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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机械设计基础》是编者根据教育部有关“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最新颁布的国家
标准，结合编者多年的教学经验编写而成的。
　　在编写过程中，编者根据目前的实际教学需要，在吸取兄弟院校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机
械设计基础课程的教学实践，围绕设计能力的培养，对传统的“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
了精选、补充、整合。
《机械设计基础》具有以下特点：　　（1）针对机械工程学科新课程体系改革的需要和近机类专业
面广、学时逐渐减少的特点，精选内容，突出机械设计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设计方法；叙述
深入浅出，公式推导简明扼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着重加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培养。
　　（2）内容覆盖面广、概念清楚，采用最新颁布的有关国家标准、规范和成熟的设计资料。
授课教师可根据不同专业的教学时数对《机械设计基础》内容作适当的取舍，以适应近机类和非机类
各专业课程体系的教学要求。
《机械设计基础》适用于60～90学时的教学学时。
　　（3）结合课程特点，阐述了课程重点、难点及学习方法，并精选适当的复习思考题和习题，以
便教学。
　　全书共19章。
第1～8章主要介绍常用的机构（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和速度分析、平面连杆机构、凸轮机构、齿轮机
构、轮系、间歇运动机构）和机械动力学的基本知识；第9～19章主要介绍常用的连接、机械传动、轴
系零部件、弹簧等的工作原理、特点及设计计算。
　　参加《机械设计基础》编写的人员有：中原工学院黄大宇（绪论、第5～7章），中原工学院付晓
莉（第1、4、11章及附录），中原工学院朱从云（第2、3章），甘肃畜牧工程职业学院王云德（第8
、19章），甘肃畜牧工程职业学院李世良（第9、18章）、甘肃农业大学胡靖明（第10、14章），洛阳
理工学院贺艺（第12、16章），洛阳理工学院许艺萍（第13、15章），中原工学院王晓璐（第17章）
。
《机械设计基础》由黄大宇、王晓璐担任主编，贺艺、付晓莉、胡靖明担任副主编。
在《机械设计基础》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原工学院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机械设计基础》由东南大学郑文纬教授主审。
郑教授细心审阅了全书，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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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设计基础》是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
全书共11章。
第1～8章主要介绍常用的机构（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和速度分析、平面连杆机构、凸轮机构、齿轮机
构、轮系、间歇运动机构）和机械动力学的基本知识；第9～19章主要介绍常用的连接、机械传动、轴
系零部件、弹簧等的工作原理、特点及设计计算。
《机械设计基础》适用于60～90学时的教学学时。
　　《机械设计基础》可作为高等学校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的本科教材，也可供高职高专院校师生和工
程技术人员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设计基础>>

