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机械设计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必修 

课程英文名称：machine design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56/4/3 其中实验学时：4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机械制图、理论力学、机械原理等 

授课时间：周二 1-2，周四 1-2，1-14周 授课地点：6C402 

授课对象：2016机械卓越专业 2班 

开课院系：机械工程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田君/教授 

联系电话：13925821606（786590） Email: 841608534@qq.com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上课课室课前，课后现场答疑，机械设计网络平台答疑或电话答疑 

1-14周周四 6-7节 12A202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   ）     闭卷（ √ ）   课程论文（  ）   其它（  ） 

使用教材：田君主编.《机械设计》.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 

 

教学参考资料： 

[1]陆凤仪、钟守炎主编. 《机械设计（第 1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 

[2] 邱宣怀等主编. 《机械设计（第 4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3] 谭庆昌主编. 《机械设计》.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4] [美]Ansel C.Ugural 著,李良军缩编.《 Mechanical Design（第 1 版）》. 重庆大学出版

社，2005年. 

[5]濮良贵等主编. 《机械设计（第 8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一门学科基础必修课程。课程主要介绍机械

设计的基本方法、设计理论、设计步骤，常用机械零件的设计、选择与装配等。它在培养学生的机械

设计能力和创新能力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中，占有十重要的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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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今后从事机械方

面的设计、制造、研究和开发奠定重要的基础。 

本课程以工程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互换性与技术测量、工程材料及成型技术、机械制造

工程原理、机械原理和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等课程为基础，同时为学生顺利进入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课

程学习及毕业设计打下良好的专业理论基础。 

 

课程教学目标 

1. 通过该课程学习，学生将获得机械产品设计与制造技术

的基础知识，培养创新意思与创新设计能力，具备机械工程师的

基本素质。 

2. 通过本课程学习，具有设计一般机械传动和联接装置的

实践能力；使学生达到运用所学知识去解决现代机械工程中的实

际问题的能力。 

3. 达到运用标准、规范、手册、图册和查阅有关技术资料

的能力；初步达到具有机械设计编程和运用计算机进行工程设计

的能力。 

 

 

本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之间

的关联(授课对象为理工科专业学

生的课程填写此栏）： 

☑核心能力 1. 应用数学、基础科

学和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

业知识的能力；   

☑核心能力 2. 设计与执行实验，

以及分析与解释数据的能力；  

☑核心能力 3. 机械工程领域所需

技能、技术以及使用软硬件工具的

能力； 

☑核心能力 4. 机械工程系统、零

部件或工艺流程的设计能力； 

□核心能力 5. 项目管理、有效沟



通协调、团队合作及创新能力； 

☑核心能力 6. 发掘、分析与解决

复杂机械工程问题的能力； 

☑核心能力 7．认识科技发展现状

与趋势，了解工程技术对环境、社

会及全球的影响，并培养持续学习

的习惯与能力； 

□核心能力 8．理解职业道德、专

业伦理与认知社会责任的能力。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教学

时长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教学方

式 
作业安排 

1 绪论 2 
机器的基本组成要素和基本术语，课程的

研究对象、内容、性质、任务 
讲授  

1 
第一章 机械

设计概述 

 

2 

机械零件的主要失效形式、设计机械零件

时应满足的基本要求 

课堂

讲授 

作

作业 1 

2 
第一章 机械

设计概述 

 

2 

机械零件的设计方法、机械零件设计步骤、

机械零件设计中的标准化. 

课堂

讲授 
 

2 
第一章 机械

设计概述 
2 

材料的疲劳特性(疲劳曲线及等寿命疲劳

曲线的理解与应用)、机械零件的疲劳强度

计算(影响零件疲劳强度的因素分析、三种

典型应力变化规律分析) 

课堂

讲授 
作业 2 

3 
第一章 机械

设计概述 
2 

零件的疲劳强度计算(疲劳损伤累积假说、

双向应力状态的疲劳强度分析)、机械零件

的接触强度 

课堂

讲授 
作业 2 

3 

第二章摩擦、

磨损及润滑基

础知识 

2 
摩擦、磨损定义、磨损类型、润滑剂及润

滑方法、流体润滑原理 

课堂

讲授 
作业 2 

4 

第三章与第十

一章 

螺纹联接和螺

旋传动 

4 

（1）螺纹类型及特点、螺纹联接的类型、

预紧与防松。 

（2）以单个螺栓联接为对象，讨论不同类

型螺纹联接的强度计算；螺纹联接件的性

能等级选择。 

课堂

讲授 
作业 2 

5 

 

第三章与第十

一章 

螺纹联接和螺

旋传动 

 

2 

螺栓组联接的结构设计；受弯曲、扭转等

组合载荷时螺栓组联接的受力分析与设

计。提高螺纹联接强度的措施；螺旋传动

的类型及应用、滑动螺旋传动的设计计算 

课堂

讲授 

 

作业 2 



5 

第四章轴毂连

接 

键、花键、无

键连接和销连

接 

2 

键联接的类型、结构、特点和应用；花键

联接的类型、销联接的类型；键联接的选

择及强度校核 

课堂

讲授 
作业 2 

6 
第六章 

带传动 
4 

(1)带传动的主要类型、带传动的工作原

理、特点和应用范围、带传动工作情况分

析(受力分析、应力分析、弹性滑动与打滑

的区别与联系) 

