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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前的机器设计中，我们面临着提高效率，节能降耗，可靠稳定和降低成本的挑战。
如何正确地选择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成为设计机器是否能够达到工艺要求，同时满足最佳能量匹配的重
要因素。
本书从机械、运动理论入手，分析了组成机器的各种常用部件的传动特性，力和力矩，惯量计算方法
。
阐述了满足机器性能后的电机稳定工作规则及最佳配置规则，并以案例方式示教了采用手工计算选型
和软件选型的方法。

　　本书对机器及机械结构设计的工程师有很好的参考作用，对从事运动控制产品应用和销售的工程
师也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也可作为机电一体化专业大学生或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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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1 运动中的选型——为什么？
 “能效”在当前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词语，我们世界中的各项工作都在时刻准备着“节能增效”。
施耐德电气公司在这一方面是一个领军者，为了显示我们的决心，我们为员工设置了这样的课程。
 如今，许多的电机其实是大马拉小车，超强的运动转矩常常大于机械的实际要求。
一般来说，人们更偏好选择大尺寸，大尺寸往往也意味着大功率，我们希望本书中的阐述有助于化解
这种思维定势。
 作为驱动装置，有一些理由让我们选择大尺寸的电机，如： 1）机器的要求是不确定的。
 2）对于销售而言——电机越大，赚得的钱就越多。
 3）可用性——大尺寸的电机可以使用很多年。
 虽然过大的电机是不可取的。
但是，如果功率不够，那么它所产生的问题也会更多。
小型的电机是没有办法正确驱动或者移动负载的。
甚至，最后可能会面临电机烧毁的麻烦。
 根据美国能源部估计，在美国大约有80％的电机尺寸都过大。
 怎样让伺服驱动和电机与工业机器的性能相匹配，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工业应用中，选择伺服意味着在应用中选择合适的驱动器和电机。
其选择的标准是基于提供足够的推力和稳定的伺服驱动器。
选择一个伺服驱动的方法可以是由选型软件建立的选型方案组成。
在典型的情况下，一台机器的设计者要选择一个驱动器，使得一台机器能够在其最大的生产力下运行
，以下的内容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要加以考虑的。
 1.2 驱动的变比 滑台机（就像滚珠丝杠或螺旋导杆）的导程和传动比必须选择与电机额定转速下的机
器轴最大进给率相匹配。
在变比的选择上，机器的滑动推力是和传动比有关的。
电机的转速必须下降至机器的转速。
此外，折合到电机的负载惯量是按传动比的平方减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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