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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装备设计（02209）》自学考试大纲 

 

Ⅰ  课程的性质与设置目的 

一、课程性质、特点和设置目的 

《机械制造装备设计》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一门专业课。通过学习获得

机械制造装备设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方法，并且初步具备设计一般机械制造装备总体

设计和部件设计的能力。 

二、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考生： 

1. 了解和掌握机械制造装备应具有的主要功能，包括机械制造装备的分类，机械制

造装备设计的方法，机械制造装备设计的基本要求，机械设计制造装备的现代设计方法，

金属切削机床设计。 

2. 重点掌握和理解金属切削机床总体设计，主传动系统设计，进给传动设计，主轴

部件设计，支承件的设计。 

3. 重点掌握和理解机床夹具设计及典型机床夹具设计要求。 

4. 了解和基本掌握物流系统设计：物流系统的功能及其基本要求，物流系统的范畴

及其设计方法与步骤，机床上下料装置的类型与结构，设计工序间被加工零件传送装置的

设计，自动化仓库的结构类型及工作过程。 

5. 考生完成课程安排的必做试验，以培养实践技能，从而加深本课程基本知识的理

解。 

在自学过程中，要求考生在通读教材、理解和掌握所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

结合习题与思考题及实例分析，提高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关系 

学习本课程前考生应具有：工程制图、力学、工程数学、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等基础知

识，以便使考生顺利地理解和掌握《机械制造装备设计》的基本知识。本课程为学习“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学习打下基础。 

Ⅱ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课程导入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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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章学习初步认识金属切削机床及其型号的编制方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

用。 

二、课程内容 

1.金属切削机床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2.金属切削机床的发展概况 

3.机床的分类 

4.机床型号的编制方法 

5.机床的一般要求 

三、考核知识点 

1.初步认识金属切削机床、了解其发展概况。 

2.掌握金属切削机床的分类、型号编制方法和对金属切削机床的一般要求。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1. 机床按加工性质和所使用刀具进行分类。 

2.同类型机床按其工艺范围，通用性程度进行分类。 

3.同类型机床按加工精度进行分类。 

4. 举例说明通用机床、专门化机床和专用机床的主要区别。 

（二）领会 

1.机床的名称和主参数（第二主参数）、通用或结构特性;CM 6132 、C6140、C 6125×6、

Z3040×16、XK5040、MGB 1432. 

模块一  现代机械制造装备概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掌握现代机械制造装备的基础知识、传动系统分析、机床的调整计

算。 

二、课程内容 

项目 1.1机床传动基础知识 

任务 1.1.1工件表面的成形运动 

项目 1.2机床传动系统分析 

任务 1.2.1机床传动系统分析 

任务 1.2.2机床的传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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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3普通车床 

任务 1.3.1CA6140型普通车床解析 

任务 1.3.2其他车床 

项目 1.4普通磨床 

任务 1.4.1万能外圆磨床… 

任务 1.4.2其他类型磨床 

项目 1.5齿轮加工机床 

任务 1.5.1齿轮加工方法 

任务 1.5.2Y3150E型滚齿机 

任务 1.5.3齿轮加工的调整计算 

任务 1.5.4其他齿轮加工机床 

项目 1.6其他类型机床 

任务 1.6.1钻床 

任务 1.6.2镗床 

任务 1.6.3铣床 

任务 1.6.4刨床、插床、拉床 

项目 1.7数控机床 

任务 1.7.1熟知数控机床 

任务 1.7.2数控技术发展前瞻· 

三、考核知识点 

1. 发生线，可逆表面，不可逆表面的定义。 

2. 机床上形成发生线的方法和所需的运动。 

3. 主运动、进给运动的定义，辅助运动类型。 

4. 机床的传动原理图绘制原则。 

5. 内联系传动链和外联系传动链的定义、区别。 

6. 机床传动系统分析。 

7. 机床的调整计算。 

8. 能根据机床的传动系统图列出其传动链，并求出执行件的转速级数及最高转速和最

低转速。 

9. CA6140车床的组成、传动系统、主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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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外圆磨床的工作方法与主要类型、 M1432A型万能外圆磨床的主要组成部件、结

构. 

