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机构学进展（第1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现代机构学进展（第1卷）>>

13位ISBN编号：9787040204315

10位ISBN编号：7040204312

出版时间：2007-4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

作者：邹慧君

页数：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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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机构学进展（第1卷）>>

前言

　　在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制造业始终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源泉。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各国的综合国力和竞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制造业和先进制造
技术。
在制造技术中，产品的设计能力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机械产品的核心是机构，因此现代机构学理论的研究是机械结构及其系统的基础，是现代机械产品发
明创造的源泉，是提高国家制造业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关键。
由于机构设计决定了产品的创新性，因此，现代机构学的研究对提高我国机械学的学术水平和机械产
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代机构学进展》一书聘请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英国等多名华人机构学者参加撰写
。
他们从机构学发展史和研究现状的角度，在不同的研究方向上较系统地介绍了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
该书的出版是他们集体智慧和辛勤劳动的结晶，它对揭示现代机械的机构组成原理，总结新机构创造
与应用方法，建立满足特定性能的现代机构分析与设计理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将为我国现代机械
的设计、创新和发明提供较系统的基础理论和有效、实用的方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将现代机构学研究作为制造领域重点的基础研究方向
，并持续支持了我国现代机构学的研究。
许多机构学者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产生了不少创新的理论和重要的应用成果，对我国机
构学发展和自主产权的产品创新设计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现代机构学进展》一书的出版也体现了这一点。
　　我相信《现代机构学进展》的编写和出版会对我国机械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机械产品设计与工
程技术人员、研究生和大学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推动我国现代机构学研究、提升我国现代机械装
备和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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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构学又称机构和机器科学（简称机械原理），是机械设计及理论学科的重要分支，是机械工程设计
、制造、运行、维修的重要基础。
本书介绍了近20年来国内外机构学的发展，内容涵盖拓扑机构学、基于约束螺旋理论的并联机构自由
度分析、并联机构设计与应用、混合驱动机构、柔顺机构分析与设计、变胞原理和变胞机构、并联机
构综合的微分几何方法、平面机构的分析与综合、凸轮机构的分析与综合、基元式机构创新设计、机
构系统设计及机电一体化系统概念设计等。
全书共有十三章，分别由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英国的11位著名华人机构学专家撰写，具有较
大的参考价值。
    该书适用于机械工程学科的研究生教学，对从事机械产品创新设计的科研工作者及工程技术人员亦
有重大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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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慧君，1958年4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动力系，现为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机械系统和机电一体化系统计算机辅助概念设计、机构学和机械动力学、单自由度和多自由
度可控机构设计及空间凸轮机构空间廓面CAD／CAM等方面研究。

    邹慧君教授已培养和正在培养博士研究生26名、硕士研究生36名。
主讲机械原理、机械动力学、机械系统设计原理等课程。
先后主持30多项科研项目，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博士点基金项目2项，上海市科技发
展基金项目3项。
主编出版了《高等机械原理》、《机械原理》（面向21世纪教材）、《机构系统设计》、《机械系统
设计原理》、《机械系统概念设计》、《机械原理》（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等16
部著作。
在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有近50篇被El收录）。

    邹慧君教授1994年获首届宝钢优秀教师一等奖（全国性），1998年获上海市优秀教材一等奖，1999年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由于十多年来在机构系统概念设计理论和方法研究方面的开创性工作，2002年获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
构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创新奖。
自1992年起已主持全国机构学专业委员会工作十多年，为推动我国机构学现代化和国际化作出重要贡
献，2006年获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构学专业委员会学术贡献奖。
现为中国机械工程学机械传动分会副主任、机构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市现代设计法研究会秘书长
。
他还担任《机械设计与研究》（全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美国El Page One收录期刊）主编，《机械
工程学报》，《机械传动》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英文期刊《Frontiers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 China）
的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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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机构学20年主要研究成果和发展展望　　1.1 引言　　1982年我国正式成立了机构学专
业委员会，并先后组织和举办了15届机构学学术研讨会。
20多年来我国机构学研究经历了较大发展。
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加强了传统机构的分析和综合理论、方法研究，努力实现机构计算机辅助设计
；努力使机构学与机械产品创新设计密切结合，大力推进机构系统和机电一体化系统概念设计，努力
实现机械产品计算机辅助概念设计；深入开展串联机器人机构学、机器人控制及机器人工业应用研究
，大大推动了机器人机构学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重视可控机构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为可控机构的广
泛应用开辟了道路；努力开展机构和机械动力学研究，以满足机械产品向高速度、高精度、高稳定性
方向发展的需要；大力推进机构学（机械原理）教学内容和体系的改革，着力培养学生创新设计能力
，满足21世纪人才的需要，如此等等。
上述多角度、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使中国机构学理论水平和学术水平总体上已处于世界先
进行列。
但是，在基础研究方面具有独创性和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还不够多。
同时，在对机构学研究成果进行实际应用方面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1.2 机械学的内涵及其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　　1.2.1 机械学的内涵　　机构学又称机构和机器理
论（简称机械原理）。
18世纪下半叶，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在英国产生了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大大促进了纺织机械、缝纫机械、农业机械、蒸汽机、内燃机等各类机械的产生和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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