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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原稿完成于20年前，当时写这本书有其特定的动机，而今天再次出版本书的双语版还有外加的
因素。
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下。
如第一章所述，精密工程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
精密工程它的实践者来自于不同的学科。
因此，精密工程不像诸如天文学或者物理学那样有一种共同的文化。
本书的初衷在于尝试记录精密工程的历史：1．使我们可以节约时间、精力和资源，以避免浪费在对
一些已知的或者可能已被遗忘的方法或技术的重复发明上；2．帮助今天的精密工程师们记住早期实
践者所做出的贡献。
本书主要是从西方的角度来阐述的，这代表了当时先进技术的起源。
时至今日，全球化已经成为科学、技术和商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有必要再次展现当今精密技术
的深远的根基。
我希望本书的双语版能够有助于大家（东西方）在此领域的讨论。
自从此书第一版出版后，我有机会从事了大量的精密工程领域的前沿项目。
其中，我发现大量的进展是源于对一些著名精密工程基本思想和原理的简单应用。
回顾历史是学习那些基本原理的一个好方法，同时也是预见未来精密工程发展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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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密工程发展论》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对精密工程进行定义，然后阐述了一系列精密机械和仪器的设计思想、基本原理与工程
要素。
第二部分则通过对分度机、比较仪、刻线机以及金刚石切削等的演化的论述，来展现精密工程发展史
。
最后对精密工程发展历史中的重要机构和人物作了简单的介绍。
本书可供年轻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参考，也可作为研究生、大学生的专业英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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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克里斯·埃文斯(Chris Evans)，国际期刊《精密工程》的首任编辑，自1979年创刊到1984年一直担任该
职务。
在此期刊成为国际精密工程与纳米技术学会的会刊后，他又担任该期刊的主编多年。
 
    他于1984年加入威斯康星大学，自1985年4月至1990年，在马里兰州盖瑟堡的美国国家标；隹与技术
研究院(前美国国家标准局)的支持下，主要从事精密机械加工工艺的研究。
后来在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工作时，他的研究兴趣逐渐扩展至硬材料的切削、铣削、高速磨削、抛
光、光学加工工艺与干涉计量。
2001年，他成为康涅狄格州米德菲尔德的Zygo公司研发部门的资深研究科学家和首席计量学家。
 
    克里斯是国际生产工程院院士和美国精密工程学会认证的工程师。
他撰写或合著的文章超过百篇，还独立或共同申请了10项美国专利。
 
    本书的大部分研究是在1985到1987年间完成的，当时克里斯是克兰菲尔德理工学院的一名校外生，
同时兼任史密森纳协会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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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考虑很多的相互关联和冲突。
首先，精度要求越来越高是一种历史趋势，人们会想到它将使运动学设计的应用日益广泛（如果能假
定这个演变中的机器设计的起始点是‘拙劣’设计），另外一个因素是机床‘典型’位置的变化。
19世纪，大多数机床安装在木地板上，经常是多层‘厂房’。
不难想象，新机器的安装、重工件等的移动等等会导致地板相当大的振动，从而造成机器的变形，所
以随着对精度要求的提高，必然要求引进三点支撑。
但到20世纪初，又出现了巨大的改变；绝大多数的机器现在已安装到厂房的混凝土地面上，而且是在
车间的底楼。
只要混凝土固化完全，并保证结构设计合理，产生的变形会远远小于地板振动造成的变形。
因此（在精度曲线上，随着精度的增加，时间轴上有一段距离）需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感到地板
的振动对精密工程应用范围的重要影响。
也就是说，这种振动只会在精密工程应用达到很高程度时，才会有影响。
其他原因包括各种驱动以及高速钢刀具的引进。
在广泛引进电动机前，大部分机床由悬挂的传输带驱动。
通过操作使系统紧固，传输带便可提供足够大的升力。
当然，可以设计带有夹具的运动学滚珠座，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使用这一方法的早期机床。
高速钢刀具的引进导致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期内，限制机床的不再是刀具材料，而是机构设计和机器
的振动。
减小振幅的方法之一是把机床直接固定在地面上，这样将会提高现有机器的使用潜能。
19世纪末期，相对细长的支撑腿变得比较常见，这种结构带来的潜在优势是有限的，但不管怎么说都
是增加了。
20世纪初开始，支撑腿慢慢消失，‘现代’结构露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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