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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本带指导性的手册，主要回答设计人员在机械零部件设计中
遇到的实质性与关键性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并介绍有关的参考资料，
尤其是一般手册或教材中不易找到的资料。
它对整个零部件设计的全过程
尽量给出一个概貌，同时又对具体的设计给予定量的指导，并把重点放在
使用面较广的通用零部件上。
其中某些部分如摩擦、磨损和润滑，密封，
变速箱，离合器，制动器，焊接，铆接，楔联接，粘接，飞轮，导轨，机
架零件，管路系统设计，则是由于设计中需要而一般手册中资料较少而加
入的。
本书共34章，均由有丰富经验的专家执笔。
内容丰富，资料可
靠，是工厂、科研院所的设计研究人员和高等工科院校有关专业师生的良
好参考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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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零部件手册--造型.设计.指南>>

2.6.1.9防止在零件上通过寄生电流
2.6.2提高零部件耐磨性的工艺措施
2.6.2.1提高抗磨料磨损、表面疲劳
磨损、冲蚀磨损能力的工艺措施
2.6.2.2提高抗粘着磨损能力的工艺措施
2.6.2.3提高抗腐蚀磨损能力的工艺措施
2.6.3提高零部件耐磨性的运行措施
2.6.3.1对机器进行跑合
2.6.3.2机器的运行条件与工作制对
零件磨损的影响
2.6.3.3零件的极限磨损量与寿命
2.7磨损形式的鉴别与摩擦和磨损的试验
2.7.1磨损形式的鉴别
2.7.2摩擦和磨损的试验
2.7.2.1润滑剂的抗胶合能力试验机
2.7.2.2材料副的磨损试验
2.7.2.3磨损量的测量
参考文献
第3章 润 滑
3.1润滑剂的种类与特点
3.1.1液体润滑剂
3.1.1.1润滑油
3.1.1.2乳化液
3.1.1.3水
3.1.2润滑脂
3.1.2.1润滑脂的主要质量指标及其在
使用上的意义
3.1.2.2常用润滑脂简介
3.1.3固体润滑剂
3.1.4气体润滑剂
3.1.5抗咬死剂
3.2润滑剂的选择
3.2.1润滑油的选择
3.2.2润滑脂的选择
3.3润滑方式
3.3.1润滑油的润滑方式
3.3.2润滑脂的润滑方式
3.4润滑剂的补充与更换
3.4.1润滑脂的补充与更换
3.4.2润滑油的补充与更换
3.5注意润滑剂性能在运行中的变化
参考文献
第4章 密 封
4.1概论
4.2静密封
4.2.1概论
4.2.2垫片密封的类型及选择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零部件手册--造型.设计.指南>>

4.2.3垫片设计的最小有效压紧压力
值Y和垫片系数m
4.2.4法兰连接密封
4.2.5管道联接密封
4.2.6高压设备密封
4.2.7特殊工况下的静密封
4.2.8金属空心O形圈密封
4.2.9密封胶
4.3填料密封
4.3.1软填料密封
4.3.2成型填料
4.3.3油封
4.3.4防尘密封
4.3.5硬填料密封
4.4机械密封
4.4.1机械密封的工作原理
4.4.2机械密封与填料密封的比较
4.4.3机械密封的分类与结构
4.4.4机械密封设计计算
4.4.5机械密封主要零件的设计
4.4.6机械密封的材料
4.4.7机械密封的润滑、冲洗和冷却
4.4.8特殊工况下的机械密封
4.4.9全液膜（受控膜）润滑密封
4.4.10机械密封标准和技术条件
4.5非接触型密封
4.5.1迷宫密封
4.5.2螺旋密封
4.5.2.1螺旋密封的类型和工作原理
4.5.2.2单螺旋密封的计算
4.5.2.3紊流工况及封液选择
4.5.2.4粘滞密封的应用和优缺点
4.5.3迷宫螺旋密封
4.5.4间隙密封
4.5.5磁流体密封
参考文献
第2篇 传 动
第5章 传动方式的比较与选择
5.1机械传动与其他传动的特点、性能及适用场合
5.1.1机械传动
5.1.1.1啮合传动
5.1.1.2摩擦传动
5.1.2流体传动
5.1.2.1流体静力传动
5.1.2.2流体动力传动
5.1.2.3气压传动
5.1.3电力传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零部件手册--造型.设计.指南>>

5.2传动的选择
5.2.1传动比
5.2.1.1传动比可变的传动
5.2.1.2传动比固定的传动
5.2.1.3产生直线运动的传动机构
