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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自2004年出版以来，已经陆续重印十余次，总计4万余册，得到了广泛认可。
2007年荣获首届中国电子教育学会职业教育优秀教材三等奖，2008年根据读者反馈做了第2版修订。
近几年创建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工作蓬勃开展，编者所在学院作为国家首批28所示范高职院校已
验收合格。
在几年的建设过程中，编者积累了一些经验，对《汽车机械基础》这门课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
对该教材的内容编写有了新的体会；另外在几年的使用过程中也发现了前两版教材的某些不足之处，
最主要的一点是，机械制图为学生必须掌握的重要基本技能之一，受篇幅所限，内容过于简单，故希
望这部分内容能单独编写教材；同时也由于近几年我国的相关国家标准有了较大更新变动，因此我们
决定对该教材进行修订。
　　本书在编写之初，就是从高职高专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总目标出发，以强化应用、培养技能为
重点，与工程实际紧密结合。
本次修订时继续保持以上特色，并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1）将第一篇“机械识图”内容去除；
　　（2）其余部分在结构及排序上没有做根本性变动，保持第1版的框架不变，保持其体系的连续性
；　　（3）全面贯彻国家最新标准，如材料的标准、名词术语、符号及单位等，所有内容按照最新
国家标准进行了更新；　　（4）更正了前两版中存在的错误，全书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调整。
　　本书有着广泛的适用性，主要面向高职高专院校，可作为汽车运用与维修类专业的技术基础课教
材，也可作为机电、模具、近机类专业技术基础课参考教材，同时也适用于继续教育教学以及机械类
尤其是汽车从业人员的技术参考书。
　　本书修订工作具体分工为：第1～3章由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侯子平老师修订；第4～6章和第14
～16章由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朱秀琳老师修订；第7～13章由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叶钢老师修订。
全书由朱秀琳老师担任主编并统稿。
　　在本书编写、修订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资料和文献，在此对原作者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不妥之处仍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2年6月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汽车机械基础>>

内容概要

　　《高等职业院校国家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规划教材·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汽车机械基
础（第3版）》是根据高等职业教育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方案，紧密结合汽车运
用与维修领域的职业需求进行内容组织和编写的。
　　《高等职业院校国家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规划教材·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汽车机械基
础（第3版）》共分为五篇：互换性与测量技术、汽车工程材料、汽车机构分析、汽车常用传动机构
及零件的强度计算和液压传动。
具体介绍尺寸公差与配合、几何公差、表面粗糙度、检测技术基础；工程材料的性能与热处理方法、
汽车上常用的金属和非金属材料；汽车中用到的静力学、运动学、动力学知识；常用机械与汽车机构
的工作原理、受力与运动分析；汽车常用零件及结构的认识；液压传动的基本元件、基本回路与典型
汽车液压系统。
　　本书可作为高职院校汽车运用与维修类专业的技术基础课教材，也可作为汽车从业人员的技术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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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第1章 尺寸公差与配合1.1 互换性及其作用1.2 公差与配合的基本术语及定
义1.2.1 孔和轴1.2.2 尺寸1.2.3 偏差、尺寸公差及公差带1.2.4 配合1.2.5 配合制1.3 公差与配合标准1.3.1 标
准公差系列1.3.2 基本偏差系列1.4 国标规定的公差带与配合1.5 尺寸公差与配合的选用1.5.1 基准制的选
择1.5.2 标准公差等级的选用1.5.3 配合的选用1.5.4 一般公差线性尺寸的未注公差1.6 常用测量器具及使
