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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机械是“由计算机信息网络协调与控制的、用于完成包括机械力、运动和能量流等动力学任
务的机械和（或）机电部件相互联系的系统”（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1984年）。
在日常生活和工业、农业等各项生产活动中，以机电一体化产品为代表，现代机械已经有了广泛的应
用。
无论是工程技术人员还是在校学习的各类学生，对现代机械的设计、制造和使用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
趣。
机械原理课程主要研究的内容与机电一体化产品的设计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其教学内容的改革应当
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脱离“纯机械”的束缚，加强与微电子技术的结合。
这种观点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共识。
　　本教材在满足教育部高等学校机械原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力求引入一些现代机械的基
本概念、机械运动的控制原理和方法等内容。
教材包括了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直线电机和一些新型驱动装置的介绍，机构运动学的逆问题及其求
解方法，机电一体化常用机构，机械系统动态模型和机械运动控制方面的基本知识等内容。
　　本教材突破了传统的以基本机构安排章节的方法，采用了机械运动的产生、传递变换、检测和控
制这样一个新的体系。
教材共分5篇。
　　第1篇为机械运动及其产生和变换。
在学习了这部分内容后，学生就会对各种形式的机械运动的发生条件、各种驱动装置运动输出形式和
各种机构运动形式变换的功能、机构的组成等方面的问题有初步的了解。
　　第2篇为机械系统的运动分析和设计。
重点介绍了各种机构运动分析和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突出了适用于计算机的解析法的介绍，保留
了部分方便实用的图解法的教学内容。
　　第3篇为机械系统的静力与动力分析和设计。
机械系统静力分析和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机构的压力角和传动角、摩擦分析等，机械系统动力分析和
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机构动态静力分析，平衡，机械系统运动方程及其应用等。
　　第4篇为机械系统运动和动力参数的测定及机械运动控制原理。
重点介绍了用于测定运动参数的传感器的基本原理、机械系统动态模型的建立、系统运动分析的传递
函数和状态空间描述等机械运动控制的基本概念，最后以系统速度波动的调节为例介绍了机械运动控
制的原理和方法。
　　第5篇为机械系统运动方案的概念设计和新的研究课题。
重点介绍了机械运动概念设计的一些方法，其中基于功能、结构、约束的方法和基于机构特征矩阵的
方法都是近些年出现的面向计算机的方法。
除此之外，还重点介绍了几种新型的传动装置，目的是使学生对这些传动装置有一些了解，同时也是
为了启发学生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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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机械原理（第2版）》在第1版的基础上，根据使用
情况和教育部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新制定的“机械原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精神进行了
修订。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机械原理（第2版）》主要包括机械运动及其产生
和变换、机械系统的运动分析和设计、机械系统的静力与动力分析和设计及其运动控制基本原理、机
构设计过程及新型传动机构的研究等。
第2版所作的主要修改是对部分内容进行了整合和充实，增强了各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使内容连续
贯通，更加适用于课堂讲解，更加便于学生的学习和理解。
在第1章到第11章后面增加了“机构设计赏析”，其内容是对本章的教学内容进行补充，以开阔学生机
构设计的思路，帮助他们了解目前机构设计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趋势。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机械原理（第2版）》可作为高等学校机械类各专
业机械原理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机械运动控制等相关课程的教学参考书，还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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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拉曳件是指主要承受拉力的构件，例如一些传动装置中的带、钢带、绳索、链条等。
　　（2）按照构件在机械传动中的功能，可将构件分为机架、原动件和从动件。
　　机架是指被固定而作为机构运动的参考系的构件。
当机构是安装在地面上时，通常以与地面固接的构件为机架；如果机构安装在某一运动的物体上，则
取相对这一运动物体固定不动的构件为机架。
　　原动件是指将运动和力传人到机构中的构件，有时又称为主动件。
　　在机构中除机架和原动件以外的其余构件称为从动件。
从动件的运动规律取决于原动件的运动规律和机构的结构。
从动件还可以再分为传动构件、输出构件和运动引导构件等。
　　在图1-1所示的机械系统中，通常以内燃机的缸体为机架，活塞为原动件，曲柄和连杆均为从动件
；驱动其他机械所需要的力和运动通过曲柄得到，因此，曲柄为输出构件，而连杆为传动构件。
　　（3）构件还可以按照其几何和运动特征进行分类，如凸轮、齿轮、摩擦轮、滑块、导槽、杆件
等。
很多机构的名称都来源于构件的名称，如齿轮机构、凸轮机构等。
　　广义来讲，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机构中的构件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只要它在
传递运动和力或在运动的导引的过程中能完成一些确定的运动任务，都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构件。
例如液态介质或气态介质、具有可塑性的颗粒状物质等，只要这些物质能够充满所提供的空腔，在运
动的传递过程中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都可以看作为压力构件。
此外，在现代机械中，机械运动的计算机控制程序等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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