5.2.1.4 产生间歇运动的传动机构
5.2.2轴的位置
5.2.3功率
5.2.4速度
5.2.5效率
5.2.6尺寸、价格和单位功率的重量
5.2.7噪声、抗冲击能力和寿命
5.3传动系统的匹配
5.3.1与工作机的匹配
5.3.2与原动机的匹配
5.3.3与联轴器或离合器的匹配
5.3.4与制动器的匹配
5.3.5与操纵装置、控制装置和辅助
装置的匹配
5.3.6机械传动与其他传动的组合
5.4齿轮传动选用举例
5.4.1机床齿轮
5.4.2汽车齿轮
5.4.3运输车辆齿轮
5.4.4工业齿轮
5.4.5船舶齿轮
5.4.6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用齿轮
5.4.7航空航天齿轮
5.4.8磨机齿轮
5.4.9控制机构的齿轮
5.4.10家用器械齿轮
5.4.11玩具、小装置及机构的小型廉介齿轮
参考文献
第6章 圆柱齿轮传动
6.1渐开线圆柱齿轮传动的特点及类型选择
6.1.1渐开线圆柱齿轮传动的特点
6.1.2渐开线圆柱齿轮传动分类及其
选择
6.1.3渐开线圆柱齿轮传动设计程序要点
6.2渐开线圆柱齿轮失效分析及相应的设计措施
6.2.1齿轮系统的失效分析
6.2.1.1齿轮系统的可能失效原因
6.2.1.2齿轮系统的检查分析
6.2.2齿轮损伤与失效的类型
6.2.3齿轮损伤和失效原因分析
6.2.4避免圆柱齿轮常见损伤与失效的设计措施
6.3渐开线圆柱齿轮的制造方法及其对齿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零部件手册--造型.设计.指南>>

轮结构设计的要求
6.3.1概述
6.3.2滚齿
6.3.3插齿
6.3.4磨齿
6.3.5铣齿（成形铣）
6.3.6剃齿
6.3.7珩齿
6.3.8滚轧
6.3.9拉齿
6.3.10研齿
6.4齿轮材料、热处理和极限应力
6.4.1齿轮材料的选择原则
6.4.2齿轮材料的经济性分析
6.4.3齿轮疲劳极限及其选取
6.4.4对齿轮材料和热处理质量的要求
6.4.5有关材料及热处理要求的一些意见
6.5渐开线圆柱齿轮的强度设计
6.5.1设计条件的确定与设计任务书
6.5.2强度计算方法和计算内容的选择
6.5.3润滑状态的判别与油膜厚度的计算
6.5.3.1润滑状态的判别
6.5.3.2油膜厚度的计算
6.5.4初步计算
6.5.4.1接触强度计算
6.5.4.2弯曲强度计算
6.5.4.3主要参数的合理选择
6.5.5齿面接触强度和齿根弯曲强度验算
6.5.5.1接触应力计算公式
6.5.5.2弯曲应力计算公式
6.5.5.3名义载荷F1的确定
6.5.5.4计算实例
6.5.5.5基本齿廓特殊时的计算
6.5.6胶合计算
6.5.7磨损计算
6.5.8热平衡计算
6.6渐开线圆柱齿轮的几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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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2初步设计
8.3.2.3承载能力验算
8.4材料选择原则及常用材料
8.5各种类型蜗轮和蜗杆的加工
8.5.1普通圆柱蜗杆和蜗轮的加工
8.5.2圆弧圆柱蜗杆和蜗轮的加工
8.5.3直廓环面蜗杆和蜗轮的加工
8.5.4平面包络环面蜗杆副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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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蜗杆蜗轮的结构设计
8.6.1蜗杆的结构
8.6.2蜗轮的结构
8.6.3箱体及支承结构
8.7蜗杆传动的润滑
8.7.1润滑方式的选择
8.7.2润滑剂的选择
8.7.3蜗杆传动的跑合
8.8蜗杆传动的精度及技术要求
8.8.1圆柱蜗杆传动精度与公差
8.8.2蜗杆传动的技术条件与工作图
8.9精密控制机构或分度机构的蜗杆副
参考文献
第9章 带 传 动
9.1带传动的类型及其选择
9.1.1带传动的类型
9.1.2传动带的类型、特点和应用
9.1.3带传动类型的选定
9.2带传动的效率
9.3一般工业用V带传动
9.3.1尺寸规格
9.3.2V带的主要失效形式
9.3.3V带传动的工作能力
9.3.4传动参数对工作能力的影响及其选择
9.3.5V带传动的设计计算
9.3.6V带轮
9.3.7V带传动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
9.3.8V带传动的维护
