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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机械设备的精度取决于零件的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机械设备能否保持较长的寿命和正
常使用取决于设备的正确安装调试和设备的维护维修管理。根据生产实践的需要，本书
内容上符合实践生产的需求，形式上符合高职教育的特征，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
，阐述了机械设备的装配、设备的安装、设备管理维护和设备维修4个方面内容，这些内
容是学生将来从事设备装配、设备安装调试、设备管理和设备维修等相关工作必须掌握
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内容简介

本书对机械设备的装配、设备的安装、设备管理维护和设备维修4个方面进行了讲解。
  本书共分为10章，讲解了联接零部件、轴承、密封元件和传动零部件的装配技术要求
和装配工艺方法，阐述了机械设备安装、机电设备管理、维修基本知识、电气设备维修
、典型零部件维修等相关内容，并列举了实用的实训内容。本书的特点是理论少、多技
能、多图片，在内容上符合实践生产的需求，在形式上符合高职教育的特点。
  本书是高职高专机械类专业的教学用书，可作为机械类中专和技师的培训教材，也可
作为从事设备维修、设备管理人员和设备安装调试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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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机械零部件装配基本知识
【教学目标】
  理解装配的重要作用
掌握装配工艺规程的内容
  掌握保证装配精度的装配方法
掌握机械零件清洗的方法
  掌握旋转件的平衡试验方法
掌握机电设备几何精度的检验方法
1.1 装配概述
机械装配是机械制造过程中最后的工艺环节，它将最终保证机械产品的质量。如果装配
工艺制订不合理，即使所有机械零件都合乎质量要求，也不能装配出合格产品。
1.1.1 装配的概念
机械产品一般由许多零件和部件组成。按规定的技术要求，将若干零件结合成部件或若
干个零件和部件结合成机器的过程称为装配。
  零件是组成机器不可再分的基本单元。机器零件一般包括以下部分。
（1）基本零件。即主体件，如：机座、床身、箱体、轴、齿轮等。
  （2）通用零件或部件。带有通用性质的零件或部件。
（3）标准零件。如：螺钉、螺母、轴承、接头、垫圈、销子等。
  （4）外购零件。如：密封填料、电气零件等。 第1章 机械零部件装配基本知识
【教学目标】  理解装配的重要作用  掌握装配工艺规程的内容 
掌握保证装配精度的装配方法 掌握机械零件清洗的方法  掌握旋转件的平衡试验方法
掌握机电设备几何精度的检验方法 1.1 装配概述 机械装配是机械制造过程中最后的工艺
环节，它将最终保证机械产品的质量。如果装配工艺制订不合理，即使所有机械零件都
合乎质量要求，也不能装配出合格产品。 1.1.1 装配的概念 机械产品一般由许多零件和
部件组成。按规定的技术要求，将若干零件结合成部件或若干个零件和部件结合成机器
的过程称为装配。 
零件是组成机器不可再分的基本单元。机器零件一般包括以下部分。
（1）基本零件。即主体件，如：机座、床身、箱体、轴、齿轮等。 
（2）通用零件或部件。带有通用性质的零件或部件。
（3）标准零件。如：螺钉、螺母、轴承、接头、垫圈、销子等。 
（4）外购零件。如：密封填料、电气零件等。 装配是一个多层次的工作。图1-1为装配
过程示意图。若干零件永久联接（如铆接、过盈配合等）或联接后再加工成套件（又称
合件）。例如，蜗轮是由齿圈与轮毂零件过盈联接后再经加工成的合件（见图1-2）。若



干个零件组合或若干个零件与若干个合件组合成组件，例如，机床主轴箱中的主轴与其
上的键、齿轮、垫片、套、轴承和调整螺母组成主轴组件（见图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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