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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译者前言《带传动与精确传送实用设计》是日本带传动专业技术委员会编写的关于带传动技术的专著
，本书编委会委员长小山富夫先生是日本带传动专业技术委员会前会长，大阪工业大学的教授，多年
来一直从事带传动基础理论及应用研究，担任日本带传动专业技术委员会会长期间曾几次来我国参加
带传动学术会议。
那时我与小山先生有过多次书信往来，他赠送我一本日本带传动专业技术委员会1996年编写的《带传
动应用设计》。
我把该书译成中文，以连载的方式刊登在我国的《胶带工业》杂志上，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时隔十年，小山先生等作者对《带传动应用设计》进行了修订，出版了《带传动与精确传送实用设计
》一书，用小山先生的话说就是：“带传动专业技术委员会从全新的观点出发，汇集了最新的带传动
技术对该书进行了全面的修订。
”我见到《带传动与精确传送实用设计》一书阅读后，感觉到本书的特点就是内容比较先进、实用性
强。
书中为验证一些结论而介绍的大量关于传动带的试验，均是目前国际上正在普遍采用的。
书中介绍的关于精确传送的设计方法，国内在这方面的著述还甚少。
机械设计人员可以通过本书全面系统地了解各种不同类型带传动的特点，合理选用传动带；传动带生
产厂家的技术人员，可以通过本书更多地了解各种不同类型传动带的使用情况以及其破坏形式，以便
根据不同的使用条件设计带的结构。
此外本书还可以作为大专院校机械专业师生的教学参考书。
因此在全国带轮与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摩擦型带传动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组织下，我完成了本书的
翻译。
本书的翻译出版工作是许多人共同完成的：中国带传动专业技术委员会主任、日本带传动专业技术委
员会海外会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姜洪源教授对译文的初稿进行了审阅。
摩擦型带传动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组织有关人员对书中大量的图做了处理，并对文稿做了最后的编排
。
译文的初稿完成之后，在分委会秘书处的组织下，与日本阪东化学株式会社的专家林丈浩先生和蔡硕
女士就书中的技术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并通过该会社的专家、本书的作者之一川原英昭先生与日
本带传动专业技术委员会联系对部分技术问题进行最后确认。
正是由于上述诸位的共同努力，本书才最终得以出版，所以作为译者，我在此对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勤
劳动的各位同仁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的原文通俗易懂，并采用大量的附图和表，阅读起来比较直观。
在翻译过程中保持了原书的风格，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力求使文字简洁流畅。
但由于中日语言方面的差异以及翻译水平有限，译文难免存在不尽人意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
译者前言近年来带传动技术虽然没有取得像IT业相关技术那样令人瞩目的发展，但带传动与链传动、
齿轮传动一样是传递动力和传递运动必不可缺的机械传动方式，带传动技术是机械工业的基本技术之
一，这一点却没有改变。
1996年日本带传动专业技术委员会编写的《带传动应用设计》问世以来已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在这
期间没有出版过可替代的专业技术书籍，书的库存已经很少。
为了给机械设计人员提供方便，日本带传动专业技术委员会从全新的观点出发，汇集了最新的带传动
技术，对该书进行了全面的修订。
参加编写的人员有较大的变动，为适应修订后的新内容，书名也作了修改。
新书采用了黑、红双色印刷，图表更加醒目，重要的名词术语均用红色表示。
各章的内容如下：第1章传动带的种类及其选用编写中力求简洁明了，通俗易懂。
第2章摩擦带传动实用设计基础理论方面没有大的变化，在编写中力求更容易理解，并增加了带式无
级变速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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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同步带传动实用设计各部分均以目前市场的主流产品曲线齿同步带为基础进行编写，内容有较
大的改变。
第4章精确传送实用设计在ATM（银行的自动取款机）、邮局的分拣机以及车站的自动检票机中，带
式精确传送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本章以应用的实例为主新编写了这部分内容。
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各传动带生产厂家大力协助。