11. 普通外圆磨床和半自动宽砂轮外圆磨床、端面外圆磨床、无心外圆磨床的功用。 

12. 纵膜法和横磨法的优缺点。 

13. 切削齿轮的成形法和展成法定义。 

14. 加工直齿、斜齿圆柱齿轮时的传动原理。 

15. 插齿机的工作原理及插齿时的工作运动。 

16. 钻床、镗床、铣床、刨床、拉床的作用。 

17. 立式铣床与卧式铣床的区别。 

18. 数控机床的基本组成及其工作原理、特点及分类。 

19.数控机床的主要性能指标。 

20.滚珠丝杠螺母氟的特点。 

21. 数控机床常用的换刀方式。 

22.柔性制造单元与柔性制造系统的异同点。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1. 在 M1432A 型外圆磨床上磨削工件装夹方法的种类。 

2. 万能外圆磨床上磨削圆锥面的方法，各自使用的场合。 

3. 内圆磨削的方法、种类、各适用于的场合。 

4. 分析比较应用展成法与成型法加工圆柱齿轮的特点。 

5. 对比滚齿机和插齿机的加工方法，它们各自的特点和主要应用范围有何不同， 

6. 磨齿的加工方法及各自所具有的特点。 

7. 钻削加工方法及其特点。 

8. 钻床主要类型及其各自适应场合。 

9. 卧式镗床上可完成的工作，主运动和进给运动的实现 

10. 铣削、刨削和拉削的主运动、进给运动和加工范围。 

11. 牛头刨床和龙门刨床结构和使用范围的区别。 

12. 龙门铣床和龙门刨床的区别。 

13. 插床和牛头刨床的区别，插床主要加工表面类型。 

14. 数控机床的组成及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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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点位控制、直线控制轮廓控制数控机床的特点及应用。 

16. 开环闭环半闭环伺服系统的区别。 

17. 普通数控机床和加工中心的区别。 

18. 滚珠丝杠螺母副的特点。 

（二）领会 

1. 分析 CA 6140普通车床的传动系统。 

 2.分析 CA 6140普通车床的主轴组件在主轴箱内的定位、径向和轴向间隙的调整方式。 

3. 应变片温度误差产生的原因及减小或补偿温度误差的方法。 

4. 分析无心外圆磨床和普通外圆磨床在布局、磨削方法、生产率及适应范围各方面的

区别。 

5. 卧轴矩型工作台平面磨床与立轴圆形工作台平面磨床，在磨削方法、加工质量、生

产率等方面的不同，以及各自在使用范围上的区别。 

6. Z3040型摇臂钻床及 TP619型卧室镗床、铣床的主轴支承采用的结构。 

（三）简单应用 

1. 普通卧式车床主轴箱的输入轴常采用卸荷带轮的理由。 

2. M1432A型外圆磨床为例，能说明为保证加工质量、尺寸精度、形状精度和表面粗糙

度，万能外圆磨床在传动和结构方面采取的措施。 

（四）综合应用 

1. 能阅读、分析加工直齿、斜齿圆柱齿轮时的传动原理图。 

2 在滚齿机上加工直齿和斜齿圆柱，齿轮大质数直齿圆柱齿轮和用切向法加工蜗轮时，

分别需要调整的传动链，画出传动原理图并说明各个传动链的两端件还能能够计算位移。

模块二  机床的传动设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掌握主传动系统和进给传动系统的设计方法。 

二、课程内容 

项目 2.1主传动方案的选择 

任务 2.1.1主传动方案概述 

项目 2.2分级变速主传动系统设计 

任务 2.2.1分级变速主传动系统概述 

任务 2.2.2了解结构式和结构网的概念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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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2.3掌握拟定转速图的一般原则 

