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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适应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高质量的工程科学技术人才、教育部从1996年开始实施
了“面向21世纪高等工程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接着又决定建设国家工科基础课程教
学基地，这些措施推动了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形成了一批有特色的课程体系和系列教材。
由重庆大学国家工科基础课程机械基础教学基地组织编写、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工科基础课
程教学基地机械基础系列教材”就是其中之一。
这套系列教材是国内众多资深教授的支持、指导和数十位长期从事教学和教学改革的教师辛勤劳动的
结果，能够满足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
这套系列教材紧密结合“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内容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工程制图
与机械基础系列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两个面向21世纪重大教学改革项目和国
家工科基础课程机械基础教学基地建设，集中反映了重庆大学等高校围绕人才培养，在改革机械基础
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这套系列教材的特色在于将机械基础系列课程分为设计基础和制造基础两类课群。
以拓宽基础、培养学生综合应用机械基础理论与现代设计分析方法进行机械设计和创新为宗旨，遵循
认知规律，明确课程定位，突破各课程自身的传统体系，基本上实现了系列课程的整体优化。
通过“机械认识实践”的实践教学，帮助学生建立机械的感性认识。
制造基础课群则对原机械制造的冷、热加工专业课程进行了整合和改造，建立了适合宽口径大机械专
业的三个知识点——“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材料成形工艺基础”和“工程材料”。
设计基础课群对传统的“机械设计”及“机械原理”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性整合，展示了在“机械创新
设计”思维的引导下，运用“计算机图形学”、“机械CAD／CAE技术基础”等现代设计方法和手段
进行机械设计主线。
这套系列教材较好地体现了面向21世纪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思路，对机械类专业机械基础
系列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的改革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与实践。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这套教材，实为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其将为全国机械基础课程体系的教改与教学
提供又一套很有特色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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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机械基础系列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的成果，按照教育部颁发的相关“教学
基本要求”而编写的。
为了满足不同类型学校的教学需求，在基本教学内容的基础上作了适当的扩充，并安排了少量作为选
修的内容。
    本书以“设计”为主线，内容包括绪论、机构的结构设计、平面连杆机构及其分析与设计、凸轮机
构及其设计、齿轮机构及其设计、轮系及其设计、其他常用机构、机械动力学及机械系统的方案设计
等八章。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机械类各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非机类学生及机械工程领域的研究生和科研
设计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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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节机器的功能结构及机构机器是人类通过长期生活及实践创造出来的技术装置，用以代替
或减轻人的体力与脑力劳动，完成某种特定的功能；实现某种工艺（工作）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与
智能化；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工作精确性与可靠性。
机器的应用，极大地扩充了人的能力与活动空间，改善与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是人类
发现与利用自然规律的结果，是人类既适应自然又改造自然的强有力的工具，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
机器的功能就是实现物料、能量、信息的传递与交换。
根据所实现的功能，机器可分以下三大类：1）工作（或工艺）机器。
实现对物料的某种工作或工艺过程，作出机械功。
如改变物料的形状、尺寸及某些物理性质；改变物料的位置与姿态等，例如金属切削机床、轧钢机、
压力加工机械、轻纺机械、食品机械以及各种起重机、运输机等。
2）力能机器。
实现其他种类的能量与机械能之间的转换。
如各种动力机器：内燃机、汽轮机、电动机、发电机等。
3）信息机器。
主要实现其他形式的信息t（如电磁、热、压力、变形等）与机械运动信息间的传递与转换。
如各种计量、检测机；机械运算与逻辑处理机，绘图、打印、复印机以及各种操作机等。
机器的结构虽是千差万别的，但就其功能结构而言，现代机器一般都由动力子系统、传动子系统、执
行子系统及测控子系统组成。
就其功能实现而言，机器最根本的共性特征是通过“机械运动”来实现上述各物理量的传递和变换。
因而机器的最基本功能结构是能实现运动的传递与变换的机械结构系统——机构。
一般将机器与机构统称为“机械”。
随着社会与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机械的功能与结构也在不断地发展与变化。
如智能机器人，航空、航天器，仿生机械，微型机械等现代机械，将电子、信息、测控、传感、甚至
动力等器械，与机械结构有机融为一体，上述的功能划分已变得模糊，使机械具有更强的可调控性，
更广泛的适应性。
一机可以多用，一机已集合了多种功能。
但不论如何变化，作为机械，实现运动与力的传递与变换的机械结构仍然是其主体。
机械原理就是研究机器与机构，特别是机构的结构、运动及动力学原理及其设计理论与方法的一门基
本课程。
通过前面各门课程的学习与实践，对机器的功用、基本结构有了较系统、深入的认识。
而本课程将从运动学、动力学等更加综合、系统的角度来认识、分析和设计机器的共性与基本功能组
成——机构及其组合系统。
图0.1 所示的单缸四冲程内燃机，它属于动力机器，其工作循环（四个冲程）如图0-2所示。
其基本功能是将燃气的热能转换为机械能，输出机械功。
其主要功能子系统是由气缸2、活塞3、连杆6及曲轴9等实体所组成的可动联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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