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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适应宽口径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需求，1998年国家调整了本科专业，其中机械类设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面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大多数高校都进行了专业课程体系调整和相应的课程改革，构成
了比较系统的专业基础知识课程群，开设了以原机械制造工艺学、金属切削原理、机床设计概论和机
床夹具设计等课程为主要内容形成的“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
为便于“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教学，编者基于多年的教学实践总结和教学改革成果，编写了这本
具有一定特色的专业基础课教材。
　　本书特色是以教育部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中国机械工程学科教
程》为依据，遵循满足工科院校专业教学的基本要求和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的原则。
所选内容既考虑到基础性和系统性，又兼顾实用性和完整性，强化机械制造技术的基础，注意反映机
械制造技术领域国内外的新发展和新观点。
努力实现教材体系的优化和多门课程的有机整合，避免在教学上造成各专业课程间基本知识点的重复
或遗漏。
编写中力求做到内容叙述简明，概念准确清晰，举例典型通俗，便于学习和教学。
使用的名词术语、符号、代号和单位等采用国家新标准。
　　本书由巩亚东、原所先、史家顺任主编。
绪论、第1章、第3章、第6章、第7章由巩亚东编写，第4章、第5章、第8章由原所先编写，第2章、第9
章由史家顺编写。
全书由巩亚东教授统稿，由东北大学王宛山教授主审。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东北大学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先进制造与自动化技术研究所教师的积极配
合和全力支持，特别是邹平教授、田文元老师和黄炜老师也付出了辛勤劳动，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议，
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不当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希望广大师生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后
续进一步完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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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体现了先进制造与自动化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内容体系贯穿了制造系统的思想，并适当加强了计
算机辅助制造、柔性自动化、自动化装配、智能与数字制造等内容。
同时，增加了数控机床、数控刀具及磨削新方法等。
全书共分9章，内容包括绪论、机械制造系统和机械制造单元、金属切削机床、金属切削与磨削加工
、机械加工工艺规程的制订、机床夹具、机械加工精度的影响因素及控制、机械加工表面质量的影响
因素及控制、机器的装配、机械制造技术发展。
    本书可作为大学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研究生和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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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明显特征是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信息化时代和知识产业时代已
经来临，世界经济增长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
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经济合作日趋紧密，用户需求个性化、制造全球化和数字化及快
速响应市场技术需求越来越迫切，技术创新将成为2l世纪企业竞争的焦点。
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新一轮国际分工和技术转移已经开始。
工业发达国家逐渐将装备制造业向中国进行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中国已成为世界加工中心，这是经济
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中国的世界加工中心将变成全球制造中心，并且这一趋势已开始
显现。
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总量已居世界前列，开始由量的追求转向质的提高和结构优化，从粗放型经济方
式向集约型经济方式转变，从初期扩大开放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在这～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及机械制造业制造模式将发生新的重大变化，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不断
得到新的进展。
　　制造业是将制造资源通过制造过程转化为可应用产品的工业总称，它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它是近代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工业化国家中60％～80％的财富是由制造业提供的；它是
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是综合国力得以提升的重要支柱产业，其技术和规模是衡量国家科
技水平和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装备部，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也是经济技术大
国崛起的基础性产业。
高度发达的装备制造业和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先进工业化的重要保证，还是衡
量其科技创新能力、国防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装备制造业是大国的立国之本，是决定国家兴衰的关键因素之一。
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装备制造业是中国重工业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产业化结
构调整升级的～个主导力量。
装备制造业具有关联度大、产业链长和科技含量高的特点，它的发展已经带动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
，以及各产业部门的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
装备制造业无论是为中国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国防现代化，还是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建设都作
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产业与产品结构的不断升级，设备的更新速度加快，对新技术装备的需求与日俱增，装备制造业
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工业升级的发动机。
　　中国装备制造业从仿制普通机械产品到自行设计制造尖端大型成套设备过程中，形成了门类比较
齐全的装备制造工业体系，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用装备制造的品质改变了中国和世界。
但从中国装备制造业整体来看，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是制约中国装备制造业
发展的瓶颈因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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