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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课件简介 

1.1 液压传动 

液压传动相对于机械传动来说，是一门新兴的技术。它应用广泛

适用于各个工业领域。液压传动课程可作为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

业大平台必修的技术基础课。本课程的特点是以液压油作为工作介质

来传递动力，而液压油本身又无一定形状。因此，液压油是传递动力

中的重要环节。 

考虑到液压传动与气压传动有许多共性，且在航空、汽车等机械

类专业应用广泛，增加了气压传动的内容。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在流体力学和液压技术的原理方面具

有牢固的基础知识，在液压系统应用和设计以及液压元件的选用方面

达到一定能力。 

1.2 数控技术与程编 

该课程为专业方向必修课，目的是使学生获得有关机床数字控制

技术的基本原理、控制系统主要软硬件的基本知识以及有关数控加工

编程技术的知识，培养学生从事数控系统的研制与应用和数控程编工

作的能力。 

本课程包括数控技术和数控程编两个部分。其中数控技术部分，

要求掌握运动轨迹的插补方法，理解刀具半径补偿的原理和实现方法；

了解ＣＮＣ硬件系统的组成和功能以及ＣＮＣ系统控制软件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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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及实现方法，掌握旋转变压器与感应同步器、光栅等位移检测装

置的工作原理；掌握步进式开环伺服系统的原理和组成，了解闭环伺

服系统。数控程编部分要求了解数控编程的工作步骤及工作方法，熟

悉工艺处理的内容及方法；掌握典型数控机床的手工编程方法，能够

编写一般的ＮＣ加工程序，能够分析较复杂的ＮＣ加工程序；掌握曲

线和曲面工件程序编制中的常用数学处理方法；了解常用的

CAD/CAM 软件及自动编程方法。 

1.3 金属切削原理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基础课。是在总结生产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

与发展起来的，又直接为生产服务的学科。使学生从理论上认识金属

切削过程的一般现象与基本规律，能按具体加工条件选择合理的刀具

材料，刀具切削部分几何参数、切削用量、计算切削力和切削功率，

并能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生产中出现的一些有关问题。初步掌

握金属切削实验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学会使用有关的测量仪器和

进行实验数据的处理。了解常见通用刀具的类型、结构特点与应用范

围，并能正确地选用。了解一些专用刀具的设计计算方法。对金属切

削原理与刀具学科的发展趋势和新成就有初步的了解。 

1.4 机电传动与控制 

本课程是机械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一门必修的专业基

础课。本课程的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了解机电传动控制的一般知识，



 

‐ 3 ‐ 
 

掌握电机、电器、晶闸管等的工作原理、特性、应用和选用的方法，

掌握常用的机电传动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特点、性能及应用场所，

了解最新控制技术在机械设备中的应用。 

1.5 汽车设计 

本课程是车辆工程专业一门很重要的专业课。在理论力学、材料

力学、汽车构造、汽车理论等前续课程中讲过的内容对汽车设计课程

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对基础课已学过的内

容可以取其结果使用，不必详述，着重讲解有关结构及其参数的选取

方法和原则。 

使学生学会分析和评价汽车总体及其各总成的结构与性能，合理

选择结构方案及相关参数。学到汽车总体设计和底盘及车身设计的一

般方法，学习本课程可为汽车设计的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打下良好的

基础。更为以后从事汽车专业技术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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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课件简介 

2.1 液压系统中工作压力形成实验 

本实验目的是为了理解液压系统中工作压力的形成，即工作压力

决定于负载，了解液压系统中压力的组成。了解油缸、电磁换向阀、

溢流阀、油泵的工作原理以及构造。指导学生亲自动手组接油路，熟

悉液压油路。 

2.2 油泵工作特性实验 

了解液压叶片泵的主要性能技术指标，学会测量液压泵的流量、

压力值等参数，学会自己设计油路，测定液压泵的流量特性、能够计

算容积效率、总效率和输入、输出功率，掌握计算方法。 

2.3 溢流阀静态性能实验 

深入理解溢流阀稳定工作时的静态特性，掌握溢流阀静态特性的

实验方法，通过实验提高自己设计油路和自接油路的能力。在启动电

机油泵以后，需要空转一分钟的时间，保证系统平稳后，才可以逐渐

关闭溢流阀，读取其特征曲线。 

2.4 液压基本回路实验 

液压基本回路就是由一些液压元件组成的，用来完成特定功能的

油路结构。例如：调节执行元件运动速度用的调速回路，控制系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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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或者局部压力用的调压回路等。这些回路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

和性能对于分析和设计液压系统来说都是具有很大的作用的。 

2.5 步进式开环伺服系统实验 

步进式伺服驱动系统是典型的开环控制系统。在此系统中，执行

元件是步进电机。它受驱动控制线路的控制，将代表进给脉冲的电平

信号直接变换为具有一定方向、大小和速度的机械转角位移，并通过

齿轮和丝杠带动工作台移动。由于该系统没有反馈检测环节，它的精

度较差，速度也受到步进电机性能的限制。但它的结构和控制简单、

容易调整，故在速度和精度要求不太高的场合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在本试验中，了解步进电机的工作方式、工作原理，编写 X 向步进

