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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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和体系上与传统的机械原理教材
有很大不同，具有鲜明的特色和时代的先进性。
《机械原理》主要内容依次为：机械系统的设计过程（第1章），常用机构的类型、构成特点、功能
及应用（第2章），连杆机构综合与运动分析（第3、4章），凸轮机构设计理论与方法（第5章），齿
轮机构设计、轮系构成、运动分析与应用（第6章），机构的动力分析（第7章），刚性转子与机构的
平衡设计（第8章），机械系统（包括轮系）效率的计算方法及效率与自锁的关系（第9章）书后附有
机构运动与动力分析程序简介及机械原理名词术语中英文对照。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机械原理》可作为高等院校机械类各专业的教学用书及
工程技术人员和非机械类学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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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工程设计实践中，正确处理问题的方法是先从运动学上考虑所要求的运动及其结果
，然后才从动力学方面研究与该运动相关的力。
学生亦能认识到划分为运动学和动力学是很随意的，主要是为了方便。
若不通过考虑这两方面的问题，多数动态机械系统是不可能设计出来的。
在实际设计中，通常也是先进行运动分析，然后进行动力学分析。
例如，根据牛顿第二定律F=ma。
当已知系统运动的质量（m），为了计算出力（F），通常需要知道加速度（o）。
还有许多其他情况，如在已知力的作用下，求出所产生的总加速度。
运动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设计（创造）各运动构件的运动参数，包括位移、速度和加速度。
对于地面上的多数机械系统，由于质量对时间基本上保持常数，若已知加速度是时间的函数，则动态
力亦应是时间的函数。
依此，应力是作用力和惯性力（ma）两者的函数。
由于工程设计所担负的任务是创造出一个在期望服务寿命内不失效的系统，因此在一定的工作环境下
，要求应力保持在材料的极限应力范围内。
显而易见，这也就要求确定作用在整个系统上的力，并应保持在所要求的极限范围内。
运动的机械中，所遇到的最大力往往是由机器自身所产生的动态力。
这类力与加速度成正比，确定加速度又回到了运动学领域，运动学是机械设计的基础。
在设计过程中，前期的运动学设计对机械设计的成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项运动学问题考虑不成熟的设计将是一次失败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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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机械原理》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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