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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以及机械制造技术等的不
断融合，现代制造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先进制造技术是制造业的核心，是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手段，普及数控技术是当今制造业的发展
方向。
作为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高校，近年来国内工科院校普遍都开设了先进制造技术
实践课或实习课，在时间安排上大多是10天左右。
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深入系统地学习掌握数控知识是不现实的，而要选择一本适合的教材同样也很困难
。
目前，市场上有关数控方面的书籍大多过于专业，不能满足初学者的要求，尚未有适合用于数控技术
普及性的教材，鉴于此，我们编写了这本教材，希望能提供一本使初学者在短时间内对数控技术有较
为系统的了解并具有一定实践操作技能的教材。
书中既有数控技术的基础理论，又含有数控车床、数控铣床、电火花线切割机床等机床的操作、加工
工艺分析、加工程序编制、机床操作等实践方面的技能。
本书在编写上力求浅显易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非常适合初学者在短时间内
掌握数控加工技能，是一本普及数控加工技术的实用教材。
本书由王景贵主编。
具体编写分工如下：第1章由王景贵编写；第2章第1节-第8节由侯春霞编写；第9节-第10节由王宁强、
葛安、史炯煜编写；第3章第1节-第3节由王景贵编写；第4节-第6节由李明、达式旻、施胜林编写；
第4章由王春松、鞠晨鸣编写；第5章由王宁强、葛安、赵雁编写；第6章由王春松编写；第7章由谢丽
华、袁玉兰、尚宇编写。
安全操作规程由李明编写。
本书部分插图由赵雁绘制。
该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数控技术方面的诸多论著，本书编者对参考文献中的各位作者深表谢意。
同时本书的编写也得到了南京理工大学工程训练中心领导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也表示衷心
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比较仓促，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者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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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数控技术和数控机床的基本概念、数控原理、数控机床组成、特种加工等方面进行了全面
论述。
全书共7章，包括数控机床概述、数控车床、数控铣床、加工中心、车削中心、CAD/CAM自动编程、
特种加工。
其中数控车床、数控铣床的编程和操作是基于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FANUC系统，对车削中心、加工中
心、CAD/CAM自动编程仅作出简要介绍。
特种加工技术则着重系统论述了电火花线切割加工技术，对超声波加工、激光加工、电解加工等只作
了原理性介绍。
　　本书可作为高等工科院校机械类、近机类先进制造技术实践教学的教材，也可作为高等职业学校
、高等专科学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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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章  数控机床概述1.1  数控技术与数控机床的基本概念1.1.1 数字控制1.1.2  数控机床1.1.3  机床数字控制
原理1.1.4  轨迹控制基本原理（插补）1.1.5  数控机床技术的发展历程、现状与趋势1.2  数控机床的组
成1.2.1  输入／输出装置1.2.2  控制介质1.2.3  数控装置1.2.4  伺服系统1.2.5  可编程控制器1.2.6  机械结构
和部件1.3  数控机床的分类1.3．1  按工艺用途分类1.3.2  按功能水平分类1.3.3  按轨迹控制分类1.3.4  按
检测反馈分类1.4  数控机床的特点．1.4.1  加工精度高1.4.2  加工效率高1.4.3  一致性较好1.4.4  劳动强度
低1.4.5  适应性强第2章  数控车床2.1  数控车削加工工艺2.1.1  数控车削加工的主要对象2.1.2  数控车削加
工工艺的制定2.2  编程基础2.2.1  数控程序的编制方法2.2.2  坐标系2.2.3  绝对坐标与增量坐标2.2.4  直径
编程和半径编程2.2.5  程序的构成2.2.6  编程指令概述2.3  FANUC 0i-TC基本编程指令2.3.1  快速定位指
令C002.3.2  直线插补指令G012.3.3  圆弧插补指令G302、G032.4    FANUC 0i - TC固定循环指令2.4.1  内／
外圆柱面固定循环指令G902.4.2  内／外锥面固定循环指令G902.4.3  带锥面阶梯轴的数控加工实例2.5  
螺纹的数控车削2.5.1  车削螺纹的基本工艺知识2.5.2    FANUC 0i - TC车削螺纹的编程指令2.6   
