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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电一体化设备维修》以当今最先进的更换性维修、模块化维修的先进理念为基础，介绍了机
电设备维修方法。
其中包括：机电设备维修管理的初步知识；机械部件的拆卸、测绘、制造、安装及检验；电气设备控
制原理；设备的故障诊断及各个部件的专项维修，包括了机电一体化设备最常用的变频、步进、伺服
控制及维修内容；气动系统的维护及维修；设备大修的概念，并以实际为例．介绍了机电设备大修的
过程。
　　本书可作为大专院校机电类专业、数控维修专业等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机械维修工程师、电
气维修工程师、工业控制系统工程师及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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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设备管理工作中的经济性观念设备管理工作中的经济性观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
面。
.（1）有关考核指标 设备完好率、泄漏率等是反映设备情况的一个可比性指标，对其进行考核是很有
必要的，但是这种考核形式还不够全面，因为它没有反映出经济性的优劣，往往造成过度维修的现象
。
为此，我们应考虑考核设备的停机损失、单位产品维修费用、故障率、寿命周期费用等，充分反映设
备的经济效果。
（2）大修理问题 20世纪50年代开始，前苏联计划预修制度引进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中
期，对保证我国工业企业的设备完好状态，曾经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是因为该制度有专用的大修理基金并且有单独的核算，有专门机构管理，有质量标准和工时、材料
定额，有上级部门考核大修完成率，有检修复杂系数的具体规定等，但经过几十年来执行的经验，计
划预修制度也已经表现出了较大的缺陷，简单列举如下。
①计划预修制度强调“恢复性修理”而不强调“现代化改造”，往往产生冻结技术进步的现象。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以化工企业而言，越来越向高温、高压、超大型化和
自动化方向发展，因此在大修时，一定要强调改造，以缩短差距。
机械设备，一般是可以通过更新来提高效率，但对一部分机械设备，也可以通过现代化改造来提高效
率。
②修理费用高，不符合经济原则。
据有关资料报道，日本每年大修的设备数不超过设备总数的2％，而我国化工部门每年大修的设备数
却约占总数的6％～7％。
例如我国普通车床约使用25年。
按5年大修周期计算，在25年中要大修5.5次、中修11次，还不计小修。
按目前修理价格，单是大、中修费用，就可买数台同样车床。
由此可见，计划预修制度虽然可以减少故障，但却要造成过度维修和保养，造成经济上的极大浪费。
③关于大、中、小修周期结构的问题。
在设备修理管理中，并不是每种设备都需要大修，或者二次大修之间一定需要中修，二次中修之间一
定需要小修。
某些大型设备可以分成若干部件，每一部件又由各个零件所组成，而各个零件的磨损规律是不同的，
因此不可能在大修时都已超过磨损极限，都需要更换。
但是，目前许多厂要求大修时要全面解体检查，更换磨损件，结果造成没有必要更换的零件被更换了
，并且增加了不必要的修理工作量。
例如2BA-6离心泵进行大修，要更换轴承、泵轴、叶轮等，结果只剩下个泵壳了，而每一工厂自行加
工备件的成本是相当高的，质量又比较差。
这时，就购买新水泵而不进行大修，以求得较高的经济性和效率。
有些设备，如槽、塔等，很难进行中修，许多厂实际上也是不进行中修的。
前苏联已取消中修。
美、法、意、前西德等国一些厂的锅炉、汽轮机也没有中修，仅是小修和大修。
我国机器制造部门也提议：机床可以取消中修，实行三级保养——大修制度，并已取得较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对全部设备都执行计划预修制度是不完全符合取得最大经济效益这个原则的。
因此，我们可以采取设备分级管理，对不同级别的设备采用不同检修制度。
如可以采用检查后修理制、事后维修制、免修制等形式，再加上计划预修制，互相配合，使设备管理
的经济效益能够大大地提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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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机电一体化设备维修》：高职高专机电一体化专业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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