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设计基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机械设计基础>>

13位ISBN编号：9787122057150

10位ISBN编号：7122057151

出版时间：2010-2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出版社

作者：高英敏，马璇　主编

页数：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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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设计基础>>

前言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职业教育面
临着“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宗旨、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专门
人才”的新任务。
高等职业教育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力量。
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国家进一步推行以就业为导向、继续实行多
形式的人才培养工程和推进职业教育的体制改革与创新，提出“职业院校要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不
断更新教学内容，合力调整专业结构”。
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件中，教育部明确指出
“课程建设与改革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高等职业院校要积极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发课程，根据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群）的任职要求，参照相
关的职业资格标准，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　　新时期下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变型也带来对人才需求和人才观的新变化。
大量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方法的不断涌现使得社会对新型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而以传
统学科式职业教学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才无论从数量、结构和质量都不能很好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的需要，而满足社会的需要才是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
在新形势下，进行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教学改革是职业教育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
改革现行的培养体系、课程模式、教学内容、教材教法，培养造就技术素质优秀的劳动者，已成为高
等职业学校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
　　针对上述情况，高职院校应大力进行课程改革和建设，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课程设计以职业能力培养为重点，与企业合作进行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与设计，充分体现职业性
、实践性和开放性的要求，重视学生在校学习与实际工作的一致性，有针对性地采取工学交替、任务
驱动、项目导向、课堂与实习地点一体化等行动导向的教学模式。
课程的教学内容来自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的实际工作过程，并以实际应用的经验和策略等
过程性知识为主。
以具体化的工作项目（任务）或服务为载体，每个项目或任务都包括实践知识、理论知识、职业态度
和情感等内容，是相对完整的一个系统。
在课程的“项目”或“任务”设置上，充分考虑学生的个性发展，保留学生的自主选择空间，兼顾学
生的职业发展。
　　为此，化学工业出版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二十所职业院校机械、电气、汽车三个专业的百余位
老师编写了这套“全国高职高专工作过程导向规划教材”，为推动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教学改革做了有
益的尝试。
　　在教材的编写思路上，我们积极配合新的课程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结合学校
和企业工业现场的设备，打破学科体系界限和传统教材以知识体系编写教材的思路，以知识的应用为
目的，以工作过程为主线，融合了最新的技术和工艺知识，强调知识、能力、素质结构整体优化，强
化设备安装调试、程序设计指导、现场设备维修、工程应用能力训练和技术综合一体化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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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基于工作过程导向式教学而编写的高职高专教改教材。
本书共分机械概论和9个学习情境，每个学习情境下包含若干学习单元。
学习情境1讲述机构的组成和结构分析：学习情境2讲述机械动力和传动参数设计：学习情境3—学习情
境7讲述机械传动零部件、轴系零部件、连接零部件、平面连杆机构、凸轮机构的分析与设计：学习
情境8讲述计算机辅助设计及机械总装设计；学习情境9为拓展学习情境，讲述机械调速及回转体平衡
等基本知识。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工科院校机械类、近机械类各专业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教材，也可供高等工科院
校相关专业师生使用，还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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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劳动保护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　当机械用于生产和生活时，确保使用者的安全舒适和
避免对环境的污染是设计者必须要考虑的基本问题。
因此，要保证机器的安全、环保和美观，设计时要按照人机工程学的观点合理设计，尽量采用可回收
循环利用的绿色设计技术，合理采用各种防护、报警、显示等附件装置。
0.3.2机械设计过程与设计内容　　机器的设计阶段是决定机器好坏的关键。
机器的设计过程一般包括产品计划设计阶段、方案设计分析阶段、技术设计阶段、技术文件编制及归
档几个阶段，各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大体如下。
　　（1）产品计划设计阶段在根据生产或生活的需要提出所要设计的新机器后，计划阶段只是一个
预备阶段。
在此阶段中应当对所设计的机器的需求情况做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明确机器应具备的功能和基本
的设计要求，最后形成设计任务书，作为本阶段工作的总结和下阶段设计工作的依据。
设计任务书大体应包括：机器的功能、市场应用前景分析；实现预定功能的原理框图；技术经济可行
性分析；主要设计任务和内容；完成设计任务的计划安排等。
　　（2）方案设计分析阶段　机器的功能分析，就是对机器的各种功能进行优化组合，确定功能参
数；拟定实现所需功能的各种工作原理和技术方案；对各种可行方案进行评价、分析和择优；对选定
方案画出技术原理图和机构运动简图；进行计算机模拟和仿真分析。
　　（3）技术设计阶段技术设计阶段的目标是产生总装配草图和部件装配草图。
通过草图设计确定出各部件及其零件的外形及基本尺寸，绘制零件工作图、部件装备图及总装图。
　　结构技术设计就是在方案设计的基础上，将抽象的运动简图转换成具体的技术结构图，并能按照
各种设计理论，保证机器在一定的工况条件下和运转时间内，具有正常的工作能力。
具体设计工作内容如下。
　　①机器的运动学设计。
根据确定的结构方案，确定原动机和主要构件的运动参数。
　　②机器的动力学设计。
根据机器结构和运动参数，计算各主要零件的载荷。
　　③零件的工作能力设计。
根据主要零件的具体工作情况，选择零件的材料，按照适当的工作能力准则对零件进行设计、校核，
决定零部件的基本尺寸。
零件常用的工作能力准则主要有强度、刚度、振动稳定性、寿命等。
　　④部件装配草图及总装草图设计。
根据已经定出的主要零部件的基本尺寸，设计出部件装配草图及总装草图，在此步骤中，需要很好地
协调各零件的结构及尺寸，全面地考虑所设计的零部件的结构工艺性，使全部零件有最合理的构形，
从而确定所有零件的结构形状和尺寸。
　　⑤应用虚拟样机仿真对设计进行验证，从而实现在设计阶段充分地评估设计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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