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原理》教学大纲 

适用专业: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车辆工程、交通运输 

课程学时:64学时(理论 56，实验 8) 

课程学分:4学分 

课程代码: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AutoCAD》、《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理论力

学》 

一、课程的性质与任务 

机械原理课程是机械类各专业中研究机械共性问题的一门主干技术基础课，它的任务

是使学生掌握机构学和机械动力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初步具有拟定机械

运动方案、分析和设计机构的能力。它在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全局中，具有增强学生对

机械技术工作的适应能力和开发创造能力的作用。 

二、课程的内容与基本要求 

第一章  绪论 
教学内容：本课程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课程的地位、性质和任务；学习本课程的方法  
基本要求：明确“学什么、为什么学和如何学”问题。 

第二章  机构的结构分析 

教学内容：研究机构的组成及机构运动简图的画法；机构具有确定运动的条件；机构的

组成原理及结构分类。  

基本要求：理解构件、运动副、约束、自由度及运动链等重要概念；能绘制机械的机构

运动简图；熟练掌握平面机构自由度计算并能判断其是否具有确定运动，了解空间机构自由

度的计算；掌握机构自由度计算中有关虚约束的识别及处理并了解虚约束对机构工作性能的

影响和机构结构合理设计问题的重要性；了解平面机构的组成原理。 

第三章  平面机构的运动分析 

教学内容：已经机构尺寸及原动件运动规律，对机构其它构件进行轨迹、位移、速度及

加速度和角位移、角速度和角加速度的分析。 

基本要求：掌握用速度瞬心法对机构进行速度分析；熟练掌握用矢量方程图解法对Ⅱ机

构进行速度和加速度分析；理解用解析法的重点是建立机构的位置、速度及加速度方程式。  

第四章  平面机构的力分析 

教学内容：作用在机构上力分类；常见几种运动副的摩擦力的分析与计算；机构的动态

静力分析。  

基本要求：理解作用在机构上的力；掌握几种常见运动副中摩擦力及总反力的计算；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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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掌握用图解法对平面机构作动态静力分析；了解用解析法对平面机构作动态静力分析的方

法。  
第五章  机械的效率和自锁 

教学内容：机械的机械效率和自锁条件  

基本要求：理解机械自锁现象，掌握机械效率的计算；熟练掌握机械自锁条件的确定。 

第六章  机械的平衡 

教学内容：转子和平面机构的平衡。 

基本要求：掌握刚性转子的静、动平衡的原理和方法；了解平面机构的平衡。  

第七章  机械的运转及其速度波动的调节 

教学内容：机械系统等效力学模型及运动方程；稳定运转状态下机械的周期性速度波动

及其调节；机械的非周期性速度波动及其调节。  

基本要求：了解机械的运转及其速度波动的调节的目的；掌握建立单自由度机器系统等

效动力学模型及运动方程式的方法；了解飞轮调速原理。 

第八章  平面连杆机构及其设计 

教学内容：连杆机构的传动特点及其主要优缺点；平面四杆机构的类型、应用及其演化；

四杆机构的一些基本知识；四杆机构的设计和多杆机构。 

基本要求：了解连杆机构的传动特点及其主要优缺点和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型式、演化

型式、应用实例，实现预定连杆曲线的平面四杆机构的设计方法，多杆机构；掌握四杆机构

有曲柄的条件，行程速比系数及急回运动、传动角、死点及运动连续性；熟练掌握能按连杆

的三个位置、两连架杆的三个对应位置、行程速比系数等条件设计平面四杆机构。 

第九章  凸轮机构及其设计 

教学内容：凸轮机构的类型和应用；从动件运动规律、凸轮机构的压力角和自锁；盘形

凸轮廓线的设计；盘形凸轮机构基本尺寸的确定。 

基本要求：了解凸轮机构的类型和应用；掌握推杆的基本运动规律和选择，盘形凸轮廓

线的设计。 

第十章  齿轮机构及其设计 
    教学内容：齿轮机构的类型和应用；齿轮啮合基本定律；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啮
合特性；标准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基本参数和几何尺寸的计算；根切现象及最小齿数，齿轮

的变位修正和变位齿轮传动的基本概念；平行轴斜齿轮和相交轴直齿圆锥齿轮的啮合特点及

几何尺寸的计算；蜗杆传动的特点和几何尺寸计算。 

基本要求：了解齿轮机构的类型和应用和平行轴斜齿轮、相交轴直齿圆锥齿轮的啮合特

点及几何尺寸的计算；理解齿轮啮合基本定律和根切现象及最小齿数，齿轮的变位修正、变

位齿轮传动的基本概念；掌握标准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基本参数和几何尺寸的计算；熟练掌

握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啮合特性。 

第十一章  齿轮系及其设计 

教学内容：轮系的分类和应用；定轴轮系、周转轮系及复合轮系传动比的计算方法；行

星轮系的效率计算。 

基本要求：了解轮系的分类和应用；掌握定轴轮系、周转轮系及复合轮系传动比的计算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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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其他常用机构 

教学内容：棘轮机构、槽轮机构、不完全齿轮机构、万向联轴节等其它常用机构的工作

原理、运动特点、应用及设计要点；组合机构的组合方式及特点。 

基本要求：掌握棘轮机构、槽轮机构、不完全齿轮机构、万向联轴节等其它常用机构的

传动原理；了解组合机构的组合方式及特点 

第十三章  机械的运动方案及机构的创新设计（结合课程设计进行讲解） 

教学内容：机械传动系统设计的任务及大体的设计步骤；。 

基本要求：了解数控刀具的特殊要求；车削类、镗削类数控工具系统；刀具预调、磨损

及䫲的自动监测。 

三、学时分配 

其  中 
章次 各章名称 总学时 

理  论 实  验 

1 绪论 2 2  
2 机构的结构分析 7 5 2 
3 平面机构的运动分析 4 4  
4 平面机构的力分析 5 5  
5 机械的效率和自锁 3 3  
6 机械的平衡 6 4 2 
7 机械的运转及其速度波动的调节 4 4  
8 平面连杆机构及其设计 7 5 2 
9 凸轮机构及其设计 3 3  
10 齿轮机构及其设计 10 10  
11 齿轮系及其设计 4 4  
12 其他常用机构 5 3 2 
13 工业机器人机构及其设计 4 4  
14 机械系统的方案设计 与课程设计一起进行 

 合计 64 56 8 

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说明 

采用课堂上传统的黑板教学与课后网上教学优势互补的教学模式。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开发网络课件，给学生提供有效的在线学习资源，弥补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不足，也可方便

学生自主学习，促进以学生为中心的主动教学方式的形成，提高教学质量，使高等数学网上

教学在学生学习高等数学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考核方式和要求 

考试(70%)，平时和实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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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与主要参考书目 

1、孙桓、陈作模主编.机械原理(第六版).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葛文杰主编.机械原理作业集(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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