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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伴随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无论是在校生数量还是院校的数量，都已接近
高等教育总规模的半壁江山。
因此，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承担着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提供高素质
技能型人才的重任。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特别是随着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现代制造业急需高素
质高技能的专业人才。
　　为了使高职高专机电类专业毕业生满足市场需求，具备企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专业素质，高职高
专院校的机电类专业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努力建立培养企业生产第一线所需的高等职业技术应用型
人才的教学体系和教材资源环境，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积极探讨机电类专业创新人才
的培养模式，大力推进精品专业、精品课程和教材建设。
因此，组织编写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的机电类专业规划教材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需要。
　　教材建设是高等学校建设的一项基本内容，高质量的教材是培养合格人才的基本保证。
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和造就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要求我们必须重视高等职业教育教材改革与建设，编写和出版具有高等职业教育自身特色的教材。
近年来，高职教材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出版的教材种类有所增加，但与高职发展需求相比，还存在
较大的差距。
其中部分教材还没有真正过渡到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的体系中来，高职特色反映也不够，极少数
教材内容过于浅显，这些都对高职人才培养十分不利。
因此，做好高职教材改革与建设工作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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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依据教育部制定的高职高专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的基本要求，并结合编者多年的教学改革经验编
写而成。
    本书详细地介绍了通用零、部件的设计与计算，常用机构的结构、运动分析与设计等内容。
全书分为14章，内容包括：绪论、平面机构运动简图及自由度、平面连杆机构、凸轮机构及其设计、
其他常用机构、连接、带传动、链传动、齿轮传动、齿轮系、轴、轴承、其他常用零部件、回转构件
的平衡。
各章均有教学目标和本章小结，并配有相应的习题及必要的数据资料。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机械类和近机类各专业的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其他非机类
专业学生及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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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工作能力分析　7.4　V带传动设计　7.5　带传动的张紧、安装和维护　7.6　同步带传动简介　本
章小结　习题第8章　链传动　8.1　链传动的结构及应用　8.2　链传动工作特性　8.3　链传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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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平面机构运动简图及自由度　　教学目标　　掌握平面运动副、构件的分类及表示方法，
掌握平面机构自由度计算及机构具有确定运动的条件，能够绘制机构运动简图。
　　本章提要　　本章阐述平面运动副、构件的分类及表示方法，平面机构自由度的计算及机构具有
确定运动的条件，绘制机构运动简图的步骤。
　　机构分为平面机构和空间机构两类。
所有构件都在一个平面或相互平行的平面内运动的机构称为平面机构；否则称为空间机构。
工程中大多数常用机构是平面机构，因此本章只讨论平面机构。
　　2.1 平面机构的组成　　2.1.1 运动副　　两构件直接接触而又能产生一定相对运动的连接称为运
动副。
两构件组成运动副是通过构件上的点、线、面接触来实现的，参与接触的点、线、面称为运动副元素
。
构成运动副的两构件之间，若相对运动为平面运动，则称该运动副为平面运动副；若相对运动为空间
运动，则称该运动副为空间运动副。
按照接触方式的不同，平面运动副可分成低副和平面高副两类。
　　1.低副　　通过面接触组成的运动副称为低副，根据两构件问相对运动的形式不同，低副又可分
成移动副和转动副。
　　（1）移动副。
组成运动副的两构件只能沿某一直线相对移动的运动副称为移动副，如图2-1所示，构件1、2问只能做
相对移动。
　　（2）转动副。
组成运动副的两构件只能绕同一轴线相对转动的运动副称为转动副或铰链，如图2-2所示，构件1、2只
能做相对转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设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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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