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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机械原理是研究机械共性问题的课程，是培养机械类专门人才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是联系理论
力学和专业课程的桥梁，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本教材的编写以现代工程技术人才为培养目标，以创新型应用型机械类专门人才为对象，力求内
容简洁、新颖、实用，利于教学。
在选材上注重体现应用性和实践性。
　　教材在重点阐述机械原理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同时，简化了较为繁琐的理论推导
过程，加强了机构应用内容的介绍，更适合侧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学校使用。
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了概念清晰、方法步骤明确的图解法，也采用了适合现代技术发展需求且易于用计
算机精确求解的解析法，更适合教师对不同教学方法的选择和学生的自主学习。
　　本教材主要作为高等工科院校机械类本科各专业机械原理课程教材，适宜课堂教学学时为56学时
左右、实验6～8学时、课程设计1．5周。
书中标有*号的各节可根据教学要求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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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原理》是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订的《高
等学校机械原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2008年版）》而编写的，旨在满足全国众多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
机械类人才的需要。
全书共分12章，内容包括：绪论，平面机构的结构分析，平面连杆机构及其设计，凸轮机构及其设计
，齿轮机构及其设计，轮系及其设计，其他常用机构简介，平面机构的运动分析，平面机构的力分析
，机械的平衡，机械的运转及其速度波动的调节，机械系统的方案设计。
在各章后还附有一定数量的思考题与习题，以利于学生学习。
　　《机械原理》可供高等学校工科机械类专业学生学习，也可供教师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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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正确啮合条件4．5．2 正确安装条件4．5．3 连续传动条件4．6 渐开线齿廓的切削加工4．6．1 
渐开线齿廓切削加工的基本原理4．6．2 根切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4．6．3 标准齿轮无根切的最少齿
数4．7 变位齿轮概述4．7．1 问题的提出4．7．2 变位齿轮的概念4．7．3 避免根切的最小变位系数4
．7．4 变位齿轮的几何尺寸4．7．5 变位齿轮传动4．8 斜齿圆柱齿轮机构4．8．1 斜齿圆柱齿轮齿面
的形成4．8．2 斜齿圆柱齿轮的基本参数及几何尺寸计算4．8．3 斜齿圆柱齿轮的当量齿数4．8．4 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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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蜗杆传动的基本参数4．9．2 蜗杆传动正确啮合条件4．9．3 蜗杆传动几何尺寸计算4．9．4 蜗杆
蜗轮转向的判定4．9．5 蜗杆传动的特点4．10 圆锥齿轮机构4．10．1 圆锥齿轮传动的特点4．10．2 直
齿渐开线圆锥齿轮齿廓曲面的形成4．10．3 圆锥齿轮的背锥与当量齿数4．10．4 圆锥齿轮的几何尺寸
计算习题第5章 轮系及其设计5．1 轮系及其分类5．1．1 定轴轮系5．1．2 周转轮系5．1．3 混合轮系5
．2 轮系的传动比计算5．2．1 定轴轮系的传动比计算5．2．2 周转轮系的传动比计算5．2．3 混合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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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传动5．3．4 实现运动的合成与分解5．4 周转轮系的设计及各轮齿数的确定5．4．1 传动比条件5．4
．2 同心条件5．4．3 装配条件5．4．4 邻接条件5．5 其他轮系简介5．5．1 渐开线少齿差行星齿轮传
动5．5．2 摆线针轮传动5．5．3 谐波齿轮传动习题第6章 其他常用机构简介6．1 棘轮机构6．1．1 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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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法对机构进行运动分析7．3．1 矩阵法7．3．2 复数矢量法习题第8章 平面机构的力分析8．1 机构
的动态静力分析8．1．1 构件惯性力的确定8．1．2 机构的动态静力分析8．2 机械传动中摩擦力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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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虑运动副摩擦的机构力分析8．3 机械效率与自锁8．3．1 机械的效率8．3．2 机械的自锁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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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10．3．1 周期性速度波动产生的原因10．3．2 周期性速度波动的不均匀系数10．3．3 周期性速度波
动调节的基本原理10．3．4 飞轮转动惯量JF近似计算10．3．5 非周期性速度波动的调节习题第11章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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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选择11．2．3 构件间运动的协调与机械系统运动循环图11．3 机构的组合11．3．1 机构的串联
组合11．3．2 机构的并联组合11．3．3 机构的封闭组合11．3．4 机构的叠加组合11．4 机械系统方案
设计举例习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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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机构仅具有机器的前两个特征，即　　（1）机构都是人为的实物（
构件）组合体；　　（2）各运动实体（构件）之间具有确定的相对运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机器是由各种机构组成的，它可以完成能量的转换或作有用的机械功；
而机构则仅仅起着运动、动力传递和运动形式转换的作用。
因此，可以说机构是传递与变换运动和力的实物组合体；而机器则是能够完成有用的机械功或转换机
械能的机构组合体。
复杂机器是由多个机构组合而成的，简单的机器可以仅由单一的机构构成。
　　由于机构具有机器的前两个特征，所以从结构和运动的观点来看，两者之间并无区别。
　　0．2机械原理课程的主要内容　　机械原理主要研究内容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机构的组
成原理与结构分析　　机器和机构最显著的特征是各实体之间都具有确定的相对运动。
因此，首先需要研究怎样组成才能使机构和机器具有确定的相对运动及满足其需要的条件；其次研究
机构的组成原理及机构的分类；最后，研究机构运动简图，用其表达机构的组成、各实体间的连接及
运动传递的路径、原动件的数目及位置等。
　　机构的组成原理与结构分析是机械系统运动方案分析、改进与创新设计的基础。
　　2．机构运动分析　　机构的运动分析是在已知原动件运动规律条件下，不考虑引起机构运动的
外力影响时，研究机构各点的轨迹、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等运动参数的变化规律。
这种分析不仅是了解机械的性能的手段，也是设计新机器的重要步骤。
本课程将介绍对机构进行运动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3．机器动力学　　机器动力学主要研究：在已知外力作用下，机器真实的运动规律；确定机构
运动副的反力、机构上需要加的平衡力、平衡力矩和效率等问题；分析机器速度波动的原因及应采用
的调节方法和不平衡质量的平衡问题。
机器动力学所研究、分析的问题既是高速机械必须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也是获得高品质、性能优良机
器必须要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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