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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论述了自动扶梯（人行道）驱动机主传动机构的选用
和设计计算；较全面地分析和讨论了驱动机的结构设计、制造工
艺、安装及维修技术；重点探讨了控制驱动机产品质量应采取的对
策；深入地研讨了驱动机产生振动和噪声的基源及影响因素，给出
了降低振动和噪声的途径和方法。

本书可供电梯工程技术人员及高级技术工人参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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