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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新教材，经中等职业教育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
本书是依据教育部2009年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机械基础教学大纲”，并参照相关的最新国家职业技
能标准和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规范中的有关要求编写而成的。
本书是中等职业学校机械基础课程（多学时）教材，编写过程中贯彻“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
”的职教理念，吸收企业技术人员参与教材编写，紧密结合工作岗位；选取的案例贴近生活、贴近生
产实际；将创新理念贯彻到内容选取、教材体例等方面。
　　本书可供中等职业学校加工制造类等7个专业大类46个专业（170余个工种）的机械基础课程教学
使用。
　　本书坚持新大纲对“课程教学目标”的定位，在编写时努力贯彻教学改革的有关精神，严格依据
新教学大纲的要求，努力体现以下特色：　　1.综合化与模块化兼顾，突出应用性和实践性　　本书
在编写时按教学大纲要求，加大基础内容综合力度，对于选学内容采取模块结构。
教材内容的取舍，体现以生产实际为依据，突出应用性；以技能培养为主线，突出实践性，渗透“产
业、行业、企业、职业、实践”5个要素，突出职业教育特点。
　　2.工作过程与认识过程兼顾，突出科学性和适用性　　为了达到“做中学、做中教”，教材力争
反映工作过程的规律；为了起到循序渐进、举一反三的效果，同时遵循认识过程的规律。
在机械传动章节中，从运行应用的角度分析传动及传动零件的技术参数，按照工作过程形成“安装、
运行、润滑、维护”主线。
这样既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又有助于学生对某些抽象而枯燥的技术参数的理解和认识。
本书充分体现新技术、新材料、新标准、新规范、新产品。
　　3.主教材与配套资源兼顾，突出连续性和灵活性　　主教材与配套教学资源统筹规划，在主教材
出版后，以编写团队为主创，配套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包括《机械基础练习册》（多学时，附题库
光盘）和《机械基础教学指导》（附光盘），并提供了包括网络课程、电子教案、多媒体课件、多媒
体素材库、习题库等网上教学资源。
从而达到延伸课程教学时间、拓展课堂教学空间、自我检测和评价学习效果的作用，使机械基础课程
的教学更加生动、活泼，更为连续、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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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基础（多学时）》是依据教育部2009年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机械基础教学大纲”，并参
照相关的最新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规范中有关要求编写而成的。
　　《机械基础（多学时）》主要内容包括机械零件的精度，杆件的静力分析，直杆的基本变形，工
程材料，连接，常用机构，机械传动，支承零部件，机械的节能环保与安全防护，气压传动与液压传
动等。
与《机械基础（多学时）》配套研发了机械基础课程立体化、集成化教学资源，主要有《机械基础练
习册》（多学时，附题库光盘）和《机械基础教学指导》（附光盘），并提供了包括网络课程、电子
教案、多媒体课件、多媒体素材库、习题库等丰富的网上教学资源。
　　《机械基础（多学时）》用中职学生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实现教学意图，内容以应用为主线，将
相关学科内容有机结合，综合化程度高；机械零件插图大多采用精美的三维立体渲染图和实物照片替
代了传统的二维平面投影线条图，清晰易懂；提供了大量教学案例，易于实现“做中学、做中教”。
　　《机械基础（多学时）》附学习卡／防伪标，利用《机械基础（多学时）》封底所附学习卡账号
，按照《机械基础（多学时）》最后一页“郑重说明”下方使用说明，《机械基础（多学时）》可作
为中等职业学校对机械基础多学时要求的机械大类专业基础课程教材，也可作为岗位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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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节 机械的组成第二节 机械零件的材料、结构和承载能力第三节 机械零件的摩擦、磨损和润
滑第四节 本课程的学习任务和要求本章小结第一章 机械零件的精度第一节 极限与配合第二节 几何精
度本章小结思考题第二章 杆件的静力分析第一节 力的概念与基本性质第二节 力矩、力偶与力的平移
第三节 约束、约束反力、力系和受力图的应用第四节 平面力系的平衡方程及应用本章小结思考题第
三章 直杆的基本变形第一节 直杆轴向拉伸与压缩时的变形与应力分析第二节 拉伸与压缩时材料的力
学性能第三节 直杆轴向拉伸与压缩时的强度计算第四节 连接件的剪切与挤压第五节 圆轴的扭转第六
节 直梁的弯曲及组合变形第七节 压杆稳定、交变应力与疲劳强度本章小结思考题第四章 工程材料第
一节 金属材料的性能第二节 黑色金属材料第三节 铁碳合金状态图分析第四节 钢的热处理第五节 有色
金属材料第六节 非金属材料第七节 材料选择及运用本章小结思考题第五章 连接第一节 键连接与销连
接第二节 螺纹连接第三节 弹性连接第四节 联轴器与离合器本章小结思考题第六章 常用机构第一节 构
件、运动副与平面机构第二节 平面四杆机构第三节 凸轮机构第四节 间歇运动机构本章小结思考题第
七章 机械传动第一节 带传动第二节 链传动第三节 齿轮传动第四节 蜗杆传动第五节 齿轮系与减速器本
章小结思考题第八章 支承零部件第一节 轴第二节 滑动轴承第三节 滚动轴承本章小结思考题第九章 机
械的节能环保与安全防护第一节 机械润滑常识第二节 机械密封常识第三节 机械环保与安全防护常识
本章小结思考题第十章 气压传动与液压传动第一节 气压传动与液压传动的基本常识第二节 气压传动
的应用第三节 液压传动的应用本章小结思考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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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材料的选用原则　　选择材料时主要考虑使用要求、工艺要求和经济性。
　　（1）使用要求，使用要求包括零件的工作和受载的情况，对零件尺寸和质量的限制，零件的重
要程度等。
工作情况指零件所处的环境，如介质、温度及摩擦性质。
受载情况指载荷大小和应力种类。
如果零件尺寸取决于强度，且尺寸和质量又有所限制时，则应选用强度较高的材料；如果零件尺寸取
决于刚度，则应选用弹性模量较大的材料；如果零件的接触应力比较高，如齿轮和滚动轴承，则应选
用可进行表面强化处理的材料；如果零件表面相对滑动性能要求较高，则应选用减摩性和耐磨性好的
材料；在高温下工作的零件，应选用耐热材料；在腐蚀介质中工作的零件，应选用耐腐蚀的材料等。
　　（2）工艺要求，工艺要求包括铸造性能、锻造性能、焊接性能、切削加工性能、热处理性能等
。
结构复杂的箱体类零件，宜采用铸造毛坯；重要的轴类和盘类零件，宜采用锻造毛坯；需要进行热处
理的零件，宜采用合金钢；需要进行焊接的零件，宜采用低碳钢等。
　　（3）经济性经，济性首先表现为材料的相对价格，还与生产批量、供应条件等有关。
当单件或小批生产时，尽可能不采用铸造和模锻等工艺，推荐焊接结构，尽量利用库存材料或采用代
用材料；对零件的不同部位要求有所区别时，可以用普通材料并对局部进行强化处理，还可采用不同
材料的组合式结构，如蜗轮齿圈采用青铜而轮芯采用铸铁，铸造锡基和铅基轴承合金只用作滑动轴承
中双金属轴瓦的减摩层等；质量不大的零件要重视加工工艺，因为加工费用可能大于材料费用；尽量
减少同一机械中所用材料的品种；尽可能少用价格较高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多用碳钢和铸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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