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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零部件设计制造工艺加强研究

——评《常用机械零部件设计与工艺性分析》

立足工业文明背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越来

越依赖机械力量，而机械零部件是构成庞大现代化系

统的“原子”，其设计与制造工艺直接关系到高质量

工业经济的发展。更为直观的是，机械零部件设计制

造工艺的加强，有利于不断改善机械成品的性能与效

率，特别是“常用机械零部件”在生产、生活领域广

泛应用，在原材料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更应

该关注机械零部件设计制造工艺加强研究。《常用机

械零部件设计与工艺性分析》由于惠力、高宇博、韩

彦勇合著，全书以“提高机械产品质量”为出发点，

围绕常见机械零部件的设计原理、加工方法、工艺性

能等展开系统研究。总览全书，具备三个方面的显著

特色：

    一、立足一体化产品思维，规避设计与制造脱节

全书内容可划分为三个模块，依次为“机械零

部件设计与制造理论”“机械零部件设计与制造方

法”“机械零部件设计与工艺分析”，这三个模块之

间存在一定关系，突显出作者强烈的“一体化产品思

维”。其中，关于机械零部件设计与制造理论的研

究，作者将重心放在“零部件工艺与机械成品质量关

系”论述上，以此提醒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在机械零部

件设计时，不仅要遵守必要规范、标准、原理等，还

要加强对机械零部件的实际工作状态的了解，这样可

以倒逼设计方案更加合理，有效避免了机械零部件设

计与制造的脱节；关于机械零部件设计与制造方法的

研究，本书精心筛选了“常见加工方法”展开论述，

诸如车削、磨削、钻削、镗削、拉削等，从“方法”

所具有的实操性出发，进一步拉近了机械零部件“设

计与制造”的距离，从业者基于本书中提供的“设计-
制造”对应关系，可以为机械零部件设计方案提供更

高质高效的实现方法；关于机械零部件设计与工艺分

析的研究，在本书中占据着主体地位，作者将机械零

部件置于特定工业系统和机械成品中进行论述，如蜗

杆传动系统、齿轮传动系统、减速器成品、滑动轴承

成品等，实现了从“零部件”到“整体”的进化，进

一步强化了设计与制造的“一体化”。

    二、筛选典型零件为案例，内容编写突出实用性

本书以“常用机械零部件”为研究对象，现实生

产及生活场域的常用机械零部件种类繁多，同一类型

零部件的功能、原理、价值等呈现高度同质化。为了

突出本书内容编写的实用性，作者在“常用机械零部

件”的基础上进一步精选，保留了“经典零件”作为

案例，这样也极大地简化了设计方法和制造工艺论述

的繁琐性。本书内容编写时运用了明显的解构思维，

即将一个“典型机械成品”分解重构为不同部分，具

有典型特征的零部件包含齿轮、蜗杆、带、轴等，理

论上，无论多么精密复杂的机械设备，都是由这些功

能单一、结构简单的零部件组合而成的，因此无论在

设计环节还是制造环节，只要加强对这些零部件的高

质量实现，最终就能够获取一个高质量的机械成品；

同时，本书内容编写的实用性还表现在两方面：一方

面是内容表述形式，书中提供了海量的设计图、效果

图、剖面图、实物图，基于图文混排呈现形式增强直

观性，也有效缩短了著作篇幅；另一方面，本书内容

编写严格遵循行业规范、国家标准及国际通用计量单

位等要求，将国内机械零部件设计领域一些约定俗成

的词汇转化成专业术语，这样不仅内容表达范式统

一，且很好地消除了机械零部件设计与制造过程中信

息不对称的弊端。

    三、理论层面精简化处理，适应多元化读者需求

从宏观上看，机械零部件无论是设计环节还是制

造环节，都涉及到综合性知识的运用，包含材料学、

力学、工程学等，加上近年来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的

大量运用，对于机械零部件设计制造领域人才提出了

更高的挑战。本书编写的主旨是“突出实用性”，因

此对一些理论层面内容等做出了精简化处理，原则上

只阐明原理，而对于复杂的公式、定理、概念、模型

等不做深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机械零部件“设

计”与“制造”工艺加强层面。但同时，为了弥补理

论概念表述不足的现象，书中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

简流程图，用来贯穿具体机械零部件“从设计到制

造”的全过程。例如，在第三章“带传动设计与工艺

性分析”中，本书简单介绍了“带传动的工作原理和

分类”，然后将重心放在带轮加工实现方法上。由于

理论层面的精简化，相当于为读者开辟了多元化的理

论介入机制，如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机械工程等不

同领域的读者，可根据自身多元化的需要自行构建理

论体系，并通过书中提供的实用性方法展开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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