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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推动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为推动职业教育的改革，以就业为导向，采用工学结合、行为导向和任务驱动等模式，培养高技能的
复合型人才。
本书编者广泛收集了近年来各院校在本门课程的教学改革成果，广泛征求了企业、相关科研院所和已
毕业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反馈意见，适应新技术发展，满足教学要求，编写了本教材。
有以下特点：　　1．将液压传动和气动控制技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降低了它的理论难度和学习难
度。
　　2．将电气控制技术引入到本教材中，通过本教材的学习，达到既能设计和分析液压与气动系统
的机械部分（回路），又能完成对它的电气控制部分设计与分析，满足现代企业对机电一体化复合人
才的需要。
　　3．以应用为目的，重点突出，内容全面。
从基础理论到常用元件，从基本回路到典型系统，从工作原理分析，到系统设计应用，处处体现立意
创新，突出职业教育改革的最新特色。
　　4．根据专业培养目标，以职业岗位技能要求、规范为出发点，知识以“必须、够用”为度，理
论分析重定性、轻定量，突出应用、突出创新，着重反映基本原理在现代工业中上的应用，以典型的
数控机床等现代机电设备为系统实例，配以相关综合训练题，突出应用能力的培养，激发学生的创新
意识。
　　5．本书汇编了部分液压与气动技术的最新成果，便于读者自学。
本书共分8章，适用于60～80学时的教学，教师可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实训设备，进行内容取舍。
　　本书所涉及的设计计算方法、名词术语及标准均采用国家最新标准。
　　因编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 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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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液压传动和气动控制技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将电气控制技术引入到本教材中，满足现代企
业对机电一体化复合人才的需要。
内容包括：液压与气压传动基础、液压与气动动力装置、执行元件、控制元件、基本回路、液压与气
动辅件、典型液压与气动系统分析和液压传动系统与气动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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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液压与气动动力装置　　2.1概述　　1.动力装置的组成　　动力装置有两大类，即液压动力
装置和气源装置。
液压动力装置用来向液压系统输送具有一定压力和流量的清洁的工作介质；而气源装置则向气动系统
输送一定压力和流量的洁净的压缩空气。
液压动力装置可以是和主机分离的单独的液压泵站，也可以是和主机一起的液压泵组；而气源装置一
般都是单独的。
　　液压泵站一般由泵、油箱和一些液压辅件（过滤器、热交换器、蓄能器、管件等）组成，这些辅
件是相对独立的，根据系统不同的要求进行取舍；气源装置由空压机、压缩空气的净化设备（后冷却
器、油水分离器、储气罐、干燥器等）、气动三联件（分水过滤器、油雾器和减压阀）组成，还有一
些必要的辅件，如自动排水器、消声器等。
　　2.对动力装置的基本要求　　①动力装置外观应与主机协调。
　　②动力装置上所装元件的排列布置应匀称，调节或维护应方便，更换元件容易。
　　③动力装置应节能，在系统不需要高压流体时，动力装置应卸荷或采取其他节能措施。
　　④动力装置应工作平稳，产生振动小，噪声小，噪声水平应符合有关规定。
　　⑤和电气、电子控制结合使用时，能远程控制动力装置以符合主机对所需的工作参数（压力、流
量等）变化的要求。
　　⑥动力装置工作高度可靠，可采用过载保护或其他适当的措施确保其工作可靠。
　　⑦一般情况下，动力装置应尽量采用标准的元件组合而成，万不得已时才进行个别元件的单独设
计。
　　⑧动力装置应减小泄漏，因工作液的泄漏，不仅浪费能源，而且污染环境。
　　⑨对工作介质的温度必须进行严格的监控，因传动和控制的特性和介质的温度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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