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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8_80_83_c73_647720.htm 考研临近，考研专业课教研中心

和名师辅导团队，深入研究2010年考研专业课考试大纲及修

订内容，并结合专业课各科的命题趋势及特点，在经过反复

锤炼之后，分析总结各类知识要点，为广大考研学子潜心搜

集整理了最新信息和多方面精华资料，进一步对当年的考研

命题进行预测，帮助学员把握出题重中之重。 一、齿轮传动

的设计与计算 齿廓曲线与齿廓啮合基本定律：在啮合传动的

任一瞬时，两轮齿廓曲线在相应接触点的功法线必须通过按

给定传动比确定的该瞬时的节点。 渐开线齿轮啮合的正确条

件：啮合轮齿的工作侧齿廓的啮合点必须总是在啮合线上，

即两齿轮的模数和压力角应该分别相等。 齿轮传动的无侧隙

啮合及标准齿轮的安装：一个齿轮节圆上的齿厚等于另一个

齿轮节圆上的齿槽宽是无侧啮合的条件.外啮合齿轮的标准中

心距为，内啮合是标准中心距为。 齿轮及其变位的相关计算

：相关参数为齿数、模数、分度圆压力角、齿顶高系数和顶

隙系数及标准直齿轮的几何尺寸计算，包括分度圆直径、齿

顶高、齿根高、齿全高、齿顶圆直径、齿根圆直径、基圆直

径、齿距、齿厚、齿槽宽、中心距、顶隙以及变位齿轮的变

位系数等。 渐开线齿轮的根切现象：用展成法加工齿轮式，

若刀具的齿顶线或齿顶圆与啮合线的焦点超过被切齿轮的极

限点，则刀具的齿顶会将被切齿轮的齿根的渐开线齿廓切去

了一部分。避免根切的最小齿数，用标准齿条刀具切制标准

齿轮时，因为，最少齿数为17。 二、机构的组成 构件指独立



的运动单元，两个构件直接接触组成仍能产生某些相对运动

的连接叫运动副。运动副按照相对运动的范围可以分为平面

运动副和空间运动副.按运动副元素分为：低副-面接触、应力

低.高副-点接触或线接触，应力高。其中运动副元素是只形成

运动副的组建之间直接接触的部分。 三、机构自由度的计算 

机构相对于机架所具有的独立运动的数目，叫机构的自由度

。设一个平面机构由N个构件组成，其中必定有一个构件为

机架，其活动构件数为n=N-1.设机构共有个低副、个高副，

因为在平面机构中每个低副和高副分别限制两个自由度和一

个自由度，故平面机构的自由度为。在计算平面机构的自由

度时，应该注意三种特殊情况：(1)复合铰链：三个或更多的

构件在同一处联接成同轴线的两个或更多个转动副，就构成

了复合铰链，计算自由度时应该按照两个或更多个运动副计

算。(2)局部自由度：在有些机构中，为了其他一些非运动的

原因，设置了附加机构，这种附加机构的运动是完全独立的

，对整个构件的运动毫无影响，这种独立的运动称为局部自

由度，计算总自由度时忽略该构件。(3)虚约束：机构中与其

他约束重复，对机构不产生新的约束作用的约束。虚约束经

常出现在：两构件之间形成多处具有相同作用的运动副.两构

件上连接点的运动轨迹重合。 四、平面机构的组成原理和结

构分析 高副低代法：用两个转动副和一个构件来代替一个高

副，这两个转动副分别处于高副两轮廓接触点的曲率中心。 

把构件中不能再拆分的自由度为零的构件组称为机构的基本

杆组。分为II级杆组(2个活动构件，3个低副组成)和III级杆

组(4个活动构件，6个低副组成)，要能够对平面机构进行机

构简化并拆分出相应的杆组。与杆组相对应，平面机构分为I



级机构：仅仅由机架和原动件组成的机构.II级机构：机构中

基本杆组的最高级别为II级杆组的机构.III级机构：机构中基

本杆组的最高级别为III级杆组的机构。 能够根据给定的机构

绘制机构运动简图。 五、机构具有确定运动的条件 机构具有

确定运动的条件是：只有给定机构输入的独立运动数目与机

构自由度数目相等，机构才能有确定的运动。 六、平面机构

的运动分析 速度瞬心法：在任一瞬时，两构件之间的相对运

动都可以看做是绕某一重合点的转动、该重合点称为速度瞬

心。如果一个机构是由k个构件组成，那么它的速度瞬心总数

为。瞬心的求法包括：根据瞬心定义直接求两构件的瞬心.根

据三心定理求两构件的瞬心：做平面运动的三个构件共有三

个瞬心，它们位于同一直线上。 相对运动图解法求机构的速

度和加速度：同一构件上点间的速度和加速度的求法.组成移

动副两构件的重合点间的速度和加速度求法。要重点掌握以

上两种运动分析方法，并且能够综合运用上述两种方法对复

杂的平面机构进行运动分析，尤其是要深入理解图解法的具

体操作过程。 七、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形式 平面四杆机构的

基本形式为铰链四杆机构。其演化方式主要有：取不同构件

作为机架，运动的可逆性，如曲柄摇杆机构、双曲柄机构、

双摇杆机构.含有一个移动副的四杆机构(转动副转化为移动

副)，如曲柄滑块机构，曲柄摇杆机构，摆动导杆机构.含有两

个移动副的四杆机构，如正切机构和正弦机构。 八、平面连

杆机构设计及其基本问题 平面连杆机构设计通常包括选型和

运动尺寸设计两个方面。运动尺寸设计是重点，一般可以归

结为三类基本问题：实现构件给定位置.实现已知运动规律.实

现已知运动轨迹。 平面连杆机构的运动设计方法主要有图解



法和解析法。图解法是利用机构运动过程中各运动副位置之

间的几何关系，通过作图获得有关运动尺寸.解析法是将运动

设计问题用数学方程加以描述，通过方程的求解获得有关运

动尺寸。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