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原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机械原理>>

13位ISBN编号：9787118063189

10位ISBN编号：7118063185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国防工业出版社

作者：安子军 编

页数：25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原理>>

前言

　　根据国家教育部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对机械原理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为加强技术基础
理论课的教学，结合机械原理课程在培养高素质人才及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按照新形式下高等
院校进行的课程教学改革和加强教材建设的精神，启动了机械原理教材的编写工作。
　　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时代，为了培养素质高、能力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有开
拓创新精神和意识的高级专门人才，结合高等院校课程学时减少、并保证主要教学内容和知识信息不
能减少的现实状况，根据我们多年的教学经验，在保证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编写完成了这部
机械原理教材。
　　本教材强调对机械原理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机械分析与设计基本方法的理解和掌握，以机构
通用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主要传动机构的分析设计为重点，精选编排了教学内容。
以图解法建立形象直观概念，侧重引入解析法。
删去了与先修课程重复的有关内容，并对机构运动分析、连杆机构设计图解法和渐开线齿轮等章节过
细部分内容进行了简化。
以对间歇机构、各种常用机构、组合机构和其它齿廓齿轮机构的传动原理、特点与应用及简单的设计
计算等为主要教学内容，力求达到优化课程教学内容的目的。
　　此外，为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了解新型传动机构的发展，增强发明创新意识，还将近年来有关新
型机械传动机构方面带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充实到本教材中，作为选择使用的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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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国家教育部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批准的机械原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的。
全书由理论教学内容和实践教学内容组成。
理论教学内容共分13章，包括绪论、平面机构的结构分析、平面机构的运动分析和力分析、机械中的
摩擦和机械效率、平面连杆机构、凸轮机构、齿轮机构、轮系、间歇机构与其它机构、新型传动机构
、机械运转及其速度波动调节、机械的平衡、机械传动系统方案设计。
实践教学内容有机械原理课程设计指导书。
每章末附有思考题与练习题。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机械类和近机械类本科专业的教材，还可供有关专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和相关
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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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平面机构的结构分析　　机构有多种类型，不同的机构有着不同的结构，而机构的结构
取决于机构的运动形式、组成方法和机构自由度等一些重要的因素。
机构的组成是把若干构件按一定规律联接起来使之成为运动的系统，所以在设计机构时，需要从大量
的各种各样的机构中选择最合适的结构及其零件的形式。
为此，应该了解现代机构的基本形式、结构特点和组成原理。
因为在实际机械中平面机构应用较多，所以本章将主要研究平面机构的结构分析。
　　2.1　机构的组成　　2.1.1　构件与零件　　机构是由具有确定运动的单元体组成的，这些运动单
元体称为构件。
在机械原理中，一般认为构件是刚体或柔韧体（如皮带、钢丝绳和链条等），而不是液体和气体。
组成件的制造单元体称为零件。
构件可以由一个或多个零件构成，如图1-1所示，内燃机曲轴4为一个零件，而连杆3为多个零件组成。
因此，构件是相互固接在一起的零件组合体。
　　2.1.2　运动副及其分类　　1.运动副　　在机构中，每一构件都以一定方式与其它构件相互联接
，这种使两构件直接接触的可动联接称为运动副，如轴与轴承、滑块与导轨、轮齿与轮齿、凸轮与推
杆等的联接都构成了运动副，如图2—1所示。
两构件组成运动副时，构件上参与接触的点、线、面称为运动副元素。
在图2—1中，运动副元素分别为圆柱面和圆孔面、棱柱面和棱孔面及齿廓曲面。
为保证两构件恒处于接触状态，运动副应是几何封闭或力封闭。
至于组成运动副后，两构件能产生哪些相对运动，则与该运动副性质或与该运动副所引入的限制条件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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