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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械零部件的设计思想

机械零部件设计的本质是创造和革新。现代机械机械零部件设计

强调创新设计 , 要求在设计中更充分地发挥设计者的创造力 , 利用最

新科技成果 , 在现代设计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 , 设计出更具有生命力

的产品。

1.运用创造思维 设计者的创造力是多种能力、个性和心理特征

的综合表现 , 它包括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想象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

力、自控能力、文化修养、理想信念、意志性格、兴趣爱好等因素。其中

想象能力和思维能力是创造力的核心 , 它是将观察、记忆所得信息有

控制地进行加工变换 , 创造表达出新成果的整个创造活动的中心。创

造力的开发可以从培养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和素质、加强创新实

践等方面着手。设计者不是把设计工作当成例行公事 , 而是时刻保持

强烈的创新愿望和冲动 , 掌握必要创新方法 , 加强学习和锻炼 , 自觉开

发创造力 , 成为一个符合现代设计需要的创新人才。

2.运用发散思维 发散思维又称辐射思维或求异思维等。它是以

欲解决的问题为中心 , 思维者打破常规 , 从不同方向 , 多角度、多层次

地考虑问题 , 求出多种答案的思维方式。例如 , 若提出“将两零部件联

结在一起”的问题 , 常规的办法有螺纹联结、焊接、胶接、铆接等 , 但运

用发散思维思考 , 可以得到利用电磁力、摩擦力、压差或真空、绑缚、冷

冻等方法。发散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主要形式之一 , 在技术创新和方

案设计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3.运用创新思维 创造力的核心是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一种最

高层次的思维活动 , 它是建立在各类常规思维基础上的。人脑在外界

信息激励下 , 将各种信息重新综合集成 , 产生新的结果的思维活动过

程就是创新思维。机械机械零部件设计的过程是创新的过程。设计者

应打破常规思维的惯例 , 追求新的功能原理、新方案、新结构、新造型、

新材料、新工艺等 , 在求异和突破中体现创新。

二、科学机械零部件设计

1. 把握机械零部件设计的主要内容 机械零部件设计是机械设

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机械运动方案中的机构和构件只有通过零部件设

计才能得到用于加工的零部件工作图和部件装配图 , 同时它也是机械

总体设计的基础。机械零部件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 : 根据运动方案设

计和总体设计的要求 , 明确零部件的工作要求、性能、参数等 , 选择零

部件的结构构形、材料、精度等 , 进行失效分析和工作能力计算 , 画出

零部件图和部件装配图。

2. 严格计算机械零部件的失效形式 机械零部件由于各种原因

不能正常工作而失效 , 其失效形式很多 , 主要有断裂、表面压碎、表面

点蚀、塑性变形、过度弹性变形、共振、过热及过度磨损等。为了保证零

部件能正常工作 , 在设计零部件时应首先进行零部件的失效分析 , 预

估失效的可能性。在机械设计时应采取措施 , 力求提高零部件的耐磨

性。

3. 正确选择机械零部件表面粗糙度 表面粗糙度是反映零部件

表面微观几何形状误差的一个重要技术指标 , 是检验零部件表面质量

的主要依据; 它选择的合理与否 , 直接关系到产品的质量、使用寿命和

生产成本。机械零部件表面粗糙度的选择方法有 3 种 , 即计算法、试验

法和类比法。在机械零部件设计工作中 , 应用最普通的是类比法 , 此法

简便、迅速、有效。在设计工作中 , 表面粗糙度的选择归根到底还是必

须从实际出发 , 全面衡量零部件的表面功能和工艺经济性 , 才能作出

合理的选择。

4. 全面优化机械零部件设计方法 要充分运用机械学理论和方

法 , 包括机构学、机械动力学、摩擦学、机械结构强度学、传动机械学等

及计算机辅助分析的不断发展 , 对设计的关键技术问题能作出很好的

处 理 , 一 系 列 新 型 的 设 计 准 则 和 方 法 正 在 形 成 。 计 算 机 辅 助 设 计

( CAD) 是把计算机技术引入设计过程 , 利用计算机完成选型、计算、绘

图及其他作业的现代设计方法。CAD 技术促成机械零部件设计发生

巨大的变化 , 并成为现代机械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 , CAD 技术

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 主要表现为以下基于专家系统的智能 CAD;

