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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改革开放和工业的飞速发展，企业对技术工人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广大机械工人必须面对一个新的课题，那就是如何使自己能够成为一名知识面广、专业技术扎实、操
作技术过硬的高素质现代工人，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为顺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使广大机械工人能系统了解机械制造方面的知识，帮助他们提高自
身的技术素质，在实际工作中解决更多的技术问题，我们精心策划编写了《机械工人必备手册》。
本手册旨在向机械工人提供一本具有实用性、先进性和系统性的且既可查阅技术资料又可学习的必备
工具书。
　　本手册的特点是：　　1.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机械制造相关知识，对增加机械工人的知识面
和提高技术水平有益。
　　2.内容简明扼要，图文并茂，通俗易懂、适合工人自学成才。
　　3.力图更多地介绍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和新设备，使工人能尽快与现代化工业生产沟通，以
适应我国机械工业发展的需要。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参考书和教材，在此向原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不妥和错漏之处，望同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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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手册共分13章，以最新国家标准为依据，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机械制造相关的技术知识，主要包括机
械制图与技术制图、尺寸公差与配合、形状和位置公差及表面粗糙度、常用材料、常用机械零件、机
械制造、机械加工设备、常用量具等，重点介绍了钳工加工、车削加工、铣削加工、刨削及镗削加工
和磨削加工等，内容简明扼要，叙述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便于机械工人尽快与现代化工业生产沟通
，以适应我国机械工业发展的需要。
　　本手册可供机械工人查阅技术资料及学习，也可供相关专业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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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般情况下，轴承类型的选择可参考以下几点：　　1）载荷的大小及方向。
当轴承承受纯径向载荷时，可选用深沟球轴承、圆柱滚子轴承或滚针轴承。
当轴承承受纯轴向载荷时，可选用推力轴承。
当轴承同时受轴向和径向载荷时，若轴向载荷较小，宜选用深沟球轴承或接触角较小的角接触球轴承
；若轴向载荷较大，宜选用接触角较大的角接触球轴承；若轴向载荷很大，宜选用角接触推力轴承或
向心轴承和推力轴承的组合支承结构。
　　2）轴承的转速。
当转速较高、载荷较小或旋转精度较高时，应优先选用球轴承；当转速较低、载荷较大或有冲击载荷
时，宜选用滚子轴承。
在同类轴承中，直径系列中外径较小的轴承适用于高速场合；外径较大的轴承适用于低速场合。
　　3）轴承的调心性能。
当轴的刚度较差或轴的安装精度较低时，应选用调心轴承。
　　4）轴承的装卸性能。
圆锥滚子轴承和圆柱滚子轴承的内、外圈可以分离，便于装拆。
另外，当径向空间受到限制时，应选用轴系列、特轻系列或滚针轴承；当轴向尺寸受到限制时，应选
用窄系列轴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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