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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迅速发展。
许多学校对机械类专业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有机的整合。
中等职业教育规划教材编写组结合中等职业学校教学实际和中等职业学生的特点，贯彻职业教育应知
应会、够用为度的原则，组织专家力量，编写了这本教材。
《机械基础》特别适合作为中等职业学校的机械类及近机械类专业使用，同时还可供工厂技术管理人
员参阅。
本书是中等职业学校机械类及近机械类专业的一门技术基础课。
本书旨在培养学生初步分析机械功能及使用一般机械的能力，掌握机械技术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为今后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和继续学习打下基础。
《机械基础》采用常见实例，由浅入深地讲述了机械概述、静力学、材料力学、支承零部件、联接、
常用机构、机械传动、液压传动、机械维护等内容，内容的选取尽可能宽，但少而精，给学生留有一
定的思考余地。
《机械基础》主要体现如下特色：（1）严格按照教学大纲编写，更符合教学规律；（2）注重理论联
系实际和基本技能的训练；（3）为便于学生复习和掌握知识，每章都有适量针对性强的习题：（4）
注重实践与创新的培养。
本书由芋耀贤编写。
由于时间紧迫，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点，恳请广大师生及读者不吝提出批评、指正
和改进意见。
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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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基础》是中等职业学校机械类及近机械类专业的一门技术基础课。
《机械基础》旨在培养学生初步分析机械功能及使用一般机械的能力，掌握机械技术的基本知识和基
本技能，为今后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和继续学习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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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0-1 本课程的内容、性质、任务和基本要球§0-2 如何学好这门课程第一章 机械概述§1-1 机器
及其组成§1-2 金属材料的性能§1-3 机械零件的强度§1-4 摩擦与磨损本章练习第二章 静力学§2-1 静
力学概述§2-2 静力学公理§2-3 力矩和平面力偶系§2-4 约束与约束力§2-5 平面受力分析本章练习第
三章 材料力学§3-1 材料力学概述§3-2 拉伸与压缩§3-3 剪切与挤压§3-4 圆轴的扭转§3-5 直梁的弯
曲本章练习第四章 工程材料§4-1 黑色金属材料§4-2 有色金属材料§4-3 非金属材料本章练习第五章 
支承零部件§5-1轴§5-2轴承本章练习第六章 联接§6-1 键联接的类型、特点及应用'§6-2 螺纹联接的
类型、特点及应用§6-3 联轴器与离合器本章练习第七章 常用机构§7-1 机构的基本知识§7-2 平面连
杆机构§7-3 凸轮机构本章练习第八章 机械传动§8-1 带传动与链传动§8-2 齿轮传动与蜗杆传动§8-3 
齿轮系§8-4 减速器本章练习第九章 液压传动§9-1 液压传动概述§9-2 液压元件§9-3 液压回路本章练
习第十章 机械维护§10-1 机械的润滑§10-2 机械的密封§10-3 机械的危险零部件及机械伤害本章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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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金属材料的工艺性能是指金属材料在各种加工条件下表现出来的适应能力，包括铸造性、锻压
性、切削加工性、焊接性等。
 1.铸造性（可铸性）  金属材料能否用铸造的方法获得合格铸件的性能，称为铸造性或可铸性。
铸造性主要包括流动性、收缩性和偏析。
流动性是指液态金属材料充满铸模的能力。
收缩性是指铸件凝固时体积收缩的程度。
偏析是指金属材料在冷却凝固过程中，因结晶的先后差异而造成金属材料内部化学成分和组织的不均
匀性。
  2.锻压性（可锻性）  金属材料能否用锻压方法制成优良锻压件的性能，称为锻压性或可锻性。
它包括在热态或冷态下能够进行锤锻、轧制、拉伸和挤压等加工。
锻压性或可锻性的好坏主要与金属材料的化学成分有关。
  3.切削加工性（可切削性或机械加工性）  金属材料被刀具切削加工后而成为合格工件的难易程度，
称为切削加工性或可切削性或机械加工性。
切削加工性的好坏常用加工后工件的表面粗糙度、允许的切削速度以及刀具的磨损程度来衡量。
它与金属材料的化学成分、力学性能、导热性及加工硬化程度等诸多因素有关。
硬度和韧性是衡量切削加工性好坏的依据。
一般来讲，金属材料的硬度愈高，愈难切削；硬度虽不高，但韧性大，切削也较困难。
  4.焊接性（可焊性）  金属材料在一定的焊接工艺条件下是否易于获得优良焊接接头的能力，称为焊
接性或可焊性。
焊接性主要是指在一定的焊接工艺条件下获得优质焊接接头的难易程度，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
是结合性能，即在一定的焊接工艺条件下金属材料形成焊接缺陷的敏感性；二是使用性能，即在一定
的焊接工艺条件下金属材料的焊接接头对使用要求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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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机械基础》：中等职业教育规划教材，根据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新教学大纲要求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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