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课程设计》大纲

一、设计目的和要求

综合课程设计是机械类专业学生在学完本专业课程后，进行机电一体化综合的全面

设计训练；是本专业理论知识与工程实例结合的一个重要教学实践环节。

本实践环节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

1、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设计思想，加强创新意识和严谨求实的工程基本素养；

2、训练结合运用已经学过的理论去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3、初步应用现代设计方法及开发工具分析并解决机械工程问题的基本能力；

4、掌握简单工程机械机构的设计、机械传动控制系统的设计、计算机软件编程与

应用的过程与方法，创新性地设计一个完整的机械（机电）系统；

5、应用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方法，获取本专

业工程设计所需文献资料；

6、提高学生的组织管理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语言表达沟通能力；

7、掌握编写技术文件的基本技能。

8、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二、设计学时和学分

学时：4周； 学分：2

三、设计的主要内容

本课程设计以组为单位，设计内容为两轴联动的数控 X-Y运动平台。

1、总体方案设计：运用机械控制系统设计等课程的基本理论和有关知识，掌握数

控 X-Y工作台的组成与工作原理；根据所给的技术指标，进行工作台总体方案的分析与

比较，并确定总体方案；

2、机械及传动部分设计：根据拟定的总体方案和技术指标，进行精度等设计分析；

根据结构参数和运动特性要求，对机械传动、导向支撑等机构结构部件进行理论设计计

算；根据设计计算结果，进行零部件的具体设计以及电机选型设计等。在这一过程中，

要求任选一种机械工程领域的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如 AutoCAD、Pro/e、Solidworks、

Solid Edge等）进行机械结构的三维造型设计及两维工程图设计。

3、控制部分硬件设计：根据拟定的总体方案，制定控制系统框图；根据控制系统

总体，进行接口电路各模块的具体设计；任选一种电路辅助设计软件（如 Protel DXP 2004

等）进行接口驱动电路与控制系统接口电路原理图的绘制。

4、控制软件的编写与开发：根据总体方案及控制接口电路，进行软件流程图设计；

用汇编语言或 C语言编写 XY工作台运行的各流程模块程序（用单片机控制类），或用



PLC可编程控制器的状态转移指令编程（用 PLC控制类）。

5、编写课程设计说明书：按规范，将设计内容编制课程设计说明书。

四、设计的进行方式

本实践教学环节组织采用课题任务布置、课题任务讨论、基础知识辅导、文献资料

查阅、方案讨论、具体设计等多种形式，使学生在应用机械与控制等机电理论知识的基

础上，具有创新性地设计一个较为简单但完整的机电系统的能力；能对通用零部件和简

单的控制接口电路进行设计、改进和创新的能力；运用标准、规范及技术资料的能力；

结构设计和制图的能力；接口电路和绘图原理图的能力；软件编程与开发的初步能力；

编制技术文件的能力；并在教与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团队

协作与沟通能力。

课程目标 教学组织

完整的机电系统设计能力

以数控 X-Y 工作台设计为主线，以机械、控制电路及软件结合设计

为重点，突出机电一体化综合设计的共性规律和基本方法。注重专

业所学理论知识的综合与应用；加强创新设计和机电综合设计能力

的培养；强调总体方案的分析与比较，提高综合设计思维；在设计

过程中强调经济、环境、安全等设计制约因素。

应用现代设计方法及开发工具进

行工程设计的能力

在设计过程中，通过应用机械工程及控制领域的计算机辅助设计软

件，进行机械结构、电路原理的辅助设计及控制软件的编程，提高

学生实际应用现代设计方法的能力。

运用文献检索等手段，提高获取

专业技术资料并应用的能力

在总体方案拟定，具体设计等各阶段的设计过程中，以“为什么”

为导向，培养学生查阅文献资料，分析问题；应用专业技术知识，

解决问题的能力。

进行理论分析、计算和数据理解

的能力

通过具体设计中的理论计算，结合工程实际，理解理论分析结果与

工程实际的关系。

创新意识和严谨求实的工程素养

通过机电综合的具体设计及过程中的检查提问、答疑与答辩，培养

学生独立思考、深入钻研问题的习惯，以及工程设计中的严谨认真

的工作作风。

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
在以组为单位进行团队设计的过程中，培养学生清晰表达自身设计

思路、及与同伴互相配合设计的协作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在以组为单位进行团队设计的过程中，有配合，也有分工，每位同

学均要完成自己的任力，从而培养自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设计的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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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布置与研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1

数控 X-Y工作台机、电分系统方案论证，总体方案分析

论证与确定。
2

设计计算与分系统初步具体设计，确定机械主要零部件

大致尺寸与材料，接口电路基本选型设计等。（包括手

工机械总装配草图、电路原理草图、控制流程图等。)

4

根据设计草图，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进行三维零件造型

设计。
2

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进行三维装配体造型设计 1

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进行二维工程装配图及主要零件

图设计。
2

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进行接口电路设计与原理图绘制。 3

控制系统软件程序编制与开发。 3

编写课程设计说明书 1

答辩。 1

合 计 20

总 计 20天

六、设计的考核方式

评分依据为：

1、计算准确性，20%；2、设计合理性，30%；3、设计图质量，20%；4、平时独

立工作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10%；5、答辩表现，10%；6、设计说明书质量，10%。

综合以上六个方面的情况，按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五个等级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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