：9787030363077

10位ISBN编号：7030363078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郭卫东 编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原理>>

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机械类国家级特色专业系列规划教材:机械原理(第2版)》在更正第一版使用中发现的
问题的同时，引入机械系统分析与仿真的先进技术，将先进技术与经典理论有机结合，通过双方面的
互补，达到在加深对机构学经典理论认识和理解的同时，初步了解和掌握机构学分析与设计的先进技
术和手段的目的，从而进一步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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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机械的启动阶段和停机阶段统称为过渡阶段。
一般情况下，过渡阶段不是完成工作的阶段，但过渡阶段将影响机械的生产率和工作质量，尤其对频
繁启动和对自动化程度要求较高的机械更为重要。
 有些机械没有明显的稳定运转阶段，如卷扬机、掘土机等只有启动阶段和停车阶段。
还有一些机械的驱动力和阻抗力不是周期性变化的，如发电机组，其阻抗是用户的用电量，其变化没
有明显的周期性，这时机械就没有周期性的稳定运转阶段，而是做非周期性的不均匀运转。
 9.1.3 作用于机械的外力 机械的运转与驱动力所做的驱动功、克服工作阻力所需的阻抗功以及克服摩
擦阻力所需的摩擦损耗功有密切关系，因此，为了研究在外力作用下机械的运动，必须确定作用于机
械的外力及其变化规律。
 当机械中各个运动构件的重力以及运动副中的摩擦力可以忽略时，作用于机械的外力将只有原动机发
出的驱动力和执行构件完成有用功时所承受的工作阻力。
这两种力决定了机械的运动特性。
 机械的工作情况不同，或使用不同的原动机，工作阻力和驱动力随之变化。
 1.工作阻力 工作阻力指机械工作时执行构件需要承受的工作负荷，其变化规律取决于机械工艺过程的
特点。
有些机械的工作阻力在主要工作段近似为常数，如起重机、轧钢机、车床、刨床等；有些机械的工作
阻力是执行构件位置的函数，如曲柄压力机、活塞式压缩机和泵、矿井升降机等；有些机械的工作阻
力是执行构件速度的函数，如搅拌机、鼓风机、螺旋桨、离心泵等；还有些机械的工作阻力是时间的
函数，如碎石机、球磨机、揉面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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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机械类国家级特色专业系列规划教材:机械原理(第2版)》是在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建设重点支持项目的资助下，在总结北京市9所高校机械原理课程教学研究成果和十多位多年从事本
课程教学的教师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写完成的。
《普通高等教育机械类国家级特色专业系列规划教材:机械原理(第2版)》可作为高等学校机械类各专
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机械工程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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