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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机械设计手册》是化学工业出版社顺应现代机械设计时代发展要求而精心策划的大型出版项目
，旨在将传统设计和现代设计有机结合，即结构设计、传动设计和控制设计有机融合，力求体现“内
容权威、凸显现代、实用可靠、简明便查”的特色。
《现代机械设计手册》自2011年3月出版以来，赢得了广大机械设计工作者的青睐和好评，荣获2011年
全国优秀畅销书和2012年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广大读者在给予《现代机械设计手册》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现代机械设计手册》装帧厚重，
不便携带和翻阅。
为了给读者提供篇幅较小、便携便查、定价低廉、针对性更强的实用性工具书，根据读者的反映和建
议，我们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推出《现代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
单行本保留了《现代机械设计手册》的优势和特色，结合机械设计人员工作细分的实际状况，从设计
工作的实际出发，将原来的6卷33篇进行合并、删减，重新整合为16个分册，分别为：《机械制图及精
度设计》、《零部件结构设计与禁忌》、《常用机械工程材料》、《连接件与紧固件》、《轴及其连
接件设计》、《轴承》、《机架、导轨及机械振动设计》、《弹簧设计》、《机构设计》、《机械传
动设计》、《润滑与密封设计》、《液力传动设计》、《液压传动与控制设计》、《气压传动与控制
设计》、《机电系统设计》、《疲劳强度与可靠性设计》。
《现代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是为了适应机械设计行业发展和广大读者的需要而编辑出版的，将与
《现代机械设计手册》（6卷本）一起，成为机械设计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读者的良师益友
。
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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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液压传动与控制设计》主要介绍了常用基础标准和常用术语、液压流体
力学常用计算公式及资料、液压系统设计、液压基本回路、液压工作介质、液压缸、液压控制阀、液
压泵、液压马达、液压辅件与液压泵站、液压控制系统概述、液压伺服控制系统、电液比例控制系统
等。
《现代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液压传动与控制设计》可作为机械设计人员和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工具
书，也可供高等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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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电液伺服阀是液压伺服系统中用于系统压力、位置、速度等物理量的控制与调整，
是联系系统电信号与液压信号的桥梁，是液压伺服系统的心脏。
电液伺服阀故障频度直接制约着生产的正常进行，减少和预防重复故障将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下面以双喷嘴挡板力反馈式两级伺服阀为例，讨论电液伺服阀经常出现的故障原因。
 电液伺服阀的故障类型呈多样性，按其故障形式分电气与机械液压两大类故障。
 电气类故障又可分为伺服放大器故障、阀线圈故障与传感器故障（双喷嘴挡板力反馈式两级伺服阀一
般无LVDT传感器）。
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现场使用中还经常发生因电气插头脱焊引起的故障。
这类故障发生频率较高的原因，是阀线圈电流过大烧断，或四芯插座因人为因素造成接线断裂等原因
。
 机械液压类的故障形式繁多，变化各异，其典型故障大致可分为小球磨损、主阀套密封破损、滤芯阻
塞、主阀芯控制窗口棱边磨损、阀芯卡死或卡滞。
其中故障频度最高的是小球磨损与主阀套密封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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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液压传动与控制设计》单行本共16个分册，涵盖了机械常规设计的所有
内容。
《现代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液压传动与控制设计》内容丰富，可作为机械设计人员和有关工程技术
人员的工具书，也可供高等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参考。
《现代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液压传动与控制设计》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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