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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机械原理试卷

(课程代码: 01094)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选择题，第二部分为非选择题。

2．应考者必须按试题顺序在答题卡(纸)指定位置上作答，答在试卷上无效。

3．涂写部分、画图部分必须使用 2B 铅笔，书写部分必须使用黑色字迹签字笔。

第一部分 选择题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当机构的原动件数目小于其自由度数目时，该机构( )

A．最薄弱环节发生损坏 B．没有确定运动

C．具有确定运动 D．无法运动

2．4 个构件的平面机构中，有 个绝对瞬心。( )

A．0 B．2

C．4 D．6

3．机械运转中受到的摩擦力是( )

A．驱动力 B．有效阻力

C．有害阻力 D．阻抗力或驱动力

4．题 4 图示斜面机构中，设摩擦角为φ，斜面升角为λ，要求反行程即滑块下滑时自锁，则应满足 条

件。( )

A．Q 为阻力，λ>φ

B．Q 为阻力，λ≤φ

C．Q 为驱动力，λ>φ

D．Q 为驱动力，λ≤φ

5．机械平衡的研究内容是( )

A．驱动力与阻力间的平衡 B．各构件作用力间的平衡

C．惯性力系间的平衡 D．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间的平衡

6．为了减轻飞轮的重量，飞轮最好安装在 上。( )

A．等效构件 B．非等效构件

C．转速较高的轴 D．转速较低的轴

7．曲柄滑块机构是由 演化而来的。

A．双曲柄机构 B．曲柄摇杆机构

C．双摇杆机构 D．以上答案均不对

8．设计滚子推杆盘形凸轮机构的凸轮廓线时，若发现凸轮廓线有变尖现象，下列哪项措施可以有效改善变尖现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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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减小基圆半径 B．减小滚子半径

C．增大压力角 D．减小偏距

9．蜗杆传动的正确啮合条件中，不包括( )

A．ma1 = mι2 B．aaι= aι2

C．β1=β2 D．螺旋方向相同

10．周转轮系的转化轮系中， 的角速度为零。( )

A．太阳轮 B．行星架

C．机架 D．行星轮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

二、判断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判断下列每小题的正误。正确的打“√”，

错误的打“X”，如全部“√”或“X”的，本大题不给分。

11．不同的机器，就其组成来说，是由各种机构组合而成。( )

12．根据机构中运动副的组成情况，可将机构分为低副机构和高副机构两大类。( )

13．当机构的自由度数大于零，且等于原动件数，则该机构具有确定的相对运动。( )

14．运动副反力是运动副两元素接触处彼此作用的正压力和摩擦力的合力，对一个构件来说是内力。( )

15．机械效率等于不计摩擦时克服生产阻力所需的理想驱动力 F0 与克服同样生产阻力(连同克服摩擦力)时该机

械实际所需的驱动力 F(F 与 F0 的作用方向线相同)之比。( )

16．对于动平衡设计的刚性转子，加工好后不必再进行动平衡试验。( )

17．机械的驱动功大于阻抗功，多余出来的功称之为盈功。( )

18．铰链四连杆机构在死点位置时，驱动力增加必能使机构运动。( )

19．推杆作等速运动时，在运动开始和终止的瞬时，推杆在理论上将出现无穷大的加速度和惯性力，会使凸轮

机构受到极大的冲击。( )

20．齿轮的齿根圆直径等于基圆直径。( )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5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21．根据构成运动副的两构件之间的相对运动的不同，请列举运动副的类型。

22．如何判断机械是否会发生自锁?

23．什么是刚性转子?什么是机构的平衡?

24．如何采取适当的措施使机构顺利通过死点而正常运转?

25．按凸轮和推杆的形状，简述凸轮机构的分类。

四、图解题：本题 10 分。

26．一对心直动尖顶从动件盘形凸轮机构，凸轮以等角速度ω沿逆时针方向回转，从动件运动规律如下。

已知：r0=40mm，h=20mm。试绘制：

(1)s—δ线图；

(2)凸轮推程轮廓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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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程最大速度处压力角。(建议：μι=μs=1:1mm／mm，μδ=4°／mm)

五、计算题：本大题共 2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27．计算题 27 图示机构的自由度，并判定机构运动是否确定。若有复合铰链、局部自由度、虚约束，必须指出。

28．题 28 图示轮系中，已知 Z1=20，Z3=80，Z4=42，Z5=18，Z6=20，Z7=40，n1=200r／min。试求轮 3 的转速 n3。(结

果请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2019 年 1 月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机械原理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

(课程代码: 01094)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B 2．B 3．D 4．D 5．C 6．C 7．B 8．B 9．C 10．B

二、判断题：本大题共 10小题，每小题 2分，共 20 分。

11．√ 12．√ 13．√ 14．x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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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x 17．√ 18．x 19．√ 20．X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5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21．把两构件之间的相对运动为转动的运动副称为转动副或回转副，也称铰链。(3 分)相对运动为移动的运动

副称为移动副；相对运动为螺旋运动的运动副称为螺旋副；相对运动为球面运动的运动副称为球面副。(3 分)

22．对于一个机械来说，可根据如下条件之一来判断机械是否会发生自锁：

(1)由于当机械自锁时，机械已不能运动，所以这时它所能克服的生产阻抗力小于等于零(G≤0)。故可利用

当驱动力任意增大时生产阻抗力小于等于零(G≤0)是否成立来判断机械是否自锁。(3 分)

(2)由于当机械发生自锁时，驱动力所能作的功总不足以克服其所能引起的最大损失功，这时机械效率小于

等于零(η≤0)。所以，当驱动力任意增大恒有机械效率小于等于零(η≤0)时，机械将发生自锁。(3 分)

23．在一般机械中，转子产生的弹性变形很小，称之为刚性转子。(2 分)作往复移动或平面复合运动的构件，

其在运动中产生的惯性力无法在该构件本身上平衡，而必须就整个机构加以研究，设法使各运动构件惯性力的

合力和合力偶得到完全或部分平衡，以消除或降低最终传到机械基础上的不平衡惯性力，故又称这类平衡为机

械在机座上的平衡。(4 分)

24．可采用将两组以上的相同机构组合使用，而使各组机构的死点相互错开排列的方法，(3 分)也可采用安装

飞轮加大惯性的方法，借惯性作用闯过死点，等等。(3 分)

25．(1)按凸轮的形状分为盘形凸轮和圆柱凸轮。(3 分)

(2)按推杆的形状分为尖顶推杆、滚子推杆和平底推杆。(3 分)

四、图解题：本题 10 分。

26．解：(1)s-δ线图：推程、(1 分)远休止、(1 分)回程、(1 分)近休止。(1 分)

(2)凸轮推程轮廓曲线。(4 分)

(3)推程最大速度处压力角。(2 分)

五、计算题：本大题共 2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27．解：n=10；(1 分)PL=12；(1 分)Ph=1；(1 分)P′=0；(1 分)F′=1 (1 分)

F=3n-2PL-Ph+P′-F′=3×10-2×12-1+0-1=4 (2 分)

∵F=4；W=2

故机构的运动不确定。(2 分)

n7=n1,，n3=164.29r／min (2 分)

转向与 n1相同。(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