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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机电一体化或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教学用书，是我们经过多年的教学、
科研及生产加工的实践，通过仔细认真地讨论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在编写本书时，我们根据高职教育及专业课的特点，确定了编写的指导思想：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
、够用为度，以讲清概念、强化应用为重点。
为了突出编写特色，按照培养生产第一线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的培养要求，突出应用能力的培养
。
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教材内容来源于实践，经过归纳、分析，进行系统化理论化后，又应用
于实践，指导实践。
例如切削用量、切削角度、典型机床的结构与传动、典型夹具的结构、典型零件的工艺分析等。
引用了大量的工程实例，从实践中提出问题，并从实例的分析中引导学生如何在实践中解决问题，再
现了工程实貌，从而培养了以科学的思维方法对待工程实际问题的工作态度。
根据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要求，拓宽专业口径，本教材重点写量大面广的基础知识体系，同时也注意到
“面”与“点”的关系，做到重点突出。
例如在金属切削刀具和机床中，既做到介绍一般常用刀具和机床，同时又重点介绍了具有代表性的车
刀和车床。
由于现代制造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教材相应显得过于专、偏、深，同时新知识也显得缺乏。
本教材既注意专业知识的系统讲述，同时又注意到先进制造技术的介绍。
例如数控刀具、数控机床、线切割机床、现代夹具等内容。
本教材建议用100～120学时，并配合一些实验。
例如：车刀几何角度测量、切削力测量、车床三箱解剖实验、滚齿机调整实验、加工精度分析实验等
，这样可使教学效果更好。
在课程教授完后，可安排刀具作业和工艺课程设计，进一步加强其实际能力的培养。
最后经过3～4周的生产实习，使同学们将学过的理论知识再到生产实践中加以印证，分析现场加工工
艺的合理性和使用的机床、刀具、夹具的结构特点，从而使同学们的专业知识掌握得更牢固。
参加本书编写的单位及人员有：第1章河南科技大学刘建亭、薛进学；第2章、第4章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应献平；第3章合肥联合大学俞斐；第5章、第7章天津理工学院王文贵；第6章河南科技大学刘建亭；
第8章河北工业大学刘瑞素、王阳；第9章河南科技大学薛进学；第10章沈阳工业大学周晓晔；第11章
河南科技大学杨丙乾、合肥联合大学徐强；第12章合肥联合大学徐强。
本书由河南科技大学刘建亭任主编，天津理工学院王文贵、沈阳工业大学周晓晔任副主编，由河南科
技大学刘建亭、杨丙乾、薛进学统稿。
本书由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陈玉华同志主审，他认真、仔细地审阅了全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
改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河南科技大学机电工程系、河南科技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业出版社
和各兄弟院校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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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制造基础》是根据教育部工程材料与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指导小组的教改精神和浙江省高等
教育重点教材建设规划精神，以面向21世纪为指导思想编写的浙江省高等教育重点教材。
本书共10章。
第1章工程材料基础，第2章铸造成形，第3章 塑性成形，第4章焊接，第5章粉末冶金，第6章 非金属材
料的成形，第7章切削加工成形，第8章特种加工，第9章其他先进制造技术，第10章加工方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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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 我国机械制造工业及其发展的现状1.机械制造工业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我国的工农业
、科研单位和国防各个部门中，使用着大量各式各样的机器、仪器和工具。
这些机器、仪器和工具大部分是由一定形状和尺寸的金属零件所组成。
生产这些零件并将它们装配成机器、仪器和工具的工业，称为机械制造工业。
其任务就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科研单位和国防部门以及自身的技术改造提供现代化的技术装备。
这些装备大到成套火力发电设备和大型露天矿山设备，小至仪器仪表、民用电器等。
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强大而完整的现代化机械制造工业，就无法用现代的设备来武装国民经济各部门
。
就不可能独立迅速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机械制造工业的规模和发展水平是反映国民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
2.机械制造工业的现状及存在差距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机械制造工业贯彻了“经济建设
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面向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执行了上质量、上品种、上水平、提高经
济效益即“三上一提高”的工作方针，使机械制造工业跨入了稳步健康发展的历史时期，取得了巨大
的成绩。
现已拥有一批骨干企业，形成门类比较齐全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能提供具有先进水平的大
型成套技术装备的工业体系。
机械制造工业已成为我国最大的产业部门之一。
在机械加工方面，我国已大量使用涂层高速钢刀具和涂层硬质合金可转位刀具，普遍采用了50～500m
／min的切削速度。
但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在于涂层硬质合金刀具的品种还不能满足需要，超硬刀具应用所占比例
很小。
我国的镜面磨削机床已商品化，近年来在高速磨削、强力磨削、成形磨削和砂带磨削方面，在应用超
硬磨料砂轮磨削方面，都有较大发展，但高速磨削和大切深缓进给强力磨削在生产中应用不广，磨削
效率与国外相差很大。
电火花加工、电化学加工、激光和超声波加工等特种加工在我国广泛应用。
与国外相比，对基础理论研究较少，工艺规范不够合理，所生产的机床还不成系列，尤其是高性能的
数控特种加工机床生产较少，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
在精密加工和超精加工方面，我国一般工厂能稳定达到10～1m。
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现在超精加工正在向纳米（nm）级（1nm-10tim）进军。
在测试技术方面，我国的长度计量标准检定设备已接近工业发达国家水平，三坐标测量机的测量精度
接近工业发达国家水平。
与国外相比，差距在于现场测试装置和仪器的精度低，稳定性差，寿命短，在线检测以及微机控制和
数据处理的测试仪器少等。
总之，我国的机械制造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整个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至少落后15年左右。
今后机械制造工业的主要任务是要以新兴微电子、光电子技术、重大成套技术装备和基础机械的关键
制造技术为重点，不断地依靠技术进步，研究开发优质高效的工艺与装备，提高产品的制造质量和制
造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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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机械制造基础》：21世纪高职高专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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