在出版方面得到了養賢堂（株）的专业事务董事三浦信幸先生和承担编辑事务的花嵨利佳先生的全面
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委会委员长小山富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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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照不同的分类方法介绍了各种类型的带传动的特点，说明了各种传动带在使用中应注意的
事项，并简单介绍了摩擦传动带和啮合传动带以及无级变速带的传动原理。
读者仔细阅读本书后就可以根据使用条件合理地选用传动带，以利充分发挥出各种带本身的优点，避
免不利因素，提高传动寿命。

　　本书在叙述过程中采用了大量的图表，便于读者理解。
可作为高等院校机械专业师生用书，也可作为机械设计人员、有关带传动方面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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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编者：（日本）日本带传动专业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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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通常对于一般用途的同步带采用推荐的初张紧力即可，对于办公机械等低载荷并且
不能调节张紧力情况下使用的同步带，应选用比推荐值低的初张紧力。
对于如同机器人、包装机械中等对定位精度要求较高情况下使用的同步带，可选用比较高的初张紧力
。
 （2）初张紧力的影响 有时尽管选用了合适的带，但带还是过早损坏了，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应检查
一下带的初张紧力是否合适。
 ①初张紧力过高 a.带会曲折成以带轮齿顶为顶点的多边形，加速了芯绳的曲挠疲劳。
 b.加大了带轮齿顶对带齿底的压力，因而增加了带齿底所受的磨损以及带轮的磨损，缩短了带的寿命
。
 c.使同步带节距大于公称节距，从而加剧了使带齿与轮齿的啮合干涉，导致齿根裂纹和齿的磨损过早
出现。
 d.传动噪声增大。
 e.使压轴力增大，轴承容易损坏。
 f.由于带与带轮的啮合干涉增大，降低了传动效率。
 ②初张紧力过低 a.容易发生跳齿现象。
在跳齿时带齿越过轮齿，瞬间产生过大的拉力而出现带断裂或掉齿现象。
有时，虽未直接导致带的断裂，但过大的冲击力也会使带受到很大伤害。
 b.带的传递运动的精度和定位精度变差。
 c.带的振动和噪声变大。
 d.带的节距小于公称节距，在带轮齿数较多的情况下便会发生啮合干涉现象，使带齿过早磨损。
 （3）带的重新张紧 一般来说，带的推荐用初张紧力是按照能抵消由于带与带轮的磨合以及带的正常
伸长产生的张力松弛而规定的。
因此，同步带在使用过程中张力有少量降低不必进行再张紧。
仅在设备的拆卸和调整时不可避免地要将带卸下的情况才需要将带重新张紧。
频繁地再张紧会给带造成以下不良影响： a.加速带节距的增大，导致带齿干涉从而加剧齿根裂纹、带
齿磨损等损坏现象。
 b.由于使用产生的疲劳，加剧芯绳和齿包布的损坏。
 在同步带出现显著松弛时，应先检查带的外观和传动设置的运行状态，确认是否有异常。
如带在外观上有疲劳损伤，重新张紧后会很快损坏，所以没有必要再张紧，应更换新带。
 在对定位精度有要求的传动装置中，由于带与带轮磨合而产生的带使用初期的张力松弛对使用有不良
影响。
通常带在运行100～200h后已经稳定，但这种情况下还要经过1～2天的整机试运转，待充分磨合后再对
张力进行相应的调整。
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带经过时效处理减少其张力变化对使用的影响。
此外有时也需要对带重新张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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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带传动与精确传送实用设计》是日本带传动专业技术委员会编写的关于带传动技术的专著。
内容比较先进、实用性强。
书中为验证一些结论而介绍的大量关于传动带的试验，均是目前国际上正在普遍采用的。
书中介绍的关于精确传送的设计方法，国内在这方面的著述还甚少。
机械设计人员可以通过本书全面系统地了解各种不同类型带传动的特点，合理选用传动带；传动带生
产厂家的技术人员，可以通过本书更多地了解各种不同类型传动带的使用情况以及其破坏形式，以便
根据不同的使用条件设计带的结构。
此外本书还可以作为大专院校机械专业师生的教学参考书。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带传动与精确传送实用设计>>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