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设计基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机械设计基础>>

13位ISBN编号：9787502776763

10位ISBN编号：7502776761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时间：海洋出版社

作者：闫永平，王瑞清，海淑萍 编

页数：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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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设计基础>>

前言

　　当前，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是我国高职高专院校的根本任务。
在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过程中，各院校积极深化课程改革，合理确定学时比例，充分体现了以培养
学生的职业能力为导向的指导思想。
　　机械类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趋势是整合现有基础理论课程，突出学以致用。
经过两个轮次的教学实践，作者所在院校对原有“工程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
械基础”等课程进行了高度浓缩与提炼，将它们整合为一门课程“机械设计基础”。
全书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共3章，分别为静力分析基础、力系的简化与合成、杆件的变形；第二
部分共7章，分别为机械中常用的平面机构、带传动与链传动、齿轮传动、轮系、联接、轴、轴承与
弹簧；第三部分是课程设计，为学生进行课程设计提供了完整的设计资料。
三部分完整统一，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同时《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全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教学用书规划教材·全国高等教育机电
类专业课程改革规划新教材：机械设计基础（高职高专）》通过附录给出了各种型钢的规格以及专业
设计计算的常用资料与数据。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全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教学用书规划教材·全国高等教育机电
类专业课程改革规划新教材：机械设计基础（高职高专）》重点突出、叙述简练、图文并茂、实用性
强。
前两部分各章均附有学习目的和小结，另外每章有相应的习题，教师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布置，以便
帮助学生明确学习要求和重点掌握的内容。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全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教学用书规划教材·全国高等教育机电类专
业课程改革规划新教材：机械设计基础（高职高专）》课件可通过电子邮件索取。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全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教学用书规划教材·全国高等教育机电
类专业课程改革规划新教材：机械设计基础（高职高专）》由王瑞清、海淑萍主编；张枫叶、班淑珍
、宿宝龙副主编；参与《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全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教学用书规划教材·
全国高等教育机电类专业课程改革规划新教材：机械设计基础（高职高专）》编写的还有刘小兰、王
海静、王继明、李一默、房永亮。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全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教学用书规划教材·全国高等教育机电类专
业课程改革规划新教材：机械设计基础（高职高专）》由闰永平任主审。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全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教学用书规划教材·全国高等教育机电
类专业课程改革规划新教材：机械设计基础（高职高专）》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机械类及近机类专业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成人高等专科教育相关专业的选用教材，还可供工程技术人
员参考。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指正，并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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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水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高等教育面临
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机械设计基础》是适应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需要，以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为导向而编写规划的新教
材。
　　主要内容：根据高职高专课程改革的需要，《机械设计基础》在原有“工程力学”、“材料力学
”、“机械原理”、“机械基础”等课程进行了高度浓缩与提炼。
全书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共3章，分别为静力分析基础、力系的简化与合成、杆件的变形；第二
部分共7章，分别为机械中常用的平面机构、带传动与链传动、齿轮传动、轮系、联接、轴、轴承与
弹簧；第三部分是课程设计，为学生进行课程设计提供了完整的设计资料。
　　《机械设计基础》特点：　　重点突出、叙述简练、图文并茂、实用性强。
　　“课程设计”作为单独的一篇纳入书中，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适用范围：　　《机械设计基础》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机械类及近机类专业“机械设计基础”课
程的教材，也可作为成人高等专科　　教育相关专业的选用教材。
　　对相关工程技术人员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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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钢规格表附录Ⅱ 常用资料与数据习题答案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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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组成机械的各个制造单元称为零件，如螺钉、螺母、轴、齿轮等。
　　概括地说，机械中的零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各种机器中经常都能用到的零件，叫做通用零件
，如螺钉、齿轮、链轮等；另一类则是在特定类型的机器中才用到的零件，叫做专用零件，如涡轮机
的叶片、飞机的螺旋桨、往复式活塞内燃机的曲轴等。
另外，还常把由一些协同工作的零件所组成的独立制造或独立装配的组合体叫做部件，如减速器、离
合器等。
　　2）本课程的研究内容与学习目的　　机械工程科学是一门应用型技术科学，它存在于人类活动
的各个领域，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进步与文明所必不可少的一门科学。
而机械设计基础课程则是机械工程学科的基础，它主要研究常用机构和传动装置以及通用零件的工作
原理、运动特性、承载能力、结构特点、材料选择、标准和规范等方面的内容。
　　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应达到以下目的。
　　①实现在工程中能应用图样和技术语言或其他手段来表达机构和机械传动装置以及机械零件的结
构形状、材料、承载能力、使用性能、制造与维修等诸方面的要求，以指导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
　　②应初步具备设计机械零件和传动装置的能力，以及应用机械工程中的最新科技成果服务于产品
设计和开发的能力。
　　③应逐步增强自己参与工程实践的能力；逐步提高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步培养自
己的创新能力、决策能力和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3）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达到下列要求。
　　①掌握应用平衡方程对实际结构进行外力分析和计算；掌握构件内力、应力和变形的计算方法和
规律。
　　②掌握常用机构的分析和设计方法。
　　③具备机械零件和简单部件（如减速器）的设计能力；培养应用科技成果设计和开发新产品的能
力。
　　④逐步增强参与工程实践的基本技能；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决策能力及与他
人合作的能力。
　　4）本课程的特点及学习方法　　本课程的特点及学习方法如下。
　　（1）课程的系统性强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的系统性强，各部分问有紧密的联系。
学习中要循序渐进，及时解决不清楚的问题，要注意深入体会和理解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不能满足于背公式、记结论；还要注意理清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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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原有“工程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基础”等课程进行了高度浓缩与提
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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