任务 2.2.4掌握分级变速主传动系统齿轮齿数的确定原则与方法 

任务 2.2.5掌握分级变速主传动系统的几种特殊设计方法 

项目 2.3扩大变速范围的主传动系统设计 

任务 2.3.1掌握扩大变速范围的主传动系统设计方法 

项目 2.4主传动系统的计算转速 

任务 2.4.1掌握机床主传动系统计算转速的求解方法 

项目 2.5无级变速主传动系统设计 

任务 2.5.1掌握机床无级变速主传动系统的设计方法 

项目 2.6 进给传动系统设计 

任务 2.6.1掌握机床进给传动系统的设计方法 

三、考核知识点 

1.机床主传动系统设计时应满足的基本要求。 

2.机床主传动的变速方式。 

3.无级变速的定义。 

4.主传动采用的有级变速装置的种类。 

5.控制主轴启动与停止的启停方式的种类。 

6.主传动的换向方式的类别。 

7.转速图的概念。转速图的原理。结构网的概念。 

8.极限传动比极限变速范围的原则。 

9.确定传动顺序及传动副数的原则。 

10.确定扩大顺序的原则。 

11.确定最小传动比的原则。 

12.齿轮齿数的确定原则。 

13.变速组内模数不同时齿轮齿数的确定方法。 

14.具有转速重合及空转速的传动系统。 

15.具有交换齿轮的传动系统。 

16.采用公用齿轮的变速传动系统。 

17.增加变速组的传动系统。 

18.采用单回曲机构的传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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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采用对称双工笔传动系统。采用双速电动机的传动系统。 

20.机床的功率转矩特性。 

21.进给传动的载荷特点。 

22.进给传动的分类及组成。 

23.进给传动的基本要求。 

24.分级进给传动的设计原则。 

（一）识记 

1.机床主传动系统设计时应满足的基本要求。 

2.机床主传动系统一般的组成部分，各组成部分的作用。 

3.机床主传动系统布局方式的种类及各自的特点。 

4.机床主传动的变速方式的种类及各自特点。 

5.转速图中的三线一点机床的转速图表示的内容和方法。 

6.拟定转速图的原则。 

7.机床转速图中要有传动比限制的理由。 

8.机床传动系统中遵循前多后少，前密后疏，前缓后急的原因。 

9. 无级变速的优缺点。 

10. 数控机床主传动系统设计时的特点。 

（二）领会 

1.结构式与结构网表示方法。 

2.在等比传动系统中总变速范围与各变速组的变速范围的关系和主轴转速级数的关系。 

3.避免背轮机构高速空转的措施。 

（三）简单应用 

1.能根据公比、转速级数，拟定结构式、画出结构网，并能说明拟定结构式的依据。 

2.根据机床的公比、主轴转速级数、最低转速最高转速，拟定出结构式，画出结构网，

在已知电动机功率、转速时能确定齿轮齿数并能画出转速图。 

3.根据有关要求，设计出机床的转速图和传动系统图。 

4. 根据有关要求设计电动机串联的分级传动系统。 

模块三  机床主要部件设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掌握机床主要部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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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 

