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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机电一体化是融合检测技术、信息处理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伺服驱动技术、微电子技术、计算
机技术以及机械技术等多种技术于一体的新兴综合性学科。
　　机电一体化的优势在于从系统、整体的角度出发，将各相关技术协调综合运用而取得优化效果，
因此在机电一体化系统开发过程中，特别强调技术融合和学科交叉的作用。
一个机械工程师或机械技术人员如果仅有机械学方面的知识将越来越难以胜任本职工作，技术的发展
要求他们必须不断地了解和掌握足够的机电一体化方面的综合知识。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机电一体化系统的基础知识，对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是很有意义的。
　　由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要大力加强实践环节，需要对理论课程进行整合。
在编写时，考虑到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这些特点，力求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注意基础知识的复习与应
用，以期学生对机电一体化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性能分析等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此外，书中每章末均有思考练习题，这些题目都是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期望读者能提高自学能力
、分析能力，学会把理论知识应用于生产实际，并能有所创新地改进系统的性能。
　　本教材的另一个特点是给出了较多的、经过调试或者结合生产和科研的实际需要，通过专门设计
的具体实用的综合实例作为实验和实训内容，同时，为学生的课外科技活动提供了丰富的题材。
　　本教材由台州职业技术学院赵再军担任主编，并编写了第5、6章，嘉兴职业技术学院汤建鑫、杭
州职业技术学院吴晓苏担任副主编，并分别编写了第l、2章和第3、4章，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庄舰老师
参加了部分内容的编写工作。
全书由赵再军统稿，并请周文利、姚朝霞、周柏青等老师仔细审阅后定稿。
同时在编写时，也采纳了浙江大学出版社的专家组审核编写本教材大纲时提出的宝贵意见，在此一并
深表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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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简要介绍了机电一体化的基础知识，系统阐述了构成机电一体化技术的主要内容：机械系统、微
机接口技术、传感技术、伺服技术等，为结合应用需要，书中列举并剖析了一定数量的应用实例供参
考(其中多数为生产实际问题)，尤其最后一章的综合实例，有助于读者通过这些实例进一步掌握机电
一体化系统设计方法。
    本书简明扼要、实用性强，可作为夜大、函大及高职等大专院校机械类专业的学生教材，也可供工
程技术人吊参考，并可作为技术培训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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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2从功能上看　　小型化、轻型化、多功能化是功能发展的主要特点，这是精细加工技术发展
的必然，也是提高效率的需要。
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和精细加工，可使机械的重量减轻到与人体重量相称的程度。
而多功能也是自动化发展的要求和必然结果。
为了适应自动化控制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高技术发展，机电一体化产品不仅要具有数据采集、检测、记
忆、监控、执行、反馈、自适应、自学习等多种功能，甚至还要具有神经系统的功能，以便能实现整
个系统的最佳化和智能化。
机械制造工业绝不只是要求单机自动化，而是要求能实现一条生产线、一个车间、一个工厂甚至更大
规模的全盘自动化。
　　1.3.3从层次上看　　复合集成、系统化是层次发展的特征。
复合集成，既包含各种分技术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和各种产品不同结构的优化与复合，又包含在生
产过程中同时处理加工、装配、检测、管理等多种工序。
为了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自动化和高效率，应使系统具有更广泛的柔性（柔性是适应加工对象
变化的能力）。
首先可将系统先分解为若干层次，使系统功能分散，并使各部分协调而又安全地运转，然后再通过硬
、软件将各个层次有机地连接起来，使其性能最优、功能最强。
柔性制造系统就是这种层次结构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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