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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与崔振民、张让莘主编的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推荐教材《汽车机械基础》配套的教学
参考书。
本书每章包括目的要求、教材分析、学习方法指导、典型题例分析及习题等内容。
、但对于不同的章节，由于内容的不同，内容前后的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在各部分内容的编写层次
上会有所差别。
我们根据《汽车机械基础》教材的内容和自己多年来的教学经验，对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提出了
教与学的目的要求，对教材的内容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指导性的教学和学习方法，补充了一些习题，
并对一些典型的题目进行解答分析。
在使用本书时，教师和学生要结合教材进行阅读，以达到巩固所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效率的
目的。
然而，教无定法，学无章循，不同的教师和学生可能会有自己的教与学的有效方法。
本书是我们在教学中的一些经验和体会，只是提供一些参考。
本书采用出版物短信防伪系统，用封底下方的防伪码，按照本书最后一页“郑重声明”下方的使用说
明进行操作，可查询图书真伪并可赢得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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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汽车机械基础学习指导与练习》是与崔振民、张让莘主编的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推荐
教材《汽车机械基础》配套的教学参考书。
编排顺序与主教材一致，每章包括目的要求、教材分析、学习方法指导、典型题例分析及习题等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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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工程力学第一章 静力学基础一、目的要求二、教材分析三、学习方法指导四、习题第二章 平
面汇交力系一、目的要求二、教材分析三、学习方法指导四、习题第三章 力矩与平面力偶系一、目的
要求二、教材分析三、学习方法指导四、习题第四章 平面任意力系一、目的要求二、教材分析三、学
习方法指导四、习题第五章 摩擦一、目的要求二、教材分析三、学习方法指导四、习题第六章 刚体
定轴转动一、目的要求二、教材分析三、学习方法指导四、习题第七章 材料力学基础一、目的要求二
、教材分析三、学习方法指导四、习题第二篇 液压传动第八章 液压传动基本概念一、目的要求二、
教材分析三、学习方法指导四、典型题例分析及习题第九章 压力控制回路及其主要元件一、目的要求
二、教材分析三、学习方法指导四、典型题例分析及习题第十章 速度控制回路及其主要元件一、目的
要求二、教材分析三、学习方法指导四、典型题例分析及习题第十一章 方向控制回路及其主要元件一
、目的要求二、教材分析三、学习方法指导四、典型题例分析及习题第十二章 典型液压系统实例一、
目的要求二、教材分析三、学习方法指导四、典型题例分析及习题第十三章 液压系统的维护和常见故
障的排除一、目的要求二、教材分析三、习题第三篇 汽车材料第十四章 汽车常用金属材料一、目的
要求二、教材分析三、学习方法指导四、典型题例分析及习题第十五章 汽车运行材料一、目的要求二
、教材分析三、学习方法指导四、典型题例分析及习题第四篇 机械零件第十六章 平面连杆机构一、
目的要求二、教材分析三、学习方法指导四、典型题例分析及习题第十七章 凸轮机构一、目的要求二
、教材分析三、学习方法指导四、典型题例分析及习题第十八章 连接一、目的要求二、教材分析三、
学习方法指导四、典型题例分析及习题第十九章 带传动和链传动一、目的要求二、教材分析三、学习
方法指导四、典型题例分析及习题第二十章 齿轮传动和蜗杆传动一、目的要求二、教材分析三、学习
方法指导四、典型题例分析及习题第二十一章 轴和轴承一、目的要求二、教材分析三、学习方法指导
四、典型题例分析及习题第二十二章 联轴器和离合器一、目的要求二、教材分析三、学习方法指导四
、典型题例分析及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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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4.静力学公理静力学的四个公理概括了力的一些基本性质，或者说总结了力对物体作
用的最基本规律，是建立静力学理论的基础。
每一个公理都有其独立性，但它们之间又是相互关联和补充的，应该理解透彻，并能灵活运用。
公理1（力的平行四边形公理）表明了静力学最基本的力系简化规律，阐述了在最简单情况下，合力
与分力之间的关系，是力系合成和分解的基础。
公理2（二力平衡公理）阐明了静力学最简单力系平衡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是研究力系平衡的基础。
公理3（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公理）揭示了静力学最基本的矛盾，阐明了力是两个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以及力在物体之间的传移关系，是研究由若干个物体所组成的物体系统平衡问题的基础。
但必须注意与公理2的区别。
公理4（加减平衡力系公理）阐明了任意力系等效替换的条件，以达到将原力系简化的目的。
它是力系简化的基础。
利用二力平衡公理和加减平衡力系公理可以方便地得到推论——力的可传性原理。
不过要注意，力的可传性不会改变力对物体的外效应，但会改变力对物体的内效应。
也就是说，力的可传性原理只适用于刚体而不适用于变形体。
5.约束与约束反力（1）约束限制某物体运动的其他物体称为该物体的约束。
工作中常见的典型约束有柔体约束、光滑面约束、铰链约束和固定端约束。
（2）约束反力约束对物体的作用实质上就是力的作用，约束作用在物体上的力称为约束反力。
约束反力的作用点是约束与物体的接触点，约束反力的方向必然与约束阻碍物体运动的方向相反。
约束反力以外的力称为主动力。
（3）静力学在工程技术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常常需要在对各种工程结构的构件或机械零件进行受力
分析的基础上，应用平衡条件求出未知力，作为构件强度和刚度等计算的依据。
这些未知力大多表现为约束反力。
因此要正确理解约束和约束反力的定义，掌握确定约束反力作用点、方位和指向的原则，特别注意掌
握柔体约束、光滑面约束、铰链约束的约束反力方向是怎样分析和确定的。
有的约束反力的方位和指向都是确定的，如柔体约束和光滑接触面约束，其约束反力的方位和指向都
应准确画出。
有的约束只能确定约束反力作用线的方位，而指向不能预先确定，如活动铰链支座和二力构件。
有的约束反力作用线的方位和指向都不能确定，如铰链约束、固定铰链支座，其约束反力常用相互垂
直的两个分力表示。
必须重视和熟练掌握各种约束的性质，这样才能正确分析出约束反力的方向或作用线的方位，从而正
确地用约束反力来代替约束对物体的作用，这是对物体进行受力分析并正确画出物体受力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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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汽车机械基础学习指导与练习》编辑推荐：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推荐司配套用书，中等职
业学校汽车运用于维修专业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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