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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需要，满足我国高校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重
大转移阶段中社会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各类要求，探索和建立我国高等学校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
体系，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教研中心”）在承担全国教育科学“十五”国家规划
课题——“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组织全国100余所以
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高等院校，进行其子项目课题——“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的创新与实践”的研究与探索，在高等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研究等方面取得了
标志性成果，并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和配合下，推出了一批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的立体化教
材，冠以“教育科学‘十五’国家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2002年11月，教研中心在南京工程学．院组织召开了“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的创新与实践”课题立项研讨会。
会议确定由教研中心组织国家级课题立项，为参加立项研究的高等院校搭建高起点的研究平台，整体
设计立项研究计划，明确目标。
课题立项采用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滚动立项的方式，分期分批启动立项研究计划。
为了确保课题立项目标的实现，组建了“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课
题领导小组（亦为高校应用型人才立体化教材建设领导小组）。
会后，教研中心组织了首批课题立项申报，有63所高校申报了近450项课题。
2003年1月，在黑龙江工程学院进行了项目评审，经过课题领导小组严格的把关，确定了首批9项子课
题的牵头学校、主持学校和参加学校。
2003年3月至4月，各子课题相继召开了工作会议，交流了各校教学改革的情况和面临的具体问题，确
定了项目分工，并全面开始研究工作。
计划先集中力量，用两年时间形成一批有关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等理论研
究成果报告和在研究报告基础上同步组织建设的反映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的立体化系列教材。
　　与过去立项研究不同的是，“2l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课题研究
在审视、选择、消化与吸收多年来已有应用型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成果基础上，紧密结合经济全球化
时代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的实际需要，努力实践，大胆创新，采取边研究、边探索、边实践的方
式，推进高校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工作，突出重点目标，并不断取得标志性的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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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基本原理、机电一体化系统的构
成以及设计计算。
全书除总论外共8章。
内容包括机电一体化技术及机电一体化系统的基本概念，机电一体化系统中的机械系统、检测系统、
控制系统、伺服系统、电液控制系统及计算机控制的生产系统设计等。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注意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重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并力求做到突出重点，层
次分明，语言易懂，便于读者自学。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可作为高等工科院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教材，也可作为高等
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校相关专业教材，还可供研究生及从事机电一体化产品设计、制造
与研究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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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的部门来完成，也就是说，将宏观的系统设计与微观的具体结构设计相结合的科学方法。
宏观的战略性设计和微观的战术性设计是不同层面的设计方法，前者由企业的高级技术和管理部门并
结合专家意见来完成，对机电一体化生产系统规划出其总体的经济、技术要求等宏观项目计划。
后者是根据战略性设计，将宏观设计落实到具体的技术设计和实施方案，通常由专门的技术部门来实
施完成。
　　2.横向分块法　　将系统设计分成若干功能模块，分别进行专门设计，最后将各模块连成有机整
体，实施系统功能，这种化整为零的方法比较直观并易于实施。
　　在考虑机械系统与电子技术有机结合的设计中，通常有3种思考方法：　　（1）替代法从设计要
求出发，通常使用电子功能部件替代机械功能部件来更好地实现其相应的功能，如发动机设计中，采
用电子控制燃油喷射系统替代传统的机械配气机构与机械正时系统，可以使发动机的功率、排放等指
标得到较好的改善。
再如，使用变频调速系统代替传统的齿轮箱变速系统，不仅可使调速范围增大，还可简化机床结构，
减少设计工作量，缩短设计和制造周期。
　　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和成本的降低，电子部件代替机械功能部件的情况和场合将会越来越多，因
而，替代法将是机电一体化生产系统设计和改造工作中较为常用的思维方法。
　　（2）融合法充分地将机械技术与电子技术或其他光电技术的各组成要素有机融合，设计出全新
的功能部件或系列产品，例如，将电机、变频器与主轴单元作为一个整体来设计，形成可调速的电主
轴单元，或做成独立的功能部件或系列产品，用于机床设计或改造，可极大地简化机床系统设计工作
，使结构更为紧凑、可靠。
　　（3）组合法顾名思义，将不同的功能部件进行有效的搭配组合而形成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如将
收音机和录音机的功能进行组合变成了功能更多更全的收录机，手机与摄像头功能的结合形成具有摄
像功能的手机。
但是这种组合也并非都是其功能的简单叠加，而是在考虑多个组合功能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或改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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