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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考虑产品行为时必须考虑产品的工作环境，环境观念是系统思想的重要内容，系统
的特性是由内部和外部特性共同构成的，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是通过交换物质、能量、信
息实现的，只有那些积极的、有利的输入／输出才能完成系统预期的功能，这部分输入／输出称为驱
动输入和功能输出，而那些不利的、消极的输入／输出必须加以克服和抑制。
因此，可以通过分解产品功能确定子功能之间的关系。
行为过程的生成是根据物理效应、化学效应或生物效应分解行为，并使前后子行为相容。
总行为过程的每一个子行为应该满足如下要求： 1）存在相应的驱动输入，且约束可以得到满足。
 2）子行为的功能输出满足设计要求，且相关约束可以得到满足。
 3）不存在明显的有害输出和副输出，如果有，则必须采取相关措施。
 任何子行为都要遵循一定的物理原理，上述要求实际上就是使相应的物理原理成立的条件，这样才能
产生相应的物理现象从而产生相应的行为。
行为过程的生成过程实际上就是各子行为满足上述要求的过程，如果一个子行为所要求的驱动输入不
能由产品的工作环境所提供，或者相应的约束得不到满足，就必须设计另一个子行为来满足这些条件
。
 （2）产品原理设计方法。
设计人员应掌握广泛的科学知识、了解科学发展动态，不局限于单门学科，如机械学的范围内构思，
应综合运用机、电、液、光等多种学科的知识，运用发散性思维方式寻求先进、实用的科学原理和物
理效应，并进一步确定实现该效应的功能载体。
这样，便可开阔思路并有助于评价决策，获得最佳设计方案。
对简单的系统，设计者一般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或经验就能求得原理解，找出适当的物理效应和功能
载体。
但对复杂的机电一体化系统，则需充分借鉴前人已取得的成果及有关技术文献；利用创造性思维方法
开阔思路，探寻新颖解。
 4.产品的结构设计 机电一体化系统原理设计完成后，对于系统所确定的各种功能元的解，可分为两大
类，一是机械类的物理效应，如机械传动系统、导向系统、主轴组件等；另一类是电气系统的物理效
应，如控制电动机、控制电路、检测传感电路等。
 结构是指能产生所要求行为、完成预定功能的载体。
结构设计是进行行为一结构的映射，或直接进行功能一结构的映射而得到结构，即结构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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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为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
《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注重内容的先进性和实用性，理论联系实际，内容
丰富，深浅适宜，便于教学和自学。
《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不仅可作为机械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自动化和机电一体化等相关专业大学本、专科专业课教材，也可供从事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制造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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