9.3.9V带传动设计计算实例
9.4窄v带、联组窄V带（有效宽度制）传动及设计要点
9.4.1尺寸规格
9.4.2传动设计的要点
9.4.3窄V带轮
9.5平带传动
9.5.1平带传动的失效
9.5.2胶帆布带
9.5.3锦纶（尼龙）片复合平带
9.5.4高速带传动及其设计要点
9.5.5平带轮
9.6同步带传动
9.6.1梯形齿同步带的尺寸规格
9.6.2同步带传动的主要失效形式
9.6.3传动的设计计算
9.6.4同步带轮
9.6.5同步带传动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
9.6.6同步带传动设计计算实例
9.6.7弧齿同步带（HTD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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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多楔带传动
9.7.1尺寸规格
9.7.2多楔带传动设计的要点
9.7.3多楔带轮
9.8半交叉传动、交叉传动和角度传动
9.8.1半交叉传动的设计要点
9.8.2交叉传动的设计要点
9.8.3角度传动的设计要点
9.9塔轮传动
9.10多从动轮带传动
9.11带传动的张紧
9.11.1预紧力对传动的影响
9.11.2预紧力的控制
9.11.3张紧方法
参考文献
第10章 链 传 动
10.1链传动的选用
10.1.1链条及链传动
10.1.2链传动与其他机械传动的比较
10.1.3链条的分类
10.2传动滚子链
10.2.1滚子链的结构，标准，质量要求
10.2.2滚子链的材料
10.2.3滚子链条的静力学特征及失效
10.2.4滚子链的动力学特征及失效
10.2.5滚子链传动的选择计算方法
10.2.6链传动的润滑
10.2.7链传动装置的布置和调节
10.3齿形链
10.3.1传统齿形链
10.3.2新式齿形链
10.4链轮
10.4.1概述
10.4.2链轮齿廓形状的基本要求及设计
10.4.3链轮材料的选择
10.4.4链轮的结构设计
10.4.5用标准渐开线齿轮滚刀或插齿刀加工滚子链轮
10.5链传动设计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10.5.1关于链条标准的应用
10.5.2如何按照工况要求选用链条
10.5.3非标准滚子链的设计
10.5.4双节距滚子链和链轮
10.5.5滚子链传动的噪声控制
10.6多从动轴链传动的设计
10.6.1几何计算
10.6.2工作能力计算
10.7输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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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输送机及输送链条概述
10.7.2标准输送链
10.7.3输送链的附件
10.7.4弯道输送链
10.7.5平顶输送链
10.7.6工程塑料输送链
10.7.7增速输送链的设计及应用
10.8保护拖链
10.9特殊的链传动
10.9.1实现直线驱动的链传动机构
10.9.2链条扇形驱动站
10.9.3代替齿条机构
10.9.4将转动转变为往复直线运动
10.9.5养鸡用的链条
附录1链条的国家、部（专业）、专业内
部标准一览表
附录2滚子链相对价格
参考文献
第11章 摩擦轮传动与机械无级变速器
11.1常用摩擦轮传动机构型式及其特征
11.1.1概述
11.1.2常用摩擦轮传动形式及应用范围
11.2摩擦轮传动的失效与对策
11.2.1失效形式及其原因
11.2.2预防失效的对策
11.3摩擦轮传动的材料副及润滑剂
11.3.1材料副及其特性
11.3.2摩擦轮的润滑剂
11.4摩擦轮传动的摩擦力、滑动率与
摩擦系数
11.4.1摩擦力与滑动率
11.4.2摩擦系数
11.5摩擦轮传动的加压装置
11.5.1加压装置的特性、分类及布置
11.5.2压紧力计算要点
11.6摩擦轮传动的承载能力及寿命
11.6.1摩擦轮传动的表面强度计算
11.6.2摩擦轮传动的弹性流体动力润滑计算
11.6.3发热计算
11.6.4磨损计算
11.7机械无级变速器的选用
11.8带式无级变速器的结构与设计计算要点
11.8.1平带无级变速器
11.8.2V带无级变速器
参考文献
第12章 行星齿轮传动
12.1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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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渐开线行星齿轮传动
