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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材料的基础知识、强化方法及其选用；材料成形的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基本工艺方法及毛
坯选择与质量检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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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15章 先进制造技术15.1 先进制造技术概述随着社会需求个性化、多样化的发展，生
产规模沿着小批量一大批量一多品种变批量的方向发展，以及以计算机为代表的高技术和现代化管理
技术的引入、渗透与融合，不断地改变着传统制造技术的面貌和内涵，从而形成了先进制造技术。
15.1.1 先进制造技术的内涵及特点目前对先进制造技术尚没有一个明确的、一致公认的定义，经过近
来对发展先进制造技术方面开展的工作，通过对其特征的分析研究，可以认为：先进制造技术是制造
业不断吸收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技术的成果，并将其综合应用于产品设计、加工、检测、管理、销售
、使用、服务乃至回收的制造全过程，以实现优质、高效、低耗、清洁、灵活生产，提高对动态多变
的市场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制造技术的总称。
先进制造技术具有如下特点：1.先进制造技术的实用性先进制造技术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首先是一
项面向工业应用、具有很强实用性的新技术。
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往往是针对某一具体的制造业（如汽车制造、电子工业）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先
进、实用的制造技术，有明确的需求导向的特征；先进制造技术不是以追求技术的高新为目的，而是
注重产生最好的实践效果，以提高效益为中心，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和综合实力
为目标。
2.先进制造技术应用的广泛性先进制造技术相对传统制造技术在应用范围上的一个很大不同点在于，
传统制造技术通常只是指各种将原材料变成成品的加工工艺，而先进制造技术虽然仍大量应用于加工
和装配过程，但由于其组成中包括了设计技术、自动化技术、系统管理技术，因而则将其综合应用于
制造的全过程，覆盖了产品设计、生产准备、加工与装配、销售使用、维修服务甚至回收再生的整个
过程。
3.先进制造技术的动态特征由于先进制造技术本身是在针对一定的应用目标，不断地吸收各种高新技
术逐渐形成、不断发展的新技术，因而其内涵不是绝对的和一成不变的。
反映在不同的时期，先进制造技术有其自身的特点；反映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先进制造技术有其本
身重点发展的目标和内容，通过重点内容的发展以实现这个国家和地区制造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4.先进制造技术的集成性先进制造技术由于专业和学科间的不断渗透、交叉、融合，界限逐渐淡化甚
至消失，技术趋于系统化、集成化，已发展成为集机械、电子、信息、材料和管理技术为一体的新型
交叉学科。
5.先进制造技术的系统性传统制造技术一般只能驾驭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流和能量流。
随着微电子、信息技术的引入，使先进制造技术还能驾驭信息生成、采集、传递、反馈、调整的信息
流动过程。
先进制造技术是可以驾驭生产过程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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