(2)普通 V带传动的设计方法与设计步骤、

V带轮的结构形式、带传动的张紧装置 

课堂

讲授 
作业 2 

7 
第七章 

链传动 

2 

（1）链传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滚子链

的结构、特点；链传动的结构和材料；链

传动的运动特性分析、链传动的受力分析 

(2)滚子链传动的失效形式和传动的设计

计算、链传动的张紧 

课堂

讲授 
作业 2 

8 
第八章 

圆柱齿轮传动 
4 

(1)齿轮传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齿轮传

动的失效形式和计算准则、齿轮材料及其

热处理选择、齿轮传动的计算载荷 

(2)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受力分析、直齿圆

柱齿轮传动的齿根弯曲疲劳强度计算及齿

面接触疲劳强度计算、圆柱齿轮传动的许

用应力 

课堂

讲授 
作业 2 

9 
第八章 

圆柱齿轮传动 

4 

(1)圆柱齿轮传动的设计参数和精度等级

选择，斜齿圆柱齿轮传动的受力分析、斜

齿圆柱齿轮强度计算要点 

(2)直齿圆锥齿轮传动的受力分析、直齿圆

锥齿轮强度计算要点、齿轮结构与齿轮传

动的效率和润滑 

课堂

讲授 
作业 2 

10 
第十章 

蜗杆传动 

2 

蜗杆传动类型、普通圆柱蜗杆传动的主要

参数及几何尺寸计算；蜗杆传动的失效形

式和计算准则、蜗杆传动的受力分析、普

通圆柱蜗杆传动的强度计算、蜗杆传动的

润滑、效率及热平衡计算。 

课堂

讲授 
作业 2 

10 
第十四章 

滑动轴承 

2 

径向滑动轴承的主要结构形式、失效形式、

轴承材料及轴瓦结构；不完全液体润滑滑

动轴承设计计算方法 

课堂

讲授 
作业 1 

11 
第十四章 

滑动轴承 
2 

流体动力润滑的基本方程、径向滑动轴承

的主要尺寸关系及工作能力计算 

课堂

讲授 
作业 1 



11 
第十三章 

滚动轴承 
2 

滚动轴承的基本类型、结构特点及代号、

轴承套圈及滚动体上载荷分布及应力的变

化、滚动轴承的失效形式和计算准则 

课堂

讲授 
作业 1 

12 
第十三章 

滚动轴承 
4 

(1)基本额定寿命、基本额定动载荷及当量

动载荷、滚动轴承尺寸的选择 

(2)滚动轴承的静载荷计算；轴承组合设

计：安装、配置、紧固等、润滑和密封 

课堂

讲授 
作业 2 

13 

第十五章 

联轴器和离合

器 

2 
联轴器和离合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联

轴器的选择及其校核 

课堂

讲授 
 

13 
第十二章 

轴 
2 

轴的分类和应用、轴的材料及其选择、轴

的结构设计及其考虑的因素 

课堂

讲授 
作业 1 

14 
第十二章 

轴 
2 

轴的强度计算：扭转强度计算（初算轴径）

和弯扭复合强度计算、安全系数校核计算、

轴的弯曲刚度和扭转刚度计算 

课堂

讲授 
作业 1 

合计： 52    

实践教学进程表 

周次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重点与难点 

项目类型（验

证/综合/设

计） 

教学 

方式 

6 皮带传动实验 2 

1.了解带传动实验台的组成

和工作原理，观察带传动中

的弹性滑动和打滑现象。 

2.了解初拉力的改变对传动

的影响。 

3.掌握带传动扭矩、转速和

转速差的测量方法，测绘出

滑动曲线和效率曲线。 

验证 演示、动手测试 

14 
轴系结构创新

设计实验 
2 

1．利用组合式轴系结构设计

分析实验箱，完成不同功能

的轴系结构设计。 

2．绘制轴系结构装配图。 

设计 演示、动手测试 

      

合计： 4    

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 

考核形式 评价标准 权重 

作业、课堂回答

问题、出勤 

1. 评价标准：习题参考解答。 

2. 要求：能灵活运用所学机械设计方法进行求解，
40% 



独立、按时完成作业。 

实验（共 2次） 

1. 评价标准：实验态度，实验报告的规范性、数据

分析的准确性和回答实验思考题的正确性。 

2. 要求：准确记录实验数据，按照实验报告要求对

实验数据进行合理分析，回答实验思考题。 

出勤 

1. 评价标准：课堂教学时间和实验教学时间。 

2. 要求：按时参加每次上课和实验。三次以上未出

勤者无该成绩。 

期中考试 

1. 评价标准：试卷参考解答。 

2. 要求：能灵活运用所学机械设计方法进行求解，

独立、按时完成考试。 

期末考核（闭卷） 

1. 评价标准：试卷参考解答。 

2. 要求：能灵活运用所学课程知识，独立、按时完

成考试。 

60% 

大纲编写时间：2018/9/03 

系（部）审查意见： 
 

 

我系已对本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了审查，同意执行。 

 

 

系（部）主任签名：曹晓畅                日期：2018 年 9  月 15 日 

 

注：1、课程教学目标：请精炼概括 3-5条目标，并注明每条目标所要求的学习目标层次（理

解、运用、分析、综合和评价）。本课程教学目标须与授课对象的专业培养目标有

一定的对应关系 

    2、学生核心能力即毕业要求或培养要求，请任课教师从授课对象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应

部分复制（http://jwc.dgut.edu.cn/） 

    3、教学方式可选：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实验/实训 

    4、若课程无理论教学环节或无实践教学环节，可将相应的教学进度表删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