12.2.1基本结构类型和性能
12.2.2传动比和效率计算
12.2.3设计特点
12.3渐开线少齿差行星齿轮传动
12.3.1传动原理
12.3.2主要结构类型和传动比计算
12.3.3国内外生产概况
12.3.4几何设计与参数选择
12.3.5锥齿少齿差传动
12.4摆线少齿差行星传动
12.4.1基本结构形式和特性
12.4.2国内外生产概况
12.4.3其他结构类型简述
12.4.4圆弧少齿差行星传动
12.5活齿少齿差行星传动
12.5.1基本结构形式和传动原理
12.5.2主要结构类型及其特性
参考文献
第13章 谐波齿轮传动
13.1概述
13.1.1谐波齿轮传动的工作原理及主要特点
13.1.1.1工作原理
13.1.1.2主要特点
13.1.2谐波齿轮传动的运动简图和传动比计算
13.1.2.1单级谐波齿轮传动的运动简图和传动比计算
13.1.2.2双级谐波齿轮传动的运动简图和传动比计算
13.1.3谐波齿轮传动的研究现状和主要问题
13.2谐波齿轮传动的结构设计
13.2.1柔轮和刚轮的结构设计
13.2.1.1柔轮的结构设计
13.2.1.2刚轮的结构设计
13.2.2几种典型波发生器的结构设计
13.2.2.1滚轮型波发生器
13.2.2.2圆盘型波发生器
13.2.2.3凸轮型波发生器
13.3谐波齿轮传动的几何学设计
13.3.1原始曲线
13.3.1.1由凸轮廓线求原始曲线
13.3.1.2四力作用型的原始曲线
13.3.2谐波齿轮传动的啮合参数选择和几何计算
13.3.2.1谐波齿轮传动的齿形
13.3.2.2渐开线谐波齿轮传动的啮合参数选择
13.3.2.3谐波齿轮传动的几何计算
13.3.3防止齿廓重迭干涉的条件和侧隙计算
13.3.3.1不发生齿廓重迭干涉的条件
13.3.3.2空载和承载状态下的齿侧间隙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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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保证传动正常工作性能的条件
13.3.5谐波齿轮传动几何学设计的大致步骤
13.4谐波齿轮传动的工作能力计算
13.4.1谐波齿轮传动的工作能力准则
13.4.2谐波齿轮传动主要元件的材料选择
13.4.2.1柔轮的材料
13.4.2.2中间环的材料
13.4.2.3刚轮的材料
13.4.2.4波发生器圆盘和凸轮的材料
13.4.3轮齿工作面耐磨计算
13.4.4柔轮的疲劳强度计算
13.4.5波发生器轴承的工作能力计算
13.4.5.1波发生器轴承上的载荷
13.4.5.2滚轮型和圆盘型波发生器的寿命计算
13.4.5.3柔性球轴承的工作能力计算
13.4.6谐波齿轮传动的动态特性
13.4.6.1谐波齿轮传动的简化动力学
模型及固有频率的估算
13.4.6.2谐波齿轮传动的扭转刚度计算
13.5谐波齿轮减速器的效率、润滑和散热计算
13.5.1谐波齿轮减速器的效率
13.5.1.1单级谐波齿轮减速器的效率计算
13.5.1.2复式谐波齿轮减速器的效率
13.5.2谐波齿轮减速器的散热计算
13.5.3谐波齿轮减速器的润滑
13.6谐波齿轮传动装置的制造和装配
13.6.1谐波齿轮传动主要零件的加工特点
13.6.1.1主要零件的加工特点
13.6.1.2主要零件的精度和表面粗糙度
13.6.2谐波齿轮传动装置的装配特点
13.7谐波齿轮传动的系列标准及选择要点
13.7.1国内外谐波齿轮减速器的系列
标准简介
13.7.1.1国外谐波齿轮减速器的系列标准
13.7.1.2我国通用谐波齿轮减速器的标准
13.7.1.3国内外通用谐波齿轮减速器的
主要参数和主要性能比较
13.7.2谐波齿轮减速器的类型和机型选择要点
13.7.2.1类型选择
13.7.2.2机型选择
参考文献
第14章 螺旋传动
14.1各种螺旋传动的特点、性能与适用场合
14.2螺旋机构的传动型式与性能
14.3滑动螺旋
14.3.1滑动螺旋的结构设计
14.3.1.1螺纹类型选择

Page 1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零部件手册--造型.设计.指南>>

14.3.1.2螺杆的结构
14.3.1.3螺母的结构
14.3.1.4螺杆、螺母的公差与精度
14.3.2螺杆与螺母材料
14.3.3滑动螺旋传动的设计计算
14.3.3.1耐磨性与强度计算
14.3.3.2刚度计算
14.3.4预拉伸螺旋设计中的几个问题
