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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职高专教育），是在2003年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
全书共10章，其主要内容为：机械工程材料，物体的受力分析与平衡，杆件受力变性及其应力分析，
公差与配合，常用机构，机械传动，轴系零部件和连接零件，液压传动，铸造、塑性成形与焊接，金
属切削加工与机械装配。
　　本书的特点是：内容覆盖面广（涉及机械设计与制造的各个方面）；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的阐述
深入浅出，并力求“少而精”和理论联系实际；贯彻最新的国家标准；充分重视新材料、新工艺、新
技术基本知识的引入；适当地调整了部分章节的内容及深广度。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等工程专科学校、成人高校以及本科院校举办的二级职业技术
学院和民办高校非机械类专业的机械工程基础教材，也可供工厂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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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0—1　机械的概念与组成　§0—2　机械设计和机械制造概述　§0—3　本课程的性质、目
的和学习方法　复习思考题与习题第一章　机械工程材料　§1—1  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及工艺性能　
§1—2　金属及合金的晶体结构与结晶　§l一3　铁碳合金及其相图　§1—4　钢的热处理　§1—5
　常用金属材料　§1—6　常用非金属材料和复合材料　§1—7　新型材料简介　§1—8　选用材料
的一般原则　复习思　考题与习题第二章  物体的受力分析与平衡　§2—1　物体的受力分析　§2—2
　力矩和平面力偶系　§2—3　平面力系的平衡　§2—4　摩擦　复习思考题与习题第三章　杆件受
力变形及其应力分析　§3—1　概述　§3—2　轴向拉伸和压缩　§3—3　剪切　§3—4　扭转　§3
—5  弯曲　§3—6　构件强度计算中的几个问题　复习思考题与习题第四章　极限与配合　§4—1　
概述　§4—2　极限与配合的术语和定义　§4—3　常用的尺寸公差与配合　§4—4　表面粗糙度　
§4—5　形状与位置公差　复习思考题与习题第五章　常用机构　§5—1　机构及机构运动简图　§5
—2　平面连杆机构　§5—3  凸轮机构　§5—4　其他常用机构　复习思考题与习题第六章　机械传
动　§6—1  带传动　§6—2　链传动　§6—3　齿轮传动工作原理　§6—4　直齿圆柱齿轮传动　
§6—5　斜齿圆柱齿轮传动　§6—6　直齿锥齿轮传动　§6—7　齿轮传动的失效形式、常用材料、
结构及润滑　§6—8　圆柱齿轮的精度简介　§6—9　蜗杆传动　§6—10　齿轮系　复习思考题与习
题第七章　轴系零部件和连接零件　§7—1　轴和轴毂连接　§7—2　滑动轴承　§7—3　滚动轴承
　§7—4　联轴器和离合器　§7—5　螺纹连接　§7—6　弹簧　复习思考题与习题第八章　液压传
动　§8—1　液压传动概述　§8—2　液压泵　§8—3　液压缸　§8—4　液压阀　§8—5　液压辅
件　§8—6　液压基本回路　⋯⋯第九章　铸造、塑性成形与焊接第十章  金属切削加工与机械装配参
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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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交变应力的概念　　工程中有许多构件长时间地受到周期性变化的载荷作用。
例如内燃机连杆作往复运动时，作用在连杆上的载荷是拉力和压力多次循环的周期性变化，这种载荷
称为交变载荷（属动载荷）。
在交变载荷作用下，连杆截面上的应力也按一定周期变化，这种应力称为交变应力。
　　又如火车车轮轴，虽然所受的载荷并不变化，但由于轴本身旋转，使得轴横截面上各点的弯曲正
应力也为交变应力。
　　实践表明，在交变应力下工作的构件，其破坏形式与静载荷作用下截然不同。
在交变应力下，构件内的最大应力虽然低于材料的屈服极限，但经过长期工作以后，也会突然断裂。
即使是塑性较好的材料，断裂前也没有明显的塑性变形。
这种破坏形式，习惯上称为疲劳破坏。
疲劳破坏的实质是：在长期交变应力作用下，构件内应力较高的点，或材料有缺陷的点，逐步形成细
微裂纹，裂纹逐渐扩展，构件截面随之被削弱，直至不能承受所施加的载荷而突然断裂。
　　由于在交变应力下，当构件内最大应力低于材料在静载荷作用下的强度指标，就可能发生疲劳破
坏。
因此，屈服强度和强度极限不能作为疲劳计算的依据。
材料在交变应力作用下抵抗断裂的极限应力需要重新确定。
　　下面先介绍交变应力的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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