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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制造系统自动化决定着作为国民经济物质基础和产业主体的制造业的发展进程，制造业是目前知
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支柱产业，它是富民强国之本。
而制造系统自动化水平是制造业不断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实力的重要
标志之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自动化的水平也越来越高。
在制造系统中采用自动化技术，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生产周期、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降
低劳动强度、改善制造系统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从而进一步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
。
　　本书主要针对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而编写的必修课教材。
其内容主要讲述机械制造系统自动化发展过程与现状及趋势、机械制造自动化系统的建立、制造过程
自动化控制系统、物料传输自动化、自动化检测与监控系统和装配自动化，最后以汽车变速箱壳体为
例讲述了制造自动化系统的总体设计。
　　本书共分7章，第1、2、6章由卢泽生编写，第3章由路勇编写，第4章由王广林编写，第5、7章由
周亮编写，全书由卢泽生统稿，担任主编。
本书经多年的教学实践，进行了多次修改、充实和完善，但由于篇幅的限制及编者水平的局限，再加
上本书是一个新的体系，所以在内容上仍不免有局限性、错误和欠妥之处，诚恳希望广大师生及读者
提出宝贵意见，帮助我们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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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十一五”国防特色规划教材。
本书共分7章，其内容主要讲述机械制造系统自动化发展过程与现状及趋势、机械制造自动化系统的
建立、制造过程自动化控制系统、物料传输自动化、自动化检测与监控系统和装配自动化，最后以汽
车变速箱壳体为例讲述了制造自动化系统的总体设计。
    本书可作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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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可靠性是衡量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一切讲究产品信誉的厂家，都在追求其产品具有好的可靠性。
因为只有那些可靠性好的产品才能长期发挥其使用性能，才能受到用户的欢迎。
如果有些产品如机床、汽车、轮船、飞机和航天器等，其关键零部件不可靠，在安装调试或交付使用
时，会出现某种故障，这样不仅会给使用者带来不便、延误工期、造成经济损失，甚至还可能直接危
及使用者的生命安全。
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由于固体燃料助推火箭密封泄漏而引起燃料箱爆炸，7名
宇航员全部遇难，总计损失达12亿美元。
1986年4月27日，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因四号发动机剧烈振动，致使反应堆厂房的结构遭到破坏，
引起反应堆放射性物质泄漏，2000余人死亡，几万居民撤离，损失达30亿美元，并污染了周边国家。
这足以说明产品的可靠性差会引起一系列严重问题，甚至会危及国家的荣誉和安全。
　　在现代生产中，可靠性技术已贯穿于产品设计、制造、管理等过程，包括设计、加工、安装调试
、试验、储存、运输、保管、使用及维修保养等各个环节。
而且可靠性涉及多个知识领域，所以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来分析研究可靠性的问题，故提出可靠性工程
的概念。
　　可靠性工程是对产品进行可靠性设计、可靠性预测、可靠性加工、可靠性试验、可靠性评估、可
靠性控制、可靠性维修及失效分析、可靠性包装和运输等。
它是立足于系统工程方法，运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数学工具，对产品可靠性问题进行定量的分析；
采用失效分析方法和逻辑推理对产品故障进行研究，找出薄弱环节，确定提高产品可靠性的途径，并
综合地权衡经济、功能等方面的得失，将产品的可靠性提高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自动化系统的可靠性是保证系统安全正常运行的关键，可靠性已经与系统的性能、成本、效能等
技术经济指标一样，被列入评价系统的主要指标。
　　随着自动化系统性能的提高，结构和系统复杂化的加强，零部件数量的增多，特别是电子器件的
增多，系统运行的工况更为复杂，都将使可靠性问题显得特别突出。
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导弹系统中，由于制导系统的零部件可靠性差，造成全系统失效的比例达50％以
上；由于发动机和动力系统的零部件不可靠，造成全系统失效的占40％左右；由于结构元件，战斗部
件等有效载荷不可靠造成系统失效率为10％左右。
　　可靠性的问题是贯穿于系统设计、制造、安装、调试等整个过程中，设计时就要制定可靠性的目
标，设计方案完成后要进行可靠性预测，设计中要对各分系统或各单元、部件进行可靠性的分配。
研制阶段要进行故障分析和关键零部件的可靠性试验。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制造系统自动化技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