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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教材：机械设计基础》是根据教育部新制订的《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近
机类专业适用）》，在吸取国内高等学校近机类各专业近几年教育改革与创新经验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用以培养学生认识和了解机械系统的组成与结构、机械系统的功能和工作原理，掌握机械设计的基
本内容、基本要求和基本方法，具有设计简单机械与机械结构的能力。
　　《高等学校教材：机械设计基础》包括六篇十九章：概论；第一篇机构学基础及常用机构设计（
第一-三章）；第二篇机械零件的连接（第四-六章）；第三篇机械传动及设计（第七一十二章）；第
四篇轴系零、部件（第十三-十五章）；第五篇其他零、部件应用简介（第十六-十八章）；第六篇机
械系统方案设计（第十九章）。
　　《高等学校教材：机械设计基础》可作为高等学校近机类各专业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师生及工
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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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失效形式、设计准则及材料选择10.4 普通圆柱蜗杆传动的设计计算10.5 蜗杆和蜗轮的结构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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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精度的措施12.4 滚珠螺旋传动思考题及习题第四篇 轴系零、部件第五篇 其他零、部件应用简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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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7.3 弹性元件常用材料及其特点　　弹性元件由于其工作时往往要承受循环变载荷或冲击载荷，
因此，从保证弹性元件一定使用寿命和可靠性的要求出发，弹性元件的材料往往必须要有较高的弹性
极限和疲劳极限、足够的韧性和良好的热处理性能。
　　目前，常见弹性元件材料基本可以分为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两大类。
　　17.3.1 金属材料　　金属弹性材料大多采用合金，有铁合金、铜合金、镍合金、钴合金等，依据
获得弹性的方式可分为加工硬化、淬火硬化和弥散硬化三类。
　　1．加工硬化类　　退火状态塑性良好，通过成型后冷作硬化获得弹性，如黄铜、锡青铜、镍白
铜等。
其特点是制造简单、弹性差、滞后和后效现象较严重。
　　2．淬火硬化类　　通过成型后淬火加回火获得弹性，如碳钢、锰钢、铬钢、钒钢，特点是弹性
好、刚度较高，热处理时变形较大，不宜制造形状复杂的零件。
　　3．弥散硬化类　　通过淬火后再加工成型，最后经时效回火获得弹性。
弥散硬化类材料淬火后具有良好的塑性，弹性后效小，便于制造形状复杂的弹性元件，如铍青铜、锰
白铜等，特点是弹性高、弹性滞后和弹性后效小、便于制造复杂零件。
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很多新研制的恒弹性合金（弹性模量变化很小）和高弹性合金（比例极限高、耐
高温、耐腐蚀、低弹性后效，具有磁性和电导性）等特殊力学性能弹性材料，大多属于弥散硬化类材
料。
　　除以上材料外，也有用铝合金材料作弹性元件，其性质是弹性模量小、灵敏度较高、质量轻、易
加工、无需热处理，但强度一般较低、线膨胀系数大、耐蚀性差。
　　17.3.2 非金属材料　　制造弹性元件的非金展材料常见的有橡胶、石英、塑料、陶瓷和硅等。
　　1．橡胶和塑料　　橡胶和塑料的弹性模量很低，灵敏度高；但弹性模量的温度系数较大，并且
容易老化，主要用于要求刚度很小的弹性元件，如膜片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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