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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高等学校工科本科机械设计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及教育部组织实施的“高等教育面
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要求，并结合我校工科机械基础课程教学基地建设和教学
改革实践经验编写而成的。
　　本书的编写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以培养学生的综合机械设计能力为主线，以机械设计
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设计计算方法为主要内容，强调整机设计的概念和在工程设计中的应用
，重视培养学生的总体方案设计能力和结构设计能力。
　　（2）正确处理传统教学内容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适度地反映一些本领域中的新知识、新理
论和新方法。
　　（3）采用最新的国家标准和规范。
　　（4）精心设计思考题与习题，便于学生复习、巩固相关的内容。
　　由宋宝玉、王黎钦任主编，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宋宝玉（第一、二、十五章）、王黎钦（第三
、五章），古乐（第四、八章），吴伟国（第六、七章），张锋（第九、十二章），曲建俊（第十、
十一章），高海波（第十三、十四章），全书由张锋负责文稿及图表的整理。
　　本书由清华大学吴宗泽教授主审，他对本书进行了仔细的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设计系的许多老师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王连明教授，他对全
书进行了多次审查，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
他们的工作都为提高本书质量起了很大作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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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设计》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根据《高等学校工科本科机械设计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培养学生的综合机械设计能力为主线
，以机械设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设计计算方法为主要内容，突出了设计性、实践性和综合
性的特点。
　　《机械设计》共15章，内容包括绪论，机械设计概论，螺纹连接，其他常用连接，带传动，齿轮
传动，蜗杆传动，其他常用传动，轴，滚动轴承，滑动轴承，联轴器、离合器及制动器，弹簧，机架
零件及机械传动系统方案设计等。
　　《机械设计》主要用做高等工科学校机械类专业教材，也可供其他相关专业师生和工程技术人员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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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总体方案设计　　总体方案设计是最能体现机械设计具有多个解（方案）的特点和创新精神的
设计阶段，设计时应根据设计任务书的规定，本着技术先进、使用可靠、经济合理的原则，拟订出几
种能够实现机械功能要求的总体方案。
然后就功能、尺寸、寿命、工艺性、成本、使用与维护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择优选定一种总体方案
。
　　设阶段的设计内容有：对机械功能进行设计研究，确定工作机的运动和动力参数，拟订从原动机
到工作机的传动系统方案，选择原动机，绘制整机的机构运动示意图，并判断其是否有确定的运动，
初步进行运动学和动力学的分析，确定各级传动比和各轴的运动和动力参数，合理安排各个零部件间
的相互位置等。
　　3.技术设计　　根据总体设计方案的要求，对其主要零部件进行工作能力计算，或与同类相近机
械进行类比，并考虑结构设计上的需要，确定主要零部件的几何参数和基本尺寸。
然后，根据已确定的结构方案和主要零部件的基本尺寸，绘制机械的装配工作图、部件装配图和零件
工作图。
在这一阶段中，设计者既要重视理论设计计算，更要注重结构设计。
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现代机械设计理论也被广泛采用，如优化设计、可靠性设计、有限元计
算等，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设计质量。
　　4.编制技术文件　　’　　在完成技术设计后，应编制技术文件，主要有设计计算说明书、使用
说明书、标准件明细表等，这是对机械进行生产、检验、安装、调试、运行和维护的依据。
　　5.技术审定和产品鉴定　　组织专家和有关部门对设计资料进行审定，认可后即可进行样机试制
，并对样机进行技术审定。
技术审定通过后可投入小批量生产，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实践后再作产品鉴定，鉴定通过后即可根据
市场需求组织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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