FANUAC- 0i TC复合循环指令2.6.1  单调轮廓粗车复合循环指令G712.6.2  仿形循环指令G732.6.3  精车循
环指令G702.6.4  G71、G70综合应用实例2.6.5  G73、G70综合应用实例2.6.6  径向切槽循环指令G752.7  子
程序在数控车削中的应用2.7.1  子程序的编程方法2.7.2  子程序的编程实例2.8  数控车床的刀具补偿和对
刀方法2.8.1  刀具形状补偿和磨损补偿2.8.2  刀尖半径补偿2.9  综合编程实例2.9.1  轴套类零件数控车削加
工工艺及加工步骤2.9.2  轴类零件数控车削加工工艺及加工步骤2.9.3  配合件数控车削加工工艺及加工
步骤2.10  TK40A数控车床操作说明2.10.1  上电和关机2.10.2  回零2.10.3  MDI键盘2.10.4  操作面板2.10.5  
程序输入2.10.6  程序的模拟运行2.10.7  刀具偏置补偿输入2.10.8  程序的执行第3章  数控铣床3.1  数控铣
床加工工艺3.1.1  明确加工内容3.1.2  编制加工工序原则3.1.3  选择加工刀具3.1.4  确定走刀路线3.1.5  确定
切削用量3.1.6  零件的定位和装夹3.1.7  选择合理的刀具起点（对刀）3.2  数控铣床编程概述3.2.1  数控铣
床编程概念3.2.2  数控铣床编程原则3.2.3  数控铣床编程种类3.2.4  功能字和程序段格式3.2.5  数控机床坐
标系和运动方向3.2.6  机床坐标系和参考点3.2.7  工件坐标系3.2.8  编程坐标系和对刀点3.2.9  工件坐标系
的建立3.3  FANUC 0i- MC系统的编程3.3.1  准备功能（G功能）3.3.2  补偿功能3.3.3  辅助功能3.3.4  程序
部分的构成．3.3.5  子程序3.3.6  编程实例3.4  简化编程3.4.1  固定循环3.4.2  任意角度倒角／圆弧拐
角3.4.3  坐标系旋转(G68、G69)3.4.4  比例缩放(GS0、G51)3.4.5  镜像加工3.4.6  坐标系旋转功能与其它功
能的关系3.5  零件加工程序的评价和优化3.5.1  零件加工程序的评价3.5.2  零件加工程序的优化3.6  数控
铣床操作3.6.1  FANUC系统MDI面板介绍3.6.2  南通机床VM600面板介绍3.6.3  南通机床(VM600)机床操
作第4章  加工中心4.1  加工中心的类型4.2  加工中心的结构特点及工艺特点4.2.1  自动换刀装置4.2.2  加
工中心刀库形式4.2.3  自动对刀装置4.2.4  加工中心的工艺特点4.3  高速加工简介第5章  车削加工中心5.1 
复合加工技术概述5.2  车削加工中心5.2.1  车削中心的结构特点及加工特点5.2.2  车削加工中心的常见类
型5.3  FANUC系统CH7520C车削中心的操作5.3.1  CH7520C车削中心机床简介5.3.2  操作面板介绍及基
本操作5.3.3  常用操作步骤5.3.4  快速对刀仪及其使用5.4  编程实例第6章  CAD/CAM自动编程6.1  图形交
互式自动编程的特点6.2  图形交互式自动编程的基本步骤6.3  常用CAD/CAM软件6.3.1  MasterCAM简
介6.3.2  Pro/E软件简介6.3.3  UG简介第7章  特种加工附录  安全操作规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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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社会对机械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
零件的形状变得更为复杂，精度要求也更高，同时要求产品制造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并且还要能够方
便地实现频繁的改型，这些要求单纯地依靠普通机床无法满足现代生产的需要。
为了有效地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采用功能更强的机床。
科技的不断进步为新型机床的产生提供了技术保障，以数字控制技术为基础，结合了计算机技术、微
电子技术、自动控制技术、通信技术、自动检测技术以及机械制造技术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的数控机
床应运而生。
第一台数控机床1952年由麻省理上学院成功研制，它是一台数控铣床，能够实现三轴联动。
最初数控技术用于机械加工的理念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提出的，帕尔森公司在制造飞机框架和直升机
叶片轮廓样件时使用了该技术对加工路径进行了数据处理。
如今，数控机床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格局，已成为现代制造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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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先进制造技术基础实习》可作为高等工科院校机械类、近机类先进制造技术实践教学的教材，也可
作为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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