项目 3.1变速箱结构及传动轴和齿轮的布置 

任务 3.1.1了解机变速箱的结构，掌握传动轴组件的布置原则与方法 

任务 3.1.2掌握齿轮的轴向布置原则与方法 

任务 3.1.3掌握提高传动精度的措施 

项目 3.2主轴组件设计 

任务 3.2.1了解主轴组件应满足的基本要求 

任务 3.2.2了解主轴滚动轴承的类型，掌握主轴滚动轴承的选择方法 

任务 3.2.3了解主轴的结构，掌握主轴材质及技术要求的确定 

任务 3.2.4了解主轴组件的含义，掌握主轴组件的传动与布置 

任务 3.2.5掌握主轴主要尺寸确定方法，了解提高主轴部件性能的措施 

项目 3.3支承件设计 

任务 3.3.1了解支承件应满足的基本要求及支承件的受力分析 

任务 3.3.2支承件的结构设计及提高支承件静刚度的措施 

任务 3.3.3支承件的材料及提高支承件动刚度的措施 

项目 3.4 导轨设计 

任务 3.4.1了解导轨的功用和基本要求，掌握滑动导轨结构设计方法 

任务 3.4.2掌握提高滑动导轨耐磨性的措施 

任务 3.4.3了解静压导轨及直线滚动导轨的特点及应用 

任务 3.4.4了解爬行现象和机理；掌握消除爬行的措施 

项目 3.5滚珠丝杠螺母副机构 

任务 3.5.1滚珠丝杠螺母副机构的工作原理及调整方法 

三、考核知识点 

1.变速箱的结构及其内部各个传动轴组件的布置原则与方法。 

2.三联滑移齿轮顺利啮合的条件。 

3.一个变速组中齿轮的轴向布置原则。 

4.相邻两个变速组齿轮的轴向排列原则。 

5.误差传递规律。 

6.提高传动精度的措施。 

7.旋转精度、静刚度、动刚度、温升与热变形、精度保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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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轴承的选择。 

9.主轴滚动轴承的类型选择。 

10.轴承的精度选择。 

11.轴承的刚度。 

12.主轴的结构及材质选择。 

13.主轴的技术要求。 

14.主轴上的传动方式及传动件的布置、主轴的轴向定位。 

15.主轴前支承轴径的确定、主轴内孔直径的确定、主轴前端部悬伸量的确定、主轴支

承跨距的确定。 

16.主轴组件的刚度校核。 

17.提高主轴部件性能的措施。 

18.支承件应满足的基本条件及支承件的受力分析、支承件的结构设计。 

19.提高支承件静刚度的措施。 

20.支承件的材料，提高支承件动刚度的措施。 

21.导轨的功用和基本要求。 

22.滑动导轨的结构设计、材料的选择。 

23.导轨面的精加工方法及其精度。 

24.导轨的润滑对耐磨性的影响。 

25.静压导轨、直线滚动导轨。 

26.爬行现象和机理。 

27.滚珠丝杠副的工作原理及特点。 

28.滚珠丝杠副的结构和轴向间隙的调整方法。 

四、考核要求 

（一） 识记 

1. 公用齿轮的交错排列的优缺点。 

2.与传动件的转角误差有关的因素。 

3.主轴部件采用的滚动轴承的类型、特点及选用原则。 

4.提高主轴刚度的措施。 

5.主轴的轴向定位方式极其特点。 

6.根据机床切削力的特征，选择主轴滚动轴承精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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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选择主轴材料的依据。大多数数控机床采用倾斜床身的原因。 

8.提高支承件动态刚度的措施。 

9.隔板和加强肋的作用及使用原则。 

10.铸铁支承件、焊接支承件的优缺点及其使用范围。 

11.支承件截面形状的选择原则。 

12.补偿不封闭支承件的刚度损失的方法。 

13.固定结合面要求有较高表面粗糙度的原因。 

14.导轨的基本要求。 

15.按摩擦性质导轨的分类，各自具有的摩擦性质及其使用场合。 

16.导轨的磨损形式及导轨防护的重点。 

17.导轨的材料、特点及使用范围。 

18.导轨副材料选用的原则。 

19.常用的直线运动导轨组合形式的种类、主要性能及使用场合。 

20.提高普通滑动导轨的动压效应的方法。液压卸荷导轨与静压导轨的区别。 

21.选择滚动导轨的方法。 

22. 滚珠丝杠的特点及使用场合，滚珠丝杠消除轴向间隙的方法。 

（二）领会 

1.三联滑移齿轮的最大与次大齿轮的齿数差小于 4时，为顺利移动啮合变速应采取的

措施。 

2.提高传动链的传动精度应采取的措施。 

3.误差传递的规律，提高传动链的传动精度的措施和方法。 

4. 对机床主轴提出旋转精度、刚度、抗振性、温升及耐磨性要求的必要性。 

5.主轴的技术要求的组成若达不到要求导致的后果。 

6. 静压导轨的油腔与普通滑动导轨的油槽间的不同点。 

（三）简单应用 

1. 爬行的含义、一般爬行产生的运动形式，产生爬行的原因及消除爬行的措施。 

模块四  组合机床设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初步认识组合机床设计及其应用。 

二、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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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4.1概述 

