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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曾提出过高等工程教育边界再设计的想法，这个想法源于社会的反应。
常听到工业界人士提出这样的话题：大学能否为他们进行人才的订单式培养。
这种要求看似简单、直白，却反映了当前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一种尴尬：大学培养的人才还不是很适
应企业的需求，或者说毕业生的知识结构还难以很快适应企业的工作。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业界需求千变万化。
为了适应工业界和人才市场的这种需求，也即是适应科技发展的需求，工程教学应该适时地进行某些
调整或变化。
一个专业的知识体系、一门课程的教学内容都需要不断变化，此乃客观规律。
我所主张的边界再设计即是这种调整或变化的体现。
边界再设计的内涵之一即是课程体系及课程内容边界的再设计。
技术的快速进步，使得企业的工作内容有了很大变化。
如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相继成为很多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不少企业纷纷把信息化
作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
但是业界人士很快发现，在毕业生中很难找到这样的专门人才。
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并不熟悉企业信息化的内容、流程等，管理专业的学生不熟悉信息技术，工程专业
的学生可能既不熟悉管理，也不熟悉信息技术。
我们不难发现，制造业信息化其实就处在某些专业的边缘地带。
那么对那些专业而言，其课程体系的边界是否要变？
某些课程内容的边界是否有可能变？
目前不少课程的内容不仅未跟上科学研究的发展，也未跟上技术的实际应用。
极端情况甚至存在有些地方个别课程还在讲授已多年弃之不用的技术。
若课程内容滞后于新技术的实际应用好多年，则是高等工程教育的落后甚至是悲哀。
课程体系的边界在哪里？
某一门课程内容的边界又在哪里？
这些实际上是业界或人才市场对高等工程教育提出的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因此可以说，真正驱动工程教育边界再设计的是业界或人才市场，当然更重要的是大学如何主动响应
业界的驱动。
当然，教育理想和社会需求是有矛盾的，对通才和专才的需求是有矛盾的。
高等学校既不能丧失教育理想、丧失自己应有的价值观，又不能无视社会需求。
明智的学校或教师都应该而且能够通过合适的边界再设计找到适合自己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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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12章。
第1、2章主要介绍液压传动的基本知识以及流体力学的基本理论；第3～6章主要介绍液压元件的结构
、原理、性能、选用；第7、8章介绍液压基本回路、典型液压系统的组成、功能、特点以及应用情况
；第9章介绍液压系统的设计计算方法与实例；第10章介绍液压伺服元件与系统；第11章在兼顾液压传
动相关知识的基础上介绍气压传动特有的元件以及同路设计方法与实例；第12章介绍液压气动系统的
安装、调试、使用与维护方法。
每章都有重点难点分析、能力培养目标、案例教学实例、课堂讨论等内容，后面还附有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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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当杠杆触销碰到样件12上的凸肩、凹槽、斜面或成形表面时，触销尖得到一个向前或向后的位
移输入，杠杆的摆动（以杠杆和缸体的铰接点为支点）使阀芯10受到一个向前或向后的位移输入，阀
口打开，刀架便相应地作向前或向后的移动，并在移动过程中通过杠杆的反方向摆动（以触销尖为支
点），使阀口逐渐关小，直到阀芯恢复到两边的阀口都不打开时为止。
触销不断地得到位移输入，刀架也不断地更动其位置，就这样刀架的运动完全跟踪着触销来进行，在
工件上加工出相应的形状来。
仿形加工结束时，通过电磁阀（图中未画出）使阀芯移到最上端位置，这时伺服阀上的A腔和B腔接通
，液压泵输来的油大量进入液压缸上腔.液压缸下腔的油通过伺服阀上的C腔流回油箱，仿形刀架快速
后退。
车床仿形加工的调整比较简单。
加工一批零件时，可先用普遍方法做出一个样件来，然后用这个样件复制出一批零件。
这种方法适合于中、小批生产中使用。
综上所述，液压伺服控制的基本原理就是液压流体动力的反馈控制，即利用反馈连接（图10.1 的反馈
连接是通过阀体和缸体的刚性连接来实现的）得到偏差信号（伺服阀的开口量），再利用偏差信号去
控制液压能源输入到系统的能量，使系统向着减小偏差的方向变化，从而使系统的实际输出与希望值
相符。
这种系统，移动伺服阀阀芯所需的功率很小，而系统输出的功率却可以达到很大，因此这是一个功率
放大装置。
功率放大所需要的能量由液压能源供给，供给能量的控制是根据伺服系统偏差的大小自动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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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液压与气压传动》：中国机械工程学科教程配套系列教材·教育部高等学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推荐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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