CAD 系统集成化 , CAD 与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 ) 的集成系统 ( CAD/
CAM) ; 动态三维造型技术 ; 基 于 并 行 工 程 , 面 向 制 造 的 设 计 技 术

( DFM) ; 分布式网络 CAD 系统。

三、机械零部件的可靠性设计方法

机械可靠性设计方法是目前开展机械可靠性设计的一种最直接

有效的方法 , 机械可靠性设计由于产品的不同和构成的差异 , 可以采

用的可靠性设计方法有:

1.预防故障设计 机械产品一般属于串联系统.要提高整机可靠

性,首先应从零部件的严格选择和控制做起。例如 , 优先选用标准件和

通用件 ; 选用经过使用分析验证的可靠的零部件 ; 严格按标准的选择

及对外购件的控制 ; 充分运用故障分析的成果 , 采用成熟的经验或经

分析试验验证后的方案。

2.简化设计 在满足预定功能的情况下 , 机械设计应力求简单、

零部件的数量应尽可能减少 , 越简单越可靠是可靠性设计的一个基本

原则 , 是减少故障提高可靠性的最有效方法。但不能因为减少零件而

使其它零件执行超常功能或在高应力的条件下工作。否则 , 简化设计

将达不到提高可靠性的目的。

3.余度设计 余度设计是对完成规定功能设置重复的结构、备件

等 , 以备局部发生失效时 , 整机或系统仍不致于发生丧失规定功能的

设计。

4. 耐环境设计 耐环境设计是在设计时就考虑产品在整个寿命

周期内可能遇到的各种环境影响 , 例如装配、运输时的冲击 , 振 动 影

响 , 贮存时的温度、湿度、霉菌等影响 , 使用时的气候、沙尘振动等 影

响。因此 , 必须慎重选择设计方案 , 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 减少或消除

有害环境的影响。

5. 人机工程设计 人机工程设计的目的是为减少使用中人的差

错 , 发挥人和机器各自的特点以提高机械产品的可靠性。当然 , 人为差

错除了人自身的原因外 , 操纵台、控制及操纵环境等也与人的误操作

有密切的关系。因此 , 人机工程设计是要保证系统向人传达的住处的

可靠性。

6. 健壮性设计 健壮性设计最有代表性的方法是日本田口玄一

博士创立的田口方法 , 即所谓的一个产品的设计应由系统设计、参数

设计和容差设计的三次设计来完成 , 这是一种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虚

影响其可靠性的内外干扰而进行的一种优化设计。

7.概率设计法 概率设计法是以应力一强度干涉理论著基础的 ,
应力一强度干涉理论将应力和强度作为服从一定分布的随机变量处

理。

8.权 衡 设 计 权 衡 设 计 是 指 在 可 靠 性 、维 修 性 、安 全 性 、功 能 重

量、体积、成本等之间进行综合权衡, 以求得最佳的结果。

9.模拟方法设计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 模拟方法日趋完善 ,
它不但可用于机械零件的可靠性定量设计 , 也可用于系统级的可靠性

定量设计。

当然 , 机械可靠性设计的方法绝不能离开传统的机械设计和其它

的一些优化设计方法 , 如机械计算机辅助设计、有限元分析等。

四、结束语

总之 , 机械零部件的设计不仅要有不断的创新思想还要有科学可

靠的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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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科学进行机械零部件的设计及可靠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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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描述了机械零部件的设计思想及进行科学机械零部件设计 , 提出了可靠性的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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