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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回顾过去，我们不禁庆幸跟上了瞬息万变的计算机革命的节奏，这令我们感到自豪。
50年前，我们就已经把计算机程序引入到机械装置，这比设计师使用计算机辅助制图以及科学家使用
大型计算机进行科学研究都要早。
可能我所划分的不同时代之间的界限会有些模糊，但我还是根据它们在工业领域的应用，以及在学校
所教授的方式，将数控机床的发展革命史分成了三个时代。
第一阶段：1940-1965年刚开始主要是做一些试验，经过约25年的发展，一些较先进的工厂里开始逐步
出现一些类似于我在KenWorthTrucks公司操作的纸带式控制机床，而且仅出现在制造领域。
后来，约有过半的大型工厂里有了一台甚至多台这类机床，但这个时期，数字控制在人们眼里还是稀
罕物。
大多数机械加工由手工或自动化设备来完成，而且编程也成了一项既费时又费力的工作。
只有当工厂需要批量生产成千上万个相似零件或其他方法不能生产的工件时，购进一台数控机床（带
式驱动）才显得合算。
又因为数控技术专业性很强，所以只有少数几所学校开设这门课程，而且直到这个时代末，数控方面
的工作才开始由初学者担任。
第二阶段：1965-1990年这个时代也被称为大爆炸时期。
据估计，刚一开始数控机床的数量就达到了手工操作机床数量的1／4，并一直增大至手工操作机床的9
倍之多。
在这个时代中期，拥有个人计算机已成为可能，软件行业的飞速发展使得计算机软件变得普及起来，
编程则可以在台式机上完成。
随着中央处理器的不断提速，数控机床功能显得日益强大，效益更为可观，工件也开始针对数控制造
业而设计。
这一时代末期，所有主流的生产制造都由数控机床完成，学校也开设这门课程作为机械专业后期的深
层次学习。
第三阶段：1990年至今数控机床已出现在几乎所有的制造领域内，产生了许多新的岗位，对人们也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工厂里初学者则往往从数控机床的操作开始学起。
界面灵活与友好的数控系统快捷且易学，不仅应用于批量生产，还应用于类似铸模及锻模等单件生产
。
相关学校也开始完善这门课程，从人学第一天起就作为一门基础课来教授。
本书主要针对第三代数控机床的学习者编写，因此我把它分为以下两部分。
第一部分：制造简介制造业自成体系，第1～8章旨在让读者入门，帮助读者了解一些知识背景，让其
领会以下道理：所有的生产制造均需要符合工厂需求和行业标准，读懂图纸并达到所需最高精度，还
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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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当今机械加工和机械制造领域的经典之作。
全书蕴含着丰富的机械加工和机械制造方面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
本书分两大部分，共16章。
第一部分介绍现代集成制造技术的基础知识；第二部分详细讲解了如何安全地调试设备，并实现手动
操作。
全书主要内容包括：机械制造领域的专业技能，机械专业相关的数学基础，技术图纸的阅读，几何尺
寸与公差，量具量规及粗糙度的测量，划线技术，切削刀具，钻削、车削、铣削、磨削等加工方法，
热处理技术以及硬度测量等。
在本书内容的设置上，包含了大量的有特色的关键点、业内小提示及行话等栏目，这大大地增加了本
书的可读性；在每小节末和每章末均提供了大量的习题，有助于读者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本书可供从事机械加工及机械制造相关行业工程技术人员参考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机械相关专
业师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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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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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机械加工技术》一书是当今机械加工和机械制造领域的经典之作。
本书汇集了作者多年的实践经验和体会，体现了作者由一名普通学徒成长为一位机械加工与制造领域
知名专家的艰辛历程，蕴含了丰富的机械加工与机械制造方面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
本书的翻译过程也是各位译者的学习过程，作者毫不吝啬地与读者共同分享他自己独到的加工经验、
操作技巧和工作体会。
这些来自生产一线的宝贵经验是无法通过课堂学习或阅读教科书获得的。
所以，无论对于机械加工及其相关行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还是高等院校的机械专业教师和学生，本书
都不失为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本书分两部分，共16章。
第一部分讲解了现代集成制造技术的基础知识；第二部分详细讲解了如何安全地调试设备，并实现手
动操作。
主要内容包括：机械制造领域的专业技能，机械专业相关的数学基础，技术图纸的阅读，几何尺寸与
公差，量具量规及粗糙度的测量，划线技术，切削刀具，钻、车、铣、磨削等加工方法，热处理技术
以及硬度测量等。
作者独具匠心，在书中开辟了行话、业内小提示和关键点等栏目，使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书中
的重点内容；而课后附带的思考练习题又可以用来检验读者的学习效果，实现对知识的复习和巩固。
本书的第1、3、4、9、15章由哈尔滨商业大学卜迟武翻译，第5章由黑龙江工程学院王巍翻译，第6、8
、10章由黑龙江科技学院唐庆菊翻译，第2、7、11章由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岳雅瑶翻译，第12、13章由
哈尔滨商业大学晏祖根翻译，第14章由哈尔滨商业大学孟爽翻译，第16章由于宗艳（黑龙江科技学院
）、关祥毅（哈尔滨商业大学）、冯建元（哈尔滨商业大学）、田野（哈尔滨商业大学）共同翻译，
全书由卜迟武统稿。
此外，哈尔滨工程大学机电学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学院的蒋赞、徐川等研究生在翻译过程中也给
予了很大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哈尔滨商业大学轻工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孙智慧教授审阅了译稿并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深表谢意
！
由于译者的水平有限，加上时间仓促等原因，书中可能会存在不当之处，恳求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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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机械加工技术》可供从事机械加工及机械制造相关行业工程技术人员参考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
机械相关专业师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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