书籍目录

前言 绪论 0.1 机械的组成 0.2 本课程的内容、性质和任务 0.3 机械设计的基本要求和一般步骤 思考题和
习题 第1章 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矛口速度分析 1.1 运动副 1.2 平面机构运动简图 1.3 平面机构的自由度
1.4 速度瞬心及其在机构速度分析上的应用 小结 思考题和习题 第2章 平面连杆机构 2.1 平面四杆机构的
基本类型及其应用 2.2 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特性 2.3 平面四杆机构的设汁 小结 思考题和习题 第3章 凸
轮机构 3.1 凸轮机构的应用和分类 3.2 从动件常用运动规律 3.3 凸轮机构的压力角 3.4 图解法设计盘形凸
轮轮廓 3.5 用解析法设计凸轮轮廓的基本方法 小结 思考题和习题 第4章 齿轮机构 4.1 齿轮机构的特点
和类型 4.2 齿廓实现定角速比传动的条件 4.3 渐开线齿廓 4.4 标准直齿圆柱齿轮各部分名称及几何尺寸
计算 4.5 渐开线标准直齿圆柱齿轮的啮合传动 4.6 渐开线齿轮的切齿原理与变位齿轮简介 4.7 斜齿圆柱
齿轮机构 4.8 锥齿轮机构 小结 思考题和习题 第5章 轮系 5.1 轮系分类 5.2 定轴轮系及其传动比计算 5.3 
周转轮系及其传动比计算 5.4 复合轮系的传动比计算 5.5 轮系的应用 小结 思考题和习题 第6章 间歇运
动机构 6.1 棘轮机构 6.2 槽轮机构 6.3 不完全齿轮机构 小结 思考题和习题 第7章 机械运转速度的波动及
其调节 7.1 机械运转速度波动的原因及调节方法 7.2 飞轮设计的近似方法 7.3 飞轮主要尺寸的确定 小结 
思考题和习题 第8章 回转件的平衡 8.1 回转件平衡的目的 8.2 回转件平衡的计算 8.3 回转件的平衡实验 
小结 思考题和习题 第9章 机械零件设计概论 9.1 机械零件设计要点 9.2 机械零件的强度计算 9.3 机械零
件的接触强度计算 9.4 机械零件的耐磨性 9.5 机械零件的常用材料及其选择 9.6 机械零件的工艺性及标
准化 小结 思考题和习题 第10章 连接 10.1 螺纹的形成、类型及主要参数 10.2 螺纹副的受力分析、效率
和自锁 10.3 常用螺纹的种类、特点及应用 10.4 螺纹连接的基本类型及螺纹紧固件 10.5 螺纹连接的预紧
和防松 10.6 螺栓连接的强度计算 10.7 螺栓的材料和许用应力 10.8 提高螺栓连接强度的措施 10.9 螺旋传
动简介 10.10 键连接、花键连接及销连接 小结 思考题和习题 第11章 齿轮传动 11.1 齿轮的失效形式和设
计准则 11.2 齿轮材料及其热处理 11.3 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受力分析及计算载荷 11.4 标准直齿圆柱齿轮
传动的齿面接触强度计算 11.5 标准自齿圆柱齿轮传动的轮齿弯曲强度汁算 11.6 齿轮传动设计参数和精
度等级的选择 11.7 斜齿圆柱齿轮传动的强度计算 11.8 直齿圆锥齿轮传动的强度计算 11.9 齿轮的结构设
计 11.10 齿轮传动的润滑与效率 小结 思考题和习题 第12章 蜗杆传动 12.1 蜗杆传动的特点和类型 12.2 圆
柱蜗杆传动的主要参数和几何尺寸 12.3 蜗杆传动的失效形式、材料和结构 12.4 圆柱蜗杆传动的受力分
析 12.5 圆柱蜗杆传动的强度计算 12.6 圆柱蜗杆传动的效率、润滑和热平衡计算 小结 思考题和习题 
第13章 带传动 13.1 带传动的类型和应用 13.2 带传动的基本理论 13.3 普通V带传动韵设计汁算 13.4 V带
轮的材料和结构 13.5 同步带传动简介 小结 思考题和习题 第14章链传动 14.1 链传动的特点和应用 14.2 
链条和链轮 14.3 链传动的运动分析和受力分析 14.4 链传动的主要参数及其选择 14.5 滚子链传动的设计
计算 14.6 链传动的润滑和布置 小结 思考题和习题 第15章 轴 15.1 轴的用途、类型和设计要求 15.2 轴的
材料 15.3 最小轴径的估算 15.4 轴的结构设计 15.5 轴的强度计算 15.6 轴的设计实例分析及设计时应注意
的事项 小结 思考题和习题 第16章 滑动轴承 16.1 摩擦状态 16.2 滑动轴承的结构形式 16.3 滑动轴承的失
效形式及其常用材料 16.4 润滑剂和润滑装置 16.5 非液体摩擦滑动轴承的设计 16.6 液体摩擦滑动轴承的
简介 16.7 其他滑动轴承的简介 小结 思考题和习题 第17章 滚动轴承 17.1 滚动轴承的结构、基本类型和
特点 17.2 滚动轴承的代号 17.3 滚动轴承的失效形式和设计准则 17.4 滚动轴承的选择计算 17.5 滚动轴承
的组合设计⋯⋯第18章 联轴器、离合器和制动器 第19章 弹簧附录 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设计基础>>

章节摘录

　　3.学习指导　　（1）机构组成要素的基本概念。
　　构件与零件。
构件是机器中独立的运动单元体，零件是机器中加工制造的单元体，一个构件可以是一个零件，也可
以是由若干个零件刚性连接在一起的一个独立运动的整体。
　　运动副与运动副元素。
运动副是两构件直接接触形成的可动连接，两构件上直接参与接触而构成运动副的部分——点、‘线
或面称为运动副元素。
　　平面运动副的分类：按构成运动副的两构件的接触情况，分为平面低副（面接触）和平面高副（
点或线接触）；按构成运动副的两构件的相对运动形式，分为转动副、移动副和齿轮副、凸轮副等。
转动副和移动副是平面低副，齿轮副、凸轮副等是平面高副。
　　机构。
机构是用来传递运动和动力的装置。
机构是由构件组成。
机构是具有确定相对运动规律的构件组合体。
机构中的原动件运动规律是给定的，从动件的运动规律取决于原动件的运动规律和机构的结构。
　　机构具有确定相对运动的条件：①机构自由度F>0（运动的可能性条件）；②机构的自由度F恰好
等于给定的原动件数（运动的确定性条件）。
　　（2）运动简图是设计者交流思想所需要的一种共同语言，既要简洁，又能够正确表达设计思想
；运动简图还是设计者研究分析机构运动学和动力学问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因此，要求准确表达机构
的运动特性和运动尺寸。
但是，由于运动简图仅反映机构的运动状况，不涉及机构的具体形状尺寸和强度问题，故不能用机械
零件图和总装图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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