电机三相六拍正转的 C 语言程序。 

2.6 逐点比较法直线插补实验 

机床数控系统依据一定方法确定刀具运动轨迹进而产生基本廓形

曲线，如直线、圆弧等。其它需要加工的复杂曲线由基本廓形逼近这

种拟合方式称为“插补”Interpolation。“插补”实质是数控系统根据

零件轮廓线型的有限信息。如直线的起点、终点，圆弧的起点、终点

和圆心等在轮廓的已知点之间确定一些中间点完成所谓的“数据密化”

工作。利用逐点比较法的插补原理，完成直角坐标系下插补直线的运

算，绘制插补轨迹，并利用插补程序验证插补运算，以此掌握逐点比

较法的插补原理。进一步理解逐点比较法直线插补的原理 ，掌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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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环境中完成直线逐点比较法插补的软件实现方法。 

2.7 简单零件手工编程实验 

了解数控加工中心的数控系统、机床结构组成及数控铣削加工的

基本概念和特点。掌握数控加工中心编程调试、模拟仿真与加工等操

作基本方法。能够根据图纸要求，独立地完成较简单零件的编程设计

和加工。掌握加工坐标新及道具补偿等参数的设定，掌握轮廓加工程

序的编制方法。 

2.8 曲面铣削加工实验 

曲面铣削加工是数控加工中心的基本功能，对于工程人员，要求

应该具有曲面铣削加工程序编制的能力。本实验要求熟悉 VMC1000C

数控加工中心的一般操作，要求掌握相对坐标新的设定方法、刀具补

偿的设置以及宏指令和参变量的运用等。通过数学计算公式，计算球

头铣刀球头中心点的轨迹方程，利用参变量参与运算和编程，嵌套循

环指令实现曲面的加工。要求掌握一般曲面的加工过程和加工方式。 

2.9 车刀几何角度的测量实验 

通过本实验应该具有掌握车刀几何角度的基本定义和刀具各个参

数的测量方法的能力，了解车刀的结构、工作状态，学会绘制车刀切

削部分的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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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切削过程综合实验 

金属切削过程中会发生各种物理现象，如切削力、切削热、刀具

磨损和加工表面质量等，切削工程也会出现很多现象，如积屑瘤、振

动、卷屑和断屑等，都和和被切削的金属层的变形规律有关。因此，

研究金属切削过程中切屑的变形过程及其规律，对于切削加工技术的

发展，保证加工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率等，都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本实验通过改变工件材料、刀具前角及切削速度，观察切

屑形成的过程以及带状切屑、单元切屑等的形成。 

2.11 切削力测量实验 

本实验给定切削参数，通过电阻式车削测力仪，利用单因素法，

利用所测量数据建立车削力的经验公式。了解车削力的测量方法，培

养科学实验能力，了解切削用量对切削力的影响和仪器的使用方法，

掌握实验数据处理方法。 

2.12 切削温度测量实验 

切削热和由此产生的切削温度直接影响工件和刀具的物理、机械

性能，影响刀具质量和使用寿命，影响工件的合格率。通过本实验，

学会用自然热电偶合法测量切削温度，了解切削参数对切削温度的影

响，掌握实验数据处理方法，求出切削温度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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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他励直流电动机机械特性的测定 

掌握用实验方法测取直流他励电动机的固有机械特性特性和人为

机械特性。根据测取的数据分别绘制直流他励电动机从空载到额定负

载的固有机械特性曲线，电枢回路中串接附加电阻 Rad 时的人为机械

特性曲线和改变电枢电压 Ua 时的人为机械特性曲线。 

2.14 直流电动机调速实验 

在转速反馈的单闭环直流调速系统中，将反映转速变化情况的测

速发电机电压信号经速度变换器后接至速度调节器的输入端，与负给

定电压相比较，速度调节器的输出用来控制整流桥的触发装置，从而

构成速度系统。熟悉型电机控制系统实验装置的结构及调试方法；了

解单闭环直流调速系统的原理、组成及各主要单元部件的原理；掌握

晶闸管直流调速系统的一般调试过程；认识闭环反馈控制系统的基本

特性。 

2.15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线路实验 

熟悉电机拖动电路，加深对一些特殊要求机床控制线路的了解。

进一步加深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理解能力，使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进行

有效的结合。通过对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线路的安装接线，掌

握由电路原理图接成实际操作电路的方法；掌握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

转的原理和方法；掌握接触器连锁正反转控制和按钮联锁正反转控制

的不同接法，并熟悉在操作过程中有哪些不同之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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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汽车发动机结构分析实验 

通过本实验，使学生加深理解和掌握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了解

掌握汽车发动机的组成、结构和主要特点。了解曲柄连杆、配气机构、

供给系统、点火系统、冷却系统、润滑系统等组件的结构和原理，工

作方式。 

2.17 汽车传动系统构造实验 

了解各类汽车传动系统的布置形式、组成和工作原理，掌握汽车

传动系统的主要结构特点和传动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动力传动路径，理

解同步器和差速器的工作原理。发动机前置前驱、前置四驱的传动系

统组成和主要结构特点，膜片弹簧离合器和周布弹簧离合器在结构上

的异同以及动力传动过程等。 

2.18 汽车转向系统构造实验 

了解各类汽车转向传动机构的布置形式、组成和工作原理；掌握

循环球转向器、齿轮齿条转向器的组成、结构特点和工作原理；了解

常流式液压助力转向系统的工作原理；了解车轮定位的相关结构、内

容、作用和调整，以及不能正确定位所产生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