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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需要，满足我国高校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重
大转移阶段中社会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各类要求，探索和建立我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教研中心”）在承担全国教育科学“十五”国家规划课题
——“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组织全国100余所以培养
应用型人才为主的高等院校，进行其子项目课题——“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
新与实践”的研究与探索，在高等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标志
性成果，并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和配合下，推出了一批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的立体化教材，
冠以“教育科学‘十五’国家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2002年11月，教研中心在南京工程学院组织召开了“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
创新与实践”课题立项研讨会。
会议确定由教研中心组织国家级课题立项，为参加立项研究的高等院校搭建高起点的研究平台，整体
设计立项研究计划，明确目标。
课题立项采用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滚动立项的方式，分期分批启动立项研究计划。
为了确保课题立项目标的实现，组建了“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课
题领导小组（亦为高校应用型人才立体化教材建设领导小组）。
会后，教研中心组织了首批课题立项申报，有63所高校申报了近450项课题。
2003年1月，在黑龙江工程学院进行了项目评审，经过课题领导小组严格的把关，确定了首批9项子课
题的牵头学校、主持学校和参加学校。
2003午3月至4月，各子课题相继召开了工作会议，交流了各校教学改革的情况和面临的具体问题，确
定了项目分工，并全面开始研究工作。
计划先集中力量，用两年时间形成一批有关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等理论研
究成果报告和在研究报告基础上同步组织建设的反映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的立体化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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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系统设计》是根据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机械系统设计课程教学大纲编写的。
《机械系统设计》共分九章，内容包括绪论，机械系统设计总论，动力系统设计，执行系统设计，传
动系统设计，支承与导轨系统设计，控制系统设计，操纵系统设计，润滑及冷却系统设计。
《机械系统设计》以现代制造业中机械装备为典型机械系统，并兼顾其他一般机械系统，阐述机械系
统设计的特点和规律。
《机械系统设计》力求内容全面、实用，由浅人深，重点突出；每章开头有主要知识点和基本要求提
示，结尾有每章小结，并附有习题和思考题，便于自学。
《机械系统设计》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生的专业课教材，也可作为高职、电大、函大
、夜大、网大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的教材和其他机械类与近机械类专业本科生的教材，
并可供从事机电一体化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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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1.2载荷的确定　　在机械系统设计中，一般需先给定载荷。
它应根据具体工作机械要完成的功能来确定。
例如，在设计一台冲压机床时就要根据冲压零件的材料、品种、规格和生产率等来确定冲压机床的冲
压力或动力机功率的大小。
对于预先给定的载荷，有的在整个设计过程中不再变动；有的只是初步给定，在设计过程中需要调整
，甚至在机械制造出来后才能最终确定，这种情况在样机设计中会经常遇到。
　　在确定载荷时有的还需要考虑该产品制定的规格、系列和标准。
例如，冲压机床规定了冲压力的标准系列，起重机规定了起重量的系列标准等，它们都直接规定了设
计载荷的大小。
还有一些机械产品是以某些表征设备能力的特征结构尺寸作为系列标准。
例如，钢坯轧机以轧辊直径，挖掘机以铲斗容量等表示，这些结构尺寸实际上决定了工作载荷的大小
。
所以，设计人员在设计产品时，应该优先采用标准系列规定的载荷。
　　确定载荷通常有三种方法，即类比法、实测法和计算法。
　　1.类比法　　所谓类比法就是参照同类或相近的机械，根据经验或简单的计算确定所要设计机械
的载荷。
它主要用于载荷较难确定的情况或初步设计阶段。
例如，在设计一台新型起重机时，常因载荷复杂只能先根据同类型产品进行类比确定，当样机制造出
来后再进行实测确定。
类比法还可以用于不需要精确确定载荷的情况，特别是设计一些以传递运动为主的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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