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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根据铁道机车车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职业岗位技能需要而编写的，主要适用于近机类和非
机类专业的教学，亦可作为技师、高级工、生产现场工艺和管理人员的岗位培训或专业证书用教材。
本教材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各专业的特点，力求做到突出实用性和实践性，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
形成和科学思维方法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本教材分机械制图、材料工艺、工程力学和零件及传动等四个模块共十八章，覆盖了各专业与机械有
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各院校根据自身专业特点可选择不同模块进行学习。
本教材特点如下：（1）贯彻教育部高职高专2+l模式教学体制的要求。
（2）采用新的课程体系：以职业需要为主线，体现基础性、实用性和专业性。
（3）内容选取紧紧围绕“为职业岗位技能服务”的宗旨，贯彻基础理论以“必需”、“够用”为原
则，以“降低难度、精选内容、重视应用”为指导思想，体现了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
（4）在内容的构建中，将与职业技能鉴定考核有关的知识编入教材，课后习题均选自技能鉴定考试
（机车车辆钳工高、中级和部分技师）的练习题，并附有参考答案。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刘振波（第一章）、张青青（第二章、第四章）、付德才（第三章、第五章
）、刘钢（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宋宏伟（第十章、第十八章）、李红刚（第十一章
）、徐彦（第十二章、第十三章）、沙中玉（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本书由刘钢任主编，沙中玉、付德才任副主编，孙立秋任主审，臧丽娟、邢湘利、陆嘉、刘学、王国
栋等参加了审稿工作。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部分已出版教材并引用了部分插图，编者在此对所参考教材的作者及出版社
深表感谢。
本书的编写力求适应高职高专教育和教学改革发展的需要，但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
难免，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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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机械制图、材料工艺、工程力学和零件及传动的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力求适应高职高专近
机类和非机类专业教学改革的需要。
本书共分四个模块，共十八章，分别为：模块一机械制图，包括第一章视图的基本原理，第二章机件
的表达方法，第三章标准件和常用件的表达方法，第四章零件的互换性与公差，第五章零件图、装配
图的识读；模块二材料工艺，包括第六章机械工程材料基础知识，第七章钢的热处理，第八章钢铁材
料，第九章有色金属与其他材料，第十章热加工工艺基础，第十一章机械加工工艺基础；模块三工程
力学，包括第十二章构件的静力分析，第十三章构件承载能力分析；模块四零件及传动，包括第十四
章常用机构，第十五章机械传动，第十六章轴系零部件，第十七章联接零（部）件，第十八章液压传
动简介。
全书在章节安排上遵循“必需”、“够用”的原则，尽量照顾不同专业的需求，各院校可以根据自身
的实际情况灵活选用。
本书配有一定数量的习题，供学习时选用，并在书后附有参考答案。
    本书适合高职高专近机类和非机类等专业的教师和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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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模块一 机械制图  第一章 视图的基本原理    第一节 投影法和点、直线、平面的投影    第二节 机械制图
的基本规定    第三节 基本几何体的三视图    第四节 相交立体的表面交线    第五节 组合体的三视图    习
题  第二章 机件的表达方法    第一节 视图    第二节 剖视图    第三节 断面图    第四节 其他表达方法    习
题  第三章 标准件和常用件的表达方法    第一节 螺纹和螺纹紧固件    第二节 圆柱齿轮    第三节 键、销
和滚动轴承    习题  第四章 零件的互换性与公差    第一节 极限与配合    第二节 几何公差    第三节 表面
粗糙度    第四节 尺寸链简介    习题  第五章 零件图、装配图的识读    第一节 零件图的识读    第二节 装
配图的识读    第三节 画装配图    习题模块二 材料工艺  第六章 机械工程材料基础知识    第一节 金属材
料的性能    第二节 金属的晶体结构与结晶    第三节 合金的结构    第四节 铁碳合金及其相图    习题  第七
章 钢的热处理    第一节 钢的热处理原理    第二节 钢的整体热处理    第三节 钢的表面热处理和化学热处
理    习题  第八章 钢铁材料    第一节 碳素钢    第二节 低合金钢和合金钢    第三节 铸铁    习题  第九章 有
色金属与其他材料    第一节 铝及其合金    第二节 铜合金及轴承合金    第三节 硬质合金    第四节 高分子
材料    第五节 陶瓷材料及复合材料    习题  第十章 热加工工艺基础    第一节 铸造    第二节 锻压    第三节
焊接    习题  第十一章 机械加工工艺基础    第一节 金属切削加工的基本知识    第二节 机械零件表面加
工    第三节 机械加工工艺规程    习题模块三 工程力学  第十二章 构件的静力分析    第一节 静力分析基
础    第二节 平面力系  第十三章 构件承载能力分析    第一节 轴向拉伸与压缩    第二节 剪切与挤压    第
三节 圆轴扭转    第四节 梁的弯曲模块四 零件及传动  第十四章 常用机构    第一节 机器、机构及相关概
念    第二节 平面机构的组成    第三节 平面连杆机构    第四节 凸轮机构    习题  第十五章 机械传动    第一
节 带传动和链传动    第二节 齿轮传动    第三节 蜗杆传动    习题  第十六章 轴系零部件    第一节 轴系    
第二节 滚动轴承    第三节 滑动轴承    习题  第十七章 联接零(部)件    第一节 螺纹联接    第二节 轴毂联
接    第三节 联轴器和离合器    第四节 弹簧    习题  第十八章 液压传动简介    第一节 液压传动概述    第二
节 常见的液压元件    习题附录  一、螺纹  二、常用标准件  三、常用材料  四、极限与配合  习题答案参
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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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四、解尺寸链简述根据工件加工顺序和装配精度，合理分配计算各组成环公差的过程叫做解尺
寸链。
解尺寸链的方法有四种：极值互换法、概率互换法、分组互换法和补偿法。
对于工艺尺寸链，一般采用极值互换法和概率互换法计算；对于装配尺寸链，应根据零件互换性的要
求，产量大小和装配方法选择其中一种进行计算。
装配工艺方法有互换装配法、选配装配法、修配装配法和调整装配法。
精度完全依赖于零件加工精度的装配方法称为完全互换装配法，一般情况下用极值法计算，即各组成
环的公差之和等于或小于封闭环的公差。
在解尺寸链时，为了满足装配精度要求，应在各组成环中保留一个组成环，其极限尺寸由封闭环极限
尺寸方程式确定，此环称为协调环。
将配合副的零件按尺寸分组进行互换装配的方法称为分组装配法，用分组互换法计算。
在装配时用修配加工改变指定零件尺寸保证装配精度的方法称为修配装配法；在装配时用调整指定零
件装配位置或选用合适调整件保证装配精度的方法称为调整装配法，这两种装配法用补偿法计算，在
装配时被修配加工的零件和调整零件可变化的尺寸叫补偿环。
常用的极值法解尺寸链的基本计算公式为：封闭环的基本尺寸等于所有增环的基本尺寸之和减去所有
减环的基本尺寸之和；封闭环的上偏差等于所有增环的上偏差之和减去所有减环的下偏差之和；封闭
环的下偏差等于所有增环的下偏差之和减去所有减环的上偏差之和；封闭环的公差等于所有组成环公
差之和。
在尺寸链中，应按“人体原则”确定各组成环公差带的位置，即对于轴的被包容尺寸，可注成单向负
偏差，即基本偏差为h；对于孔的包容尺寸，可注成单向正偏差，即基本偏差为H；一般长度尺寸可注
成双向等绝对值偏差，即基本偏差为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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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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