用1.6.1 游标示值量具1.6.2 螺旋测微量具1.6.3 指示式量具1.6.4 工件尺寸检验的验收方法思考与练习第2
章 几何公差2.1 概述2.1.1 几何公差特征符号2.1.2 几何要素及其分类2.1.3 几何公差的注法2.2 形状公差与
形状误差2.2.1 形状公差与公差带2.2.2 轮廓度公差与公差带2.2.3 形状误差的检测及评定2.3 方向公差与
方向误差2.3.1 方向公差与公差带2.3.2 基准2.3.3 方向误差的检测与评定2.4 位置公差与位置误差2.4.1 位
置公差与公差带2.4.2 位置误差的检测与评定2.5 跳动公差与跳动误差2.5.1 跳动公差与公差带2.5.2 跳动
误差的检测与评定2.6 几何公差的选用2.6.1 术语及定义2.6.2 公差原则2.6.3 几何公差的选择思考与练习
第3章 表面粗糙度3.1 概述3.2 表面粗糙度的术语及评定参数3.2.1 术语及定义3.2.2 表面粗糙度的评定参
数3.3 表面粗糙度选用与标注3.3.1 表面粗糙度参数的选用3.3.2 表面粗糙度参数值的选用3.3.3 表面粗糙
度的标注3.3.4 表面粗糙度符号、代号在图样上的标注示例3.4 表面粗糙度轮廓参数的检测3.4.1 表面粗
糙度轮廓参数的测量方法3.4.2 表面粗糙度轮廓参数检验的简化程序思考与练习第二篇 汽车工程材料
第4章 金属材料的性能4.1 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4.1.1 强度4.1.2 刚度和弹性4.1.3 塑性4.1.4 硬度4.1.5 冲击韧
性4.1.6 疲劳强度4.2 金属材料的工艺性能4.2.1 铸造性能4.2.2 焊接性能4.2.3 切削加工性能4.2.4 压力加工
与锻压性能4.2.5 金属的热处理性能思考与练习第5章 铁碳合金5.1 金属及合金的构造与结晶5.1.1 纯金属
的构造与结晶5.1.2 合金的构造与结晶5.2 铁碳合金相图5.2.1 铁碳合金的基本组织5.2.2 铁碳合金相图5.3 
碳素钢5.3.1 碳素钢的分类5.3.2 碳素钢的牌号、性能及主要用途5.4 合金钢5.4.1 合金结构钢5.4.2 特殊性
能钢5.5 铸铁5.5.1 铸铁的石墨化5.5.2 铸铁种类5.6 金属材料的热处理5.6.1 钢在加热、冷却时的组织转
变5.6.2 钢的退火与正火5.6.3 钢的淬火与回火5.6.4 钢的表面热处理思考与练习第6章 非铁金属与非金属
材料6.1 非铁金属及其合金6.1.1 铝及铝合金6.1.2 铜及铜合金6.1.3 滑动轴承合金6.1.4 其他非铁合金6.2 非
金属材料6.2.1 高分子材料6.2.2 陶瓷材料6.2.3 复合材料6.3 零件的失效与典型汽车零件用材6.3.1 零件的
失效6.3.2 典型汽车零件用材思考与练习第三篇 汽车机构分析第7章 机构的组成及汽车常用机构7.1 机构
的组成与运动简图7.1.1 机构的组成7.1.2 运动副及其分类7.1.3 机构运动简图7.1.4 机构具有确定运动的条
件7.2 平面连杆机构7.2.1 概述7.2.2 铰链四杆机构的基本类型7.2.3 铰链四杆机构的演化机构7.2.4 铰链四
杆机构的基本性质7.3 凸轮机构7.3.1 凸轮机构的组成与特点7.3.2 凸轮机构的分类7.3.3 凸轮机构从动件
的运动规律7.4 间歇运动机构与螺旋机构7.4.1 棘轮机构7.4.2 螺旋机构7.5 轮系7.5.1 轮系的分类7.5.2 定轴
轮系传动比的计算7.5.3 周转轮系的组成和分类7.5.4 周转轮系传动比的计算思考与练习第8章 物体的受
力分析8.1 基本概念和物体的受力分析8.1.1 基本概念8.1.2 约束和约束反力8.1.3 受力分析——画受力
图8.2 平面汇交力系8.2.1 平面汇交力系的合成与平衡——几何法8.2.2 平面汇交力系的合成与平衡——
解析法8.3 力对点之矩、力偶8.3.1 力对点之矩力矩8.3.2 力偶及平面力偶系的合成与平衡8.4 平面任意力
系8.4.1 力线平移定理8.4.2 平面任意力系的平衡方程8.5 摩擦8.5.1 滑动摩擦8.5.2 滚动摩擦的概念思考与
练习第9章 平面机构运动分析与回转零件平衡9.1 平面机构运动分析9.1.1 平面运动的概念9.1.2 平面运动
的分解9.2 回转零件的平衡思考与练习第四篇 汽车常用传动机构及零件的强度计算第10章 构件受力变
形及其应力分析10.1 基本概念10.1.1 强度、刚度与稳定性的概念10.1.2 构件受力和变形的种类10.2 轴向
拉伸和压缩10.2.1 轴向拉伸和压缩时的内力与应力10.2.2 材料在拉伸和压缩时的力学性能10.2.3 拉伸与
压缩时的强度条件10.3 剪切和挤压10.3.1 剪切的实用计算10.3.2 挤压的实用计算10.4 扭转10.4.1 扭转的概
念、外力偶矩和扭矩的计算10.4.2 圆轴扭转时的应力10.4.3 扭转强度条件和刚度条件10.5 梁的对称弯
曲10.5.1 对称弯曲的特点和梁的基本类型10.5.2 弯曲内力10.5.3 弯曲时的正应力10.5.4 弯曲正应力强度条
件10.5.5 弯曲刚度条件10.6 组合变形时的强度计算10.6.1 拉伸压缩与弯曲的组合变形10.6.2 弯曲与扭转
的组合变形思考与练习第11章 带传动与齿轮传动11.1 带传动11.1.1 V带传动的类型和特点11.1.2 普通V
带与带轮的结构、型号11.1.3 带传动的弹性滑动及其传动比11.1.4 V带的安装与张紧装置11.2 齿轮传
动11.2.1 齿轮传动的特点与分类11.2.2 渐开线齿轮11.2.3 直齿圆柱齿轮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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