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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设计基础》内容共分17章，包括：绪论、平面机构的结构分析、平面连杆机构、凸轮机构
、间歇运动机构、螺纹连接和螺旋传动、带传动、链传动、齿轮传动、蜗杆传动、齿轮系、轴、滑动
轴承、滚动轴承、联轴器和离合器、弹簧、机械的平衡与调速。
各章内容以常用机构与传动和通用零件的工作原理、结构特点、基本设计理论和设计、选用方法、使
用及维护等内容组成一个完整的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教学框架，通过设计理念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与创
造性思维。
　　《机械设计基础》可作为高等院校机械类、机电类和相关专业的规划教材，也可作为成人教育机
电类专业教学教材，-同时还可供从事机械设计、制造和维修等工作的有关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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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干摩擦状态　　两摩擦表面间没有任何润滑剂，两金属表面直接接触，如图12.2（a）所示，称
为干摩擦状态。
金属微观表面是不平的，承载时，只有部分峰顶相接触，这些接触点压力很大，因而发生黏着，形成
冷焊结点。
当两表面相对滑动时，必须切断这些结点，所以有摩擦阻力产生，干摩擦有大量的摩擦损耗和严重的
磨损，在滑动轴承中表现为很高的温升，甚至将表面烧毁，所以滑动轴承必须润滑，不允许出现干摩
擦。
　　2.边界摩擦状态　　在摩擦表面间加入润滑油后，油吸附在金属表面上，形成极薄的、抵抗力极
强的油膜保护着金属表面，如图12.2（b）所示，这层油膜称为边界油膜。
边界油膜虽能起到降低表面间摩擦、磨损的作用，但由于边界油膜层的厚度比金属表面不平度的高度
小，不足以消除在相对滑动时两表面峰顶间发生的剪切，所以摩擦、磨损现象仍然存在，这种摩擦状
态称为边界摩擦状态。
如果摩擦发热严重，温升过高，润滑油会失去吸附在金属表面的能力，导致边界油膜破裂，两金属表
面发生胶合现象。
　　3.液体摩擦状态　　在摩擦表面间如果存在一定厚度的压力油膜，将两金属表面完全隔开，如
图12-2（c）所示，称为液体摩擦状态。
处于液体摩擦状态的两金属表面间没有摩擦和磨损，但液体间有摩擦存在。
摩擦热会使润滑油黏度降低，压力油膜变薄，温度如不能稳定，继续上升，将导致压力油膜损坏，直
至发生胶合。
　　因此，不论轴与轴承间是哪一种摩擦状态，都应考虑轴承的发热、散热和承载问题，以保证轴承
正常工作，不致失效。
　　除上述三种摩擦状态外，还有混合摩擦状态，如图12.2（d）所示。
　　如果把边界摩擦状态、半干摩擦状态、半液体摩擦状态统称为非液体摩擦状态，那么，滑动轴承
中的摩擦状态就分为两大类：液体摩擦状态和非液体摩擦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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