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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手册引用的标准规范取材于最新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并采用以国际单位为基础的我国法定
计量单位．编写方式以直观醒目的图表形式为主，辅以必要的说明和算例，以帮助读者使用手册进行
设计。

　　本手册将工程力学、机械原理与机械零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分三部分：第—部分为机械设计
计算中常用资料、计量单位与材料，包括机械设计计算中常用资料与参数、计量单位及换算、材料与
性能等；第二部分为机械设计计算中的力学知识，包括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第三部分为常用零部
件的设计计算，内容包括机械零部件设计基础、连接件、传动件、轴系零部件以及其他零部件的设计
计算过程。

　　本手册可供高等工科院校在校本专科生学习机械原理、机械设计，以及进行相应的课程设计和毕
业设计时参考，也可供机械工程从业人员进行机械设计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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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滚动轴承类型的选择选用轴承时，首先是选择轴承类型，下面归纳出正确选择
轴承类型时所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①轴承的载荷轴承所受载荷的大小、方向和性质是选择轴承类型的主要依据。
方向：向心轴承用于承受径向力；推力轴承用于承受轴向力；向心推力轴承用于承受径向力和轴向力
联合作用。
大小：滚子轴承或尺寸系列较大的轴承能承受较大载荷；球轴承或尺寸系列较小的轴承则反之。
②轴承的转速从工作转速对轴承的要求看，可以确定以下几点。
a.球轴承与滚子轴承相比较，球轴承有较高的极限转速，故在高速时应优先选用球轴承。
b.在内径相同的条件下，外径越小，则滚动体就越小，运转时滚动体加在外圈滚道上的离心惯性力也
就越小，因而也就更适于在更高的转速下工作。
故在高速时，宜选用同一直径系列中外径较小的轴承。
外径较大的轴承，宜用于低速重载的场合。
若用一个外径较小的轴承而承载能力达不到要求时，可再并装一个相同的轴承，或者考虑采用宽系列
的轴承。
c.保持架的材料与结构对轴承转速影响极大。
实体保持架比冲压保持架允许高一些的转速，青铜实体保持架允许更高的转速。
d.推力轴承的极限转速均很低。
当工作转速高时，若轴向载荷不十分大，可以采用角接触球轴承承受纯轴向力。
e.若工作转速略超过样本中规定的极限转速，可以用提高轴承的公差等级，或者适当地加大轴承的径
向游隙，选用循环润滑或油雾润滑，加强对循环油的冷却等措施来改善轴承的高速性能。
若工作转速超过极限转速较多，应选用特制的高速滚动轴承。
③轴承的调心性能当轴的中心线与轴承座中心线不重合而有角度误差时，或因轴受力而弯曲或倾斜时
，会造成轴承的内外圈轴线发生偏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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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机械设计计算手册(第2版)》将工程力学、机械原理与机械零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为在校本专科
生学习机械原理、机械设计课程，以及进行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的需要而编写的，也可以供机械工程
从业人员进行机械设计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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