任务 4.1.1组合机床的组成及类型 

任务 4.1.2组合机床通用部件 

项目 4.2组合机床总体设计 

任务 4.2.1制订工艺方案 

任务 4.2.2确定组合机床的配置形式及结构方案 

任务 4.2.3“三图一卡”编制 

项目 4.3通用多轴箱设计 

任务 4.3.1概述 

任务 4.3.2多轴箱的设计步骤和内容 

三、考核知识点 

1.组合机床的组成、类型。 

2.组合机床通用部件的类型及标准。 

3.组合机床的常用通用部件及其选用。 

4.组合机床总体设计中三图一卡的编制原则。 

5.组合机床设计中多轴箱的用途和分类。 

6.组合机床设计中绘制多轴箱设计原始依据图。 

7.通用主轴结构形式和齿轮模数的确定。 

8.通用传动轴结构形式的选择。 

9.多轴向座标的设计计算。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1. 多轴箱传动设计与通用机床的主传动设计有时的不同点。 

2.多轴箱主视图的作用。 

3.多轴箱展开图的作用。 

（二）领会 

1. 组合机床总体设计中三图一卡的编制原则。 

模块五  机床夹具设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掌握机床夹具的设计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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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 

项目 5.1机床夹具概述 

任务 5.1.1机床夹具的组成 

任务 5.1.2机床夹具的分类 

项目 5.2机床夹具定位机构的设计 

任务 5.2.1工件定位原理 

任务 5.2.2常用定位元件及约束状态 

任务 5.2.3定位方式及定位误差计算 

项目 5.3机床夹具夹紧机构的设计 

任务 5.3.1夹紧机构设计要求 

任务 5.3.2夹紧力三要素分析 

任务 5.3.3常用夹紧机构设计 

任务 5.3.4其他夹紧机构介绍… 

项目 5.4机床夹具其他机构的设计 

任务 5.4.1孔加工刀具导向装置 

任务 5.4.2对刀装置 

任务 5.4.3分度装置 

任务 5.4.4对定装置 

任务 5.4.5动力装置 

项目 5.5组合夹具的设计 

任务 5.5.1组合夹具的特点及分类 

任务 5.5.2组合夹具的元件及作用 

任务 5.5.3组合夹具的装配 

项目 5.6机床专用夹具的设计 

任务 5.6.1钻床夹具 

任务 5.6.2镗床夹具 

任务 5.6.3铣床夹具 

任务 5.6.4（322)车床及磨床夹具 

任务 5.6.5随行夹具 

三、考核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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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床夹具的组成。 

2.机床夹具的按夹具的通用特性划分的类型，按所使用的机床类型划分的类型。 

3.工件的定位准则、六点定位原理、完全定位与部分定位、过定位与欠定位。 

4.常用的定位元件，即约束状态。 

5.造成定位误差的原因。 

6.定位误差的计算方法。 

7.夹紧力方向的确定、夹紧力作用点的确定、夹紧力大小的确定。 

8.常用机床夹具的夹紧机构设计。 

9.机床夹具的导向装置设计。 

10.组合夹具的特点分类。 

11.钻床夹具、镗床夹具、铣床夹具、车床和磨床夹具的设计要求。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1.机床夹具的组成。 

2.举例说明机床夹具在机械加工中的作用。 

3.举例说明工件在夹具中定位的概念，定位和夹紧的区别。 

4.分度装置的功用和类型。 

5.回转分度装置的组成及各部分的作用。 

6.铣床夹具对刀装置的作用。 

7.组合夹具的特点及组成。 

8.车床夹具有种类及特点。 

9.镗床夹具的种类、特点及使用场合。 

（二）领会 

1.过定位、欠定位造成的后果，消除过定位和欠定位的措施。 

（三）简单应用 

1．避免镗杆与镗套之间出现“卡死”现象的方法。 

模块六  机械加工中物料储运装置与设备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掌握机械加工中物料储运装置与设备管理。 

二、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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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6.1机械加工生产过程 

