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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力学与机械设计基础（第3版）》由静力学、材料力学和机械设计基础三大部分组成。
静力学部分包括静力学基础、平面力系、空间力系与重心。
材料力学部分包括拉伸和压缩、剪切与挤压、扭转、直梁的弯曲和压杆的稳定。
机械设计基础部分包括平面连杆机构（含点的运动、刚体的基本运动和刚体的平面运动）、凸轮机构
和间歇运动机构、连接、带传动、圆柱齿轮传动、轮系、轴（含轴组合变形的强度计算和交变应力等
）、轴承、联轴器离合器和制动器、摩擦磨损、润滑及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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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按从动件的运动形式分 （1）移动从动件。
从动件做往复直线运动，若从动件的导路中心线，通过凸轮的转动中心时，称为对心直动从动件，否
则称为偏置从动件。
 （2）摆动从动件。
从动件做往复摆动。
 4.按凸轮与从动件的锁合方式分 为保证凸轮机构能正常工作，必须使凸轮轮廓与从动件始终接触，这
种作用称为锁合。
 （1）力锁合。
利用从动件的重力、弹簧力等使从动件与凸轮保持接触。
 （2）形锁合。
靠凸轮与从动件的特殊几何结构来保持两者的接触。
实际应用中的凸轮机构通常是上述类型的不同综合。
 10.2从动件的基本运动规律 如前所述，凸轮机构能否按预期的运动规律良好地工作，主要取决于凸轮
的轮廓曲线，因此，对凸轮轮廓曲线的研究是研究凸轮机构的基本问题。
下面介绍确定凸轮轮廓曲线的几个相关问题。
 10.2.1确定凸轮轮廓的基本依据 如图10—5所示为内燃机的配气机构，其进气阀门即为凸轮机构中的从
动件。
为保证内燃机正常运转，在一个工作循环中，对进气阀门启闭变化规律有严格的要求。
上述要求就是靠凸轮的轮廓曲线来实现的。
不难理解，这个凸轮所特有的轮廓曲线，完全是由内燃机的配气要求决定的。
由此可见，生产实际中的工作要求是确定凸轮轮廓曲线的基本依据。
 10.2.2 凸轮机构的工作过程和有关参数 图10—6（a）所示为尖顶直动从动件盘形凸轮机构，凸轮逆时
针转动时，从动件在垂直平面内上、下移动。
图示的A点位置离凸轮回转中心最近，以A点位置为起始位置。
 基圆。
以凸轮的最小径向尺寸为半径所作的圆称为基圆，基圆半径用rb表示。
 推程与推程运动角。
凸轮以等角速度w逆时针转动，从动件以一定的运动规律由最低点位置A（见图10—6（a））上升到最
高点位置B，从动件在此过程中经过的距离h称为推程，对应的凸轮转角称为推程运动角。
 远休止角。
凸轮继续转过角度时，从动件在最高点静止不动，称为远休止角。
 回程与回程运动角。
凸轮再继续转过角度时，从动件以一定的运动规律从最高点位置下降到最低点位置A，这段行程称为
回程，对应的凸轮转角称为回程运动角。
 近休止角。
凸轮继续转过，从动件在最低点静止不动，称为近休止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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