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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机械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
为市场提供优质高效、价廉物美的机械产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的需求，是机械
产品的设计目标。
机械产品的设计知识是机械类各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内容。
　　本书从整体的角度和系统的观点出发，较全面地叙述了机械系统的基本概念、性能要求、设计规
律、评价方法和典型结构，重点突出了工程设计的应用技术知识。
全书共分7章，第1章介绍了机械系统的概念、特征和组成，机械系统的基本要求、设计类型和设计过
程，以及机械系统设计的发展历程等，使读者对机械系统及设计知识具有一般性的了解和认识；第2
章介绍了机械系统总体设计的概念、一般设计过程和设计方法，主要包括总体设计的原则、原理方案
设计、方案评价、总体布置、主要技术参数的确定等内容；第3章较详细介绍了分级变速传动系统的
一般设计方法和特殊设计、无级变速传动系统设计以及传动系统结构设计等知识；第4章在简要叙述
执行系统一般概念和方案设计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应用较为广泛的执行轴机构和直线往复机构的相
关设计知识、技术数据和参考结构等；第5章介绍了支承系统的功能、类型、基本要求、设计过程、
静刚度和动态性能等，重点介绍了支承件的结构设计、材料与热处理、壁厚选择、结构工艺性等内容
；第6章叙述了控制系统与机械系统的关系、控制系统的一般性概念，重点介绍了与机械系统结构设
计直接相关的控制电动机和检测传感器、操纵机构设计以及操纵与人机工程学等方面知识；第7章介
绍了部分机械系统的实用设计知识，包括形态变换、关系变换、结构合理受力、强度设计、刚度设计
、精度设计、安全设计、降噪设计、绿色设计等内容。
在每章最后均配有一定数量的习题与思考题，以便于读者学习和复习。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有哈尔滨林业大学贾娜，黑龙江大学毕永利，沈阳理工大学纪玉杰，哈尔滨
商业大学刘义翔，哈尔滨理工大学段铁群、崔思海、胡乃文、陈永秋、葛江华、陈涛。
全书由段铁群提出体系框架和构思，段铁群、崔思海统稿。
段铁群任主编，崔思海、刘义翔任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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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整体的角度和系统的观点出发，较全面地叙述了机械系统的基本概念、性能要求、设计规律、
评价方法和典型结构，重点突出了工程设计的应用技术知识。
全书共分7章，内容包括绪论、总体设计、传动系统设计、执行系统设计、支承系统设计、控制系统
设计和机械系统实用设计技术。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机械类及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用书，也可供相关机械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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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准确科学地掌握某一客观事物的复杂性，除了需要研究该事物的内在性质和发展规律外，还
必须分析其与周围相关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
人类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逐渐形成了系统的概念。
　　系统是指具有特定功能的、相互间具有有机联系的许多要素所构成的一个整体，即由两个或两个
以上要素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特定功能的整体都称为系统。
系统的概念是对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现象的高度概括，它包括两重含义：其一，系统由相互联系的许多
要素构成；其二，系统要完成特定功能，就必然与环境发生关系。
　　系统由要素构成，所谓要素就是构成系统的各组成部分，离开了要素就谈不上系统。
要素是系统的基本成分，是系统存在的基础。
一般来说，系统的性质由要素决定，有什么样的要素，就有什么样的系统。
各种要素在系统内相互联系和作用，以一定的结构形成系统。
各种要素在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尽相同，有些要素处于系统的中心地位，支配和决定着整个系统
的行为，这些要素是中心要素；还有些要素处于系统中被支配、非中心的地位，被称为非中心要素。
系统的性质除了受各要素的影响外，主要取决于要素的结构。
结构的优劣由各要素之间的协调作用直接体现出来，优质的要素如果协调得不好，形成的结构可能不
是最优的；但质量差一些的要素，如果协调得好，则可能形成优异的结构，从而决定出较优的系统。
因此，处理好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的关系，对于系统的功能和性质至关重要，这也体现了设计的
重要意义。
　　系统要素的集合表现为具有固定的性质和作用。
从系统功能的角度来看，任何系统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硬把一个系统分割开，那么它将失
去原有的性质和作用。
系统在特定环境中发挥的作用称为系统的功能。
可以看出，系统与环境存在着密切联系。
一般把一个系统之外存在的所有其他事物统称为系统的环境。
系统存在于环境之中，环境是系统的外部条件。
环境影响着系统的行为，对系统的性质起着一定的支配作用。
　　值得强调的是一个系统是由若干个小的系统组成的，这些小的系统常称为子系统，子系统又是由
从属于它内部更小的子系统组成；而每一个系统本身又可以成为更大规模系统的组成部分。
例如，我们可以将一个柔性制造系统看成是一个系统，其中的各数控机床可以看成是子系统；也可以
将一台数控机床看成是一个系统，而将各零部件看成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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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内容丰富，体系完整，迎合现代机械系统的发展需求　　层次分明，重点突出，以点带面，符合
教学使用要求　　突出一般规律和方法，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实践性　　归纳了典型结构、公式和
数据，为工程设计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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