任务 6.1.1机械加工生产线的组成 

项目 6.2机床上下料装置 

任务 6.2.1机床上下料装置的类型及设计原则 

任务 6.2.2机器人 

项目 6.3物料运输装置 

任务 6.3.1输送机 

任务 6.3.2带式输送机 

任务 6.3.3步伐式输送装置·· 

项目 6.4自动化立体仓库 

任务 6.4.1自动化立体仓库的组成及分类 

任务 6.4.2自动化立体仓库设计 

三、考核知识点 

1.机械加工生产线的组成要素。 

2.机床上下料装置的类型、设计原则。 

3.机器人的定义、分类。 

4.工业机器人的组成与分类。 

5.工业机器人的机械结构系统。 

6.工业机器人的应用。 

7.工业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趋势。 

8.输送机的主要参数和分类。 

9.带式运输机的组成工作原理及主要结构。 

10.棘爪是输送装置的结构。 

11.自动化立体仓库的组成、分类、特点。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1.机器人的定义、分类。 

2.工业机器人的组成与分类。 

3.常见的机床间工件传输装置的种类。 

4.自动化仓库的基本类型及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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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会 

1.机器人手腕的功能及设计要求。 

2.工业机器人与机床在基本功能和工作原理上的异同。 

III  实验环节 

《机械制造装备设计》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因此，在自学过程中必须

做一定数量的基本实验，才能掌握课程的基本内容，培养考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考生都应高度重视实验环节。 

（一）类型：课程实验 

（二）目的与要求 

1．目的 

（1）通过机床主传动系统空载功率测定实验，了解机床主传动系统空载功率损耗与主

传动系统的结构设计关系，学习合理设计机床主传动系统。在设计机床确定主电动机功率

时如何考虑空载功率损耗，掌握机床空载功率的测定方法。 

（2）通过普通机床几何精度检验实验，了解车床精度有关项目的内容及其和加工精度

的关系，了解车床精度检验方法及有关仪器的使用，掌握所测得的实验数据处理方法。 

（3） 通过 Y3180H滚齿机调整实验，巩固和加深理解表面成型运动分析方法及增加

对滚齿机的感性认识，了解滚齿机的工作原理及传动机构。 

（4）通过六点定位和手动夹具实验，学习和掌握工件六点定位原理，完全定位、不完

全定位、欠定位、过定位的区别和使用方法。 

（5）通过加工中心选刀换刀实验，掌握机电一体化教学实验系统中数控机床、加工中

心刀库及换刀机械手的工作原理，了解机电一体化设备在选刀换刀过程中用到的各种控制

用电子器元件和各种位置检测元件的功能及其作用。 

2．要求 

根据《机械制造装备设计》这门课的教学要求，每位考生至少应完成 4个基本实验（实

验 1、3、5必做，根据主考学校的情况在 2、4中选做一个）。 

考生到主考学校或主考学校指定的场所进行实验，写出实验报告，并由指导教师签字，

主考单位盖章，可得一学分。考试通过，未做实验的考生不能取得本课程的成绩。 

（三）内容 

实验 1 机床主传动系统空载功率的测定 

实验 2普通机床几何精度检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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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3 Y3180H滚齿机调整实验验 

实验 4 六点定位和手动夹具实验 

实验 5 加工中心选刀换刀实验 

（四）与课程考试的关系 

一般情况要求实验安排在课程自学考试前进行，如果没有条件也可安排在课程自学考

试后进行。但未完成实验者或实验未通过者，不能取得该课程的最后成绩。 

IV  有关说明及实施要求 

（一） 关于“考核要求”中四个“能力层次”的说明 

识记：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本大纲规定的有关知识点的主要内容（如定义，定理，

表达式，公式，原则，重要结论，特征，特点等），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作出正

确的表述、选择和判断。 

领会：要求考生能够领悟和理解本大纲规定的有关知识点的内涵与外延，熟悉其内容

要点和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作出正确的解释和叙述。 

简单应用：要求考生能够运用本大纲规定的少量知识点，分析和解决简单的应用问题，

如简单计算，设计简单实验系统，并能绘制出系统框图，说明各环节的功能。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运用本大纲规定的多个知识点，分析和解决一般应用问题，

如较复杂的计算，根据实验要求，设计较复杂的测试系统，绘制系统框图，并说明各环节

的功能。 

（二）关于学习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1．自学教材：机械制造装备设计，张福、王晓方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2．参考教材：机械制造装备设计，关慧贞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