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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在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间生产要素重组和产业转移加快的新形势下，
苏州作为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应利用有利的时机和条件加快发展。
要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就必须抓住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又一次历史机遇，正确驾驭其发展趋势，全面
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加强科技创新，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尤为重要的
是，要大力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在更高的平台上实现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新跨越。
苏州部分高校从21世纪对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出发，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面向21世纪教
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指示精神，组织有关专家、学者、教授编写了《现代机电技术丛书》，包括
《机电一体化原理及应用》、《产品创新设计》、《工程制图》、《工程力学》、《现代工程材料基
础》、《计算机集成制造》、《现代制造技术》、《先进电子制造技术》、《模具设计》、《模具制
造》、《液压与气动传动》、《传感器与检测技术》、《机电专业毕业设计指导》等，很有必要，颇
有价值。
我们相信，《现代机电技术丛书》的出版，必将对苏州地区乃至全国机电人才的培养以及机电工业的
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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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电一体化原理及应用》从机电一体化技术角度出发，系统地阐述了“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的原理、方法与应用。
并根据机电一体化产品设计过程中涉及到的内容，先后分别介绍了机电一体化设计基本原理及方法、
机电一体化系统数学模型、机械传动与驱动系统的设计、传感器与检测系统、继电接触控制系统设计
、可编程控制器原理及接口技术、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典型机电一体化系统与机电一体化系统综
合设计实例等。
　　《机电一体化原理及应用》不但可以作为机械工程、自动控制和工业工程管理等专业的教材，同
时也可作为机电一体化产品开发设计人员、产品制造人员、生产管理人员学习和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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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3.1结构设计的基本过程虽然结构设计的最终产品是工程图样，但它并不只是简单地进行具体
的设计制图。
现代技术产品的竞争焦点往往不是该产品的某种工作原理，而是其具有特色的先进技术指标。
在现代产品的设计中，后者显得越来越重要。
那种只需满足主要技术功能要求，只解决“有”、“无”的时代已过去了。
对产品质量的提高永无止境，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需求也在向个性化发展。
因此，优化结构设计的内容包括：设计零部件形状、数量、空间位置，选材，确定尺寸，进行各种计
算，按比例绘制结构方案总图等。
若有几种方案时需进行评价决策，最后选择最佳方案。
在进行计算时，可采用优化设计、可靠性设计、有限元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等多种现代设计方法。
在进行结构设计时，还要充分考虑现有的各种条件，如加工条件、现有材料、各种标准零部件、通用
件等。
结构设计是从定性到定量，从抽象到具体，从粗略到精细的设计过程。
对每个步骤的内容叙述如下：（1）设计任务书对结构设计的要求。
它一般包括：功率、转矩、传动比、生产率、连接尺寸、相互位置、耐腐蚀性、抗蠕变性、规定的工
件材料和辅助材料、空间大小、安装限制、制造和运输等方面。
（2）初步确定主要功能载体的结构。
主要功能载体是指承受主要功能的元件（即零件或部件），如减速箱中的齿轮和轴。
初步结构设计是指对这些零部件结构形状进行初步确定。
主要凭经验或粗略估算确定其几何尺寸和空间位置。
（3）初步确定辅助功能载体结构。
辅助功能是指支承、密封、联接、防松和冷却等。
如齿轮轴的轴承、输出输入轴的密封、箱体和端盖等。
辅助功能载体确定后，就可以确定初步的结构形式。
（4）检查主、辅助功能载体结构的相互影响及配合性，即结构形状、几何尺寸和空间位置是否相互
干涉，保证各部分结构之间合理的联系。
（5）详细设计主、辅功能载体结构，确定两种结构的零部件几何尺寸、相互位置等。
设计人员要充分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以及现代设计方法和手段，并要考虑成本，还要重视结构工艺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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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一体化原理及应用》：现代机电技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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