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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根据高等工科院校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全书分为三个部
分。
第一部分为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指导（第一～九章），以减速器设计为例，着重介绍减速器设计的设计
内容、方法和步骤，包括概述、传动系统总体设计、传动零件设计、减速器的结构、装配草图设计、
装配图设计、零件图设计、编写设计计算说明书和准备答辩；第二部分为机械设计常用标准和规范（
第十～十八章），包括一般标准、电动机、常用材料、连接与紧固、滚动轴承、润滑与密封、联轴器
、极限与配合、形位公差和表面结构、渐开线圆柱齿轮精度、锥齿轮精度和圆柱蜗杆蜗轮精度；第三
部分为参考图例及设计题目（第十九、二十章），可供课程设计选用。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可供高等工科院校本、专科和中职院校的机械类与近机械类专业学生，在
完成机械设计大作业、课程设计及毕业设计时使用，也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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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节 执行机构的运动与动力学分析 一、执行机构构件几何尺寸确定 执行机构应在满足机械功
能要求的条件下尽可能紧凑。
确定构件尺寸时应满足机械的运动速度、行程和行程速度变化系数等运动要求和传动角等动力要求。
确定构件尺寸可用图解法或解析法。
一般尺规作图求解简单、直观，但精度较低。
运用AutoCAD等软件作图可以提高设计精度。
解析法精度高，但一般需要编程，应用不方便。
二、执行机构的运动分析 机构的运动分析主要是对执行构件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等进行分析。
这有利于检查执行机构的运动是否满足运动要求，分析机构的运动性能。
机构运动分析可用解析法和图解法。
解析法速度快、精度高，特别适用于分析机构各个位置的运动情况，了解运动参数随机构位置的变化
。
解析法应根据机构的不同类型分别建立运动方程，再通过编程求解。
三、执行机构的动力学分析 机构动力学分析的目的是确定机构中各构件所受载荷，它是分析机械动力
性能、进行零件强度计算、确定零件结构尺寸及原动机功率等的重要依据。
分析方法可用图解法或解析法。
如果机构的速度较低，图解法分析时可略去构件的惯性力和惯性力矩，即只对机构进行静力分析。
由于机构中构件所受载荷与原动件方位（如曲柄转角）有关，故图解法分析较烦琐。
解析法有多种，常用的是矢量方程法和矩阵法，需要通过编程求解。
机构运动学和动力学分析的结果一般以表格或图线的形式给出。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各种大型应用软件的开发，机构运动学和动力学分析软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
水平，不需要设计者编程，就能解决机构分析的问题。
如美国MDI公司开发的机械系统运动学和动力学分析通用软件ADAMS，只要设计者建立了机构的分
析模型，就能对机构进行运动学和动力学分析与仿真。
第五节 电动机的选择 电动机一般由专业工厂按标准系列成批大量生产。
在机械设计中，根据工作载荷（大小与性质）、工作要求（转速高低、允许偏差和调速要求、启动和
反转频繁程度）、工作环境（尘土、金属屑、油、水、高温等）、安装要求及尺寸、重量有无特殊限
制等条件从产品目录中选择电动机的类型和结构形式、容量（功率）和转速，并确定其具体型号。
一、选择电动机的类型和结构形式 1.根据机械设备的负载性质选择电动机类型 （1）一般调速要求不
高的生产机械应优先选用交流电动机。
负载平稳、长期稳定工作的设备，如切削机床、水泵、通风机、轻工业用器械及其他一般机械设备，
一般选用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2）启动、制动较频繁及启动、制动转矩要求较大的生产机械，如起重机、矿井提升机、不可逆轧
钢机等，一般选用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
（3）对要求调速不连续的生产机械，可选用多速笼型电动机。
（4）要求调速范围大、调速平滑、位置控制准确、功率较大的机械设备，如龙门刨床、高精度数控
机床、可逆轧钢机、造纸机等，多选用他励直流电动机。
（5）要求启动转矩大、恒功率调速的生产机械选用串励或复励直流电动机。
（6）要求恒定转速或改善功率因数的生产机械，如大中容量空气压缩机、各种泵等，可选用同步电
动机。
（7）特殊场合下使用的电动机，如有易燃易爆气体存在或尘埃较多时，宜选用防护等级相宜的电动
机。
（8）要求调速范围很宽，调速平滑性不高时，选用机电结合的调速方式比较经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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