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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依据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高等工业学校机械原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机械类专业适用
）”而编写的。
　　机械原理是机械类专业中研究机械共性问题的一门主干技术基础课。
它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机构学和机械动力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初步具有拟定机械
运动方案、分析和设计机构的能力。
它在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全局中，具有增强学生对机械技术工作的适应能力和开发创造能力的作
用。
为实现机械原理课程教学的这一宗旨，本书在内容的取舍及阐述方面，着重于讲述有关机械原理的基
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并使论述尽可能做到深入浅出，图形简捷、形象、直观，符合学生认
知规律。
同时，编者特别注意在机械原理课程传统板书教学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多媒体教学特点，注重教科书
与多媒体教学课件有机地协调配合，以提高学生听课效率。
书中尽可能多地增加一些由浅入深的典型例题和较详细的解题步骤，并在各章首末辅以内容提示和学
习要点，以最大限度地为教师执教和学生自学提供方便。
另一方面，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在机构分析与设计方面加强了解析法的阐述，保留了形象直观、
易于理解且仍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图解法。
为加强培养学生的设计思维和设计创新能力以及机构的选型、分析与设计的综合能力，适当增加了有
关机构变异创新、组合创新和机械系统运动方案设计的内容。
　　本书与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河南科技大学王军等编写的《机械原理作业集》配套使用。
该作业集采用活页形式，方便学生做，利于教师改，并使作业规范化。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河南科技大学杨巍（第一、十、十二章）、刘红俊（第二、四章）、何晓玲（
第三、五章、附录A）、田同海（第六、八章）、王军（第七章、附录B）和陈科家（第九、十一章）
。
本书由杨巍、何晓玲担任主编，王军、田同海担任副主编。
　　本书承吴鑫教授精心审阅，他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编者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漏误及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同仁和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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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机械原理课程传统的板书教学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多媒体教学特点，注重教科书与多媒体教学
课件有机地协调配合，以提高学生听课效率。
书中尽可能多地增加一些由浅入深的典型例题和较详细的解题步骤，并在各章首末辅以内容提示和学
习要点，以最大限度地为教师执教和学生自学提供方便。
在机械原理传统内容的基础上，适当加强了机构变异创新、组合创新和机械系统运动方案设计的内容
，旨在培养学生的设计思维、设计创新、机构选型、分析与设计的综合能力。
    全书共12章，内容包括绪论，平面机构的结构分析，平面机构的运动分析，平面机构的力分析、摩
擦及机械的效率，平面连杆机构及其设计，凸轮机构及其设计，齿轮机构及其设计，齿轮系及其设计
，其他常用机构，机械的运转及其速度波动的调节，机械的平衡，机械系统运动方案设计。
书中注有*者为选学内容。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机械类各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其他相关专业的师生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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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许多成熟、大型的通用或专用的计算机程序被普遍用于平面连杆机构的分析与综合、连杆曲线的
绘制。
函数逼近法、优化设计方法及CAD的迅速发展和推广，使得机器人的研究发展异常迅速。
　　凸轮机构应用于高速机械时，要求具有良好的动力性能。
为此，机构学学者对从动件运动规律的选择与探讨，凸轮系统质量分布、弹性变形、间隙、阻尼以及
外界干扰频率、不平衡力的影响，以及表面润滑等诸多因素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在凸轮一从动件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建立及其运动微分方程式的求解方法、系统动力响应的分析、机构
参数的选择与优化设计、凸轮廓线的动力学综合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使凸轮机构的
动力性能更加切合于高速、高精度机构的工程实际需要。
　　高速、重载大功率机械的齿轮传动机构，要求具有磨损轻、噪声小、效率高、寿命长等特性。
因此，研究形成共轭齿廓曲面的基本规律，分析其啮合特性，探寻新型啮合传动齿廓曲面，仍然是机
构学学者感兴趣的课题。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对齿轮传动系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齿轮系统的静态分析和设计方法已难
以满足现代设备对齿轮传动所提出的高要求。
因此，齿轮机构动力学问题是目前齿轮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为了适应现代工业发展的需要，机械正朝高速、重载、轻型、精密的方向发展。
对机械的精度和可靠性要求也日益提高，按动力性能要求进行机构的分析与综合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转子动力学中，对转子的振动特性及其影响因素、临界转速的精确计算及挠性转子的动平衡理论与
方法的研究，都有很大的进展；对于机构动力学的研究，已经由刚性构件组成的机构扩展到考虑构件
的弹性变形、运动副间隙、含变质量、变尺度构件的机构弹性动力学问题的研究。
其中，平面机构惯性力（矩）平衡问题、机构的运动弹性动力学、机械动力学测量技术等动力学理论
研究及实际应用方面正在迅速发展，并取得了不少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与技术成就。
　　计算机技术及其计算理论为机构综合及机构优化设计提供了全新的科学手段。
现在，人们已经可以在数秒钟之内对复杂机构作出详尽的分析。
通过简单的人机对话，或由计算机自动调整参数，即能寻找出符合设计师意愿的机构。
可见，计算机的应用使得机构的分析与综合正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总之，机械原理学科的研究领域十分广阔，内涵非常丰富。
在机械原理的各个领域，每年都有大量内容新颖的文献涌现。
但作为一门技术基础课程，机械原理将只研究有关机械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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