14.3.5精密螺杆及螺母的结构
14.4静压螺旋传动
14.4.1静压螺母的结构设计
14.4.2静压螺杆、螺母的主要参数选择与计算
14.4.3静压螺杆、螺母材料及热处理
14.4.4节流器的选择
14.4.5静压螺旋的供油系统与润滑油
14.5滚动螺旋传动
14.5.1滚动螺旋的结构类型及选择
14.5.2滚动螺旋的精度等级
14.5.3滚动螺旋的支承与支承方式
14.5.4滚动螺旋副主要尺寸参数的选择
14.5.5选择计算的程序框图及有关计算公式
14.5.6设计时的注意事项
参考文献
第15章 齿轮箱与齿轮变速箱
15.1齿轮箱的发展趋向
15.2通用齿轮箱
15.2.1通用齿轮箱的选用
15.2.1.1方案的选择
15.2.1.2选用型号规格时应注意的问题
15.2.2齿轮箱的设计
15.2.2.1设计时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15.2.2.2设计程序
15.2.2.3设计中容易发生的错误
15.3高速齿轮箱
15.3.1概述
15.3.1.1高速齿轮的特点
15.3.1.2高速齿轮在国内外发展的水平
15.3.2高速齿轮的设计要点
15.3.2.1结构布局
15.3.2.2齿形的选择
15.3.2.3齿轮参数的选择
15.3.2.4齿廓修形和齿向修形
15.3.2.5高速齿轮箱的润滑
15.3.3高速齿轮的工艺特点
15.3.3.1精度等级
15.3.3.2环境条件
15.3.3.3去除毛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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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3.4齿面涂镀
15.3.3.5齿根处理
15.3.4制造与验收的技术条件
15.3.4.1概述
15.3.4.2技术条件
15.3.5高速齿轮箱的选用
15.4齿轮变速箱
15.4.1概述
15.4.2变速箱传动系统的设计
15.4.3计算条件的确定
15.4.4变速箱的结构设计
15.4.5操纵机构设计
33.3结构设计
33.3.1总体结构设计
33.3.2断面形状和尺寸选择
33.3.3肋板和加强肋的布置
33.3.4肋板及外壁上的窗孔设计
33.3.5提高结构动刚度（抗振性）的措施
33.3.6减少热变形的措施
33.4受力分析与强度、刚度计算
33.4.1受力分析
33.4.2强度与刚度计算的结构力学方法
33.4.3强度与刚度计算的有限元分析方法
33.4.4机架的疲劳设计
33.4.5机架结构优化设计
33.5机架的材料及制造方法
33.5.1铸造机架
33.5.2焊接机架
33.5.3钢筋混凝土机架
33.5.4预应力机架
参考文献
第34章 配管设计
34.1配管设计的基本知识
34.1.1配管设计的任务和工作
34.1.2配管设计原则
34.1.3配管设计的基础资料
34.1.4配管设计的表现形式
34.1.5配管设计的质量标准
34.1.6配管制图
34.2管径和管道压力降计算
34.2.1单相流体管道内径和压力降的通用计算
34.2.1.1管径
34.2.1.2单相流体管线压力降
34.2.2常用单相流体管道计算
34.2.2.1油管
34.2.2.2水及其他液体管
34.3器材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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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1一般要求
34.3.2选用条件
34.3.2.1介质类别
34.3.2.2管道分级
34.3.2.3设计压力
34.3.2.4设计温度
34.3.2.5其他条件
34.3.3钢管及其选用
34.3.3.1钢管的尺寸系列
34.3.3.2钢管壁厚计算
34.3.3.3钢管选用
34.3.4管件及其选用
34.3.4.1管件种类
34.3.4.2管件选用
34.3.5钢制管法兰及其选用
34.3.5.1钢制管法兰类型
34.3.5.2法兰选用
34.3.6法兰用垫片及其选用
34.3.6.1垫片的种类
34.3.6.2垫片系数m和预紧比压y
34.3.6.3垫片选用
34.3.7法兰紧固件及其选用
34.3.8阀门及其选用
34.3.8.1阀门类型
34.3.8.2阀门选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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