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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主线是设计，在内容安排上始终以设计为主导，突出“失效分析一设计准则的提出一数学
与力学模型的建立一设计参数的选择一设计示例”的5s主线教学内容（s代表上述5个步骤第一个汉字
的第一个拼音字母），对一些非主线的知识作了适当删减。
　　本书在稳定面上教学、稳定传统教学内容的前提下，更新和增补了部分教学内容。
本书将研究生教材中的“滑动轴承的流体润滑理论”作为本书中动压润滑滑动轴承的主要蓝本；在轴
的设计章节中，充实了轴的动力学设计的相关内容；以磁悬浮轴承为例介绍了机电一体化机械的一般
设计方法；有两章内容采用中、英文双语编写，中英文不完全对应；部分专业名词给出了相应的英文
术语。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徐龙祥（前言、第1章、第11章、第13章、第14章、附录2
）、周瑾（第2章、第9章、附录1）、于敏（第10章、第12章）、马希直（第5章）、岳林（第6章）、
韩文非（第3章），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王利红（第4章、第7章），南昌航空大学朱保利（第8章）
。
全书由徐龙祥、周瑾主编。
　　本书的中文内容承教育部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西北工业大学陈国定教授审阅，
英文内容承英国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臧朝平教授审阅，他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
见和建议；本书充分参考、吸取了本校和兄弟院校老师编写的机械设计和机械设计基础教材的教学思
想、教学内容和教改成果；书中很多附图是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设计与理论专业的部分研究生协
助设计的；上海大学轴承研究所——上海博高科技有限公司的朱礼进先生提供了滑动轴承的照片。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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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设计》共分14章，第1章介绍机械设计的一般原则和方法；第2至12章及第14章介绍常用机
械零件的设计计算，第13章以磁悬浮轴承为例介绍机电一体化机械的一般设计方法。
考虑到双语教学需要，在附录中用英文给出了第9章和第13章的内容，中英文不完全对应。
全书采用最新国家标准。
《机械设计》可作为高等学校机械设计课程的教材，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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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机械设计中应尽可能地遵循标准化的原则。
机械产品标准化的内容包括标准化、系列化和通用化等三方面，简称机械产品的“三化”。
　　标准化是对机械零件的种类、尺寸、结构要素、材料性能、检验方法、设计方法、公差配合及制
图规范等制定的相应标准，供设计、制造及维修时使用。
　　系列化是指产品按主要参数分档，形成一定系列的产品，这样可用较少规格的产品满足不同的需
求。
系列化是标准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用化是对不同规格的同类产品或不同类产品，在设计中尽量采用相同的零部件，如几种类型不
同的轿车可以采用相同的轮胎。
通用化是广义的标准化。
　　零部件的标准化、系列化和通用化具有如下优越性：　　1）能以最先进的方法对用途广泛的零
件进行专业化的大规模生产，以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2）可以减轻设计工作量，缩短设计周期，提高设计质量并降低设计费用。
　　3）具有互换性，便于维修更换。
　　4）产品技术条件和验收、试验方法的标准化有利于改进和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和开发新产品。
　　鉴于以上明显的优越性，在机械设计中，零部件的标准化、系列化和通用化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
设计指标，而且已被列为一项必须贯彻执行的技术经济法规。
　　我国现行标准分为国家标准（GB）、行业标准（如JB、YB等）及企业标准等三个等级。
标准又分为必须执行（如制图标准、螺纹标准等）和推荐使用（如尺寸标准等）两种。
为了便于国际交流与合作，我国的国家标准现已尽可能与国际标准（ISO）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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