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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控技术应用专业课程改革成果教材：数控加工机械基础》是浙江省中等职业学校数控技术应
用专业课程改革成果，是浙江省教育厅职成教教研室组织该省骨干教师，按照“浙江省职业教育六项
行动计划”的有关精神，根据当地教学需求，结合课程改革成果编写的。
　　《数控技术应用专业课程改革成果教材：数控加工机械基础》贯彻“以能力为本位，以就业为导
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充分体现以适应“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新型教学模式需求为根本，以满
足学生和社会需求为目标的编写指导思想。
在编写中力求突出以下特色：　　（1）以应用为核心，紧密联系生活、专业、企业生产实践。
简化原理阐述，剔除无实用价值的陈旧内容和繁冗计算；适当降低理论难度，以适用、够用、实用为
度，力求做到学以致用。
　　（2）打破原有理论框架，以数控机床为载体和主线安排教学项目。
在尊重科学性和教学规律性的前提下，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取舍和补充，凸显以培养学生能力为重
点，满足企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3）教与学并重，体现“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教学理念，在教学项目中设计了贴近生产的
应用实例，简练有效的知识链接，开阔视野、激发兴趣的阅读知识，贴合专业的练习。
符合中职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规律。
　　（4）版面新颖、活泼。
《数控技术应用专业课程改革成果教材：数控加工机械基础》选用了大量与教学内容相结合的生产实
例图片，采用表格将知识点展现出来，生动、直观，便于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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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控加工机械基础》是浙江省中等职业教育数控技术应用专业课程改革成果教材，是浙江省教
育厅职成教教研室组织该省骨干教师，按照“浙江省职业教育六项行动计划”的有关精神，根据当地
教学需求，结合课程改革成果编写的。
《数控加工机械基础》主要内容分四个项目：项目一常用金属材料，包含碳钢、合金钢、铸铁、有色
金属和硬质合金五个课题，主要介绍金属材料的种类、性能和用途；项目二常见热处理，主要介绍常
见热处理的方法、特点和选用；项目三机械传动及零部件，包含主轴传动装置及零部件、进给传动装
置及零部件、自动换刀装置及零部件三个课题，介绍数控机床主轴传动、进给传动、自动换刀等各种
传动的类型与特点、使用与维护等；项目四液压和气压传动装置，介绍液压和气压传动装置的组成、
特点和应用。
　　《数控技术应用专业课程改革成果教材：数控加工机械基础》为中等职业学校数控技术应用专业
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相关人员岗位培训及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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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认识机械项目一 常用金属材料课题一 碳钢任务一 认识碳钢任务二 了解碳钢的力学性能任务三 了
解碳钢的切削加工性能任务四 选用碳钢课题二 合金钢任务一 认识合金结构钢任务二 认识合金工具钢
任务三 了解特殊性能钢课题三 铸铁任务一 认识各种铸铁任务二 了解铸铁的加工性能课题四 有色金属
课题五 硬质合金项目二 常见热处理课题常见热处理任务一 了解常见热处理任务二 选用热处理项目三 
机械传动装置及零部件课题一 主轴传动装置及零部件任务一 认识数控车床主轴零部件任务二 认识带
传动任务三 认识齿轮传动课题二 进给传动装置及零部件任务一 认识数控机床进给传动零部件任务二 
认识螺旋传动课题三 自动换刀装置及零部件任务一 认识蜗杆、蜗轮及蜗杆传动任务二 认识链传动项
目四 液压和气压传动装置课题一 液压传动装置任务一 了解液压传动任务二 认识液压泵任务三 认识液
压缸任务四 认识液压控制阀任务五 了解液压回路课题二 气压传动装置任务一 了解空气压缩站任务二 
认识气缸和气马达任务三 了解气压控制阀任务四 了解气压传动系统附录附录1 滚动轴承的代号附录2 
普通螺纹的主要参数与标记附录3 同步带的标准附录4 同步带轮的主要参数附录5 V带的标准附录6 V带
轮槽形的尺寸（GB／T10412-2002）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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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使用纯天然材料的初级阶段　　在远古时代，人类只能使用天然材料（如兽皮、甲骨、羽毛、
树木、草叶、石块、泥土等），相当于人们通常所说的旧石器时代。
　　2.人类单纯利用火制造材料的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人类利用火来对天然材料进行煅烧、冶炼
和加工的时代。
例如人类用天然的矿土烧制陶器、砖瓦和陶瓷，以后又制出玻璃、水泥以及从各种天然矿石中提炼铜
、铁等金属材料，等等。
　　3.利用物理与化学原理合成材料的阶段　　人工合成塑料、合成纤维及合成橡胶等合成高分子材
料的出现，加上已有的金属材料和陶瓷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构成了现代材料的三大支柱。
除合成高分子材料以外，人类也合成了一系列的合金材料和无机非金属材料。
超导材料、半导体材料、光纤等材料都是这一阶段的杰出代表。
　　4.材料的复合化阶段　　20世纪50年代金属陶瓷的出现标志着复合材料时代的到来。
随后又出现了玻璃钢、铝塑薄膜、梯度功能材料以及最近出现的抗茵材料，都是复合材料的典型实例
。
它们都是为了适应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而产生的。
至此，人类已经可以利用新的物理、化学方法，根据实际需要设计独特性能的材料。
　　5.材料的智能化阶段　　自然界中的材料都具有自适应、自诊断和自修复的功能。
如所有的动物或植物都能在没有受到绝对破坏的情况下进行自诊断和修复。
人工材料目前还不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近三四十年研制出的一些材料已经具备了其中的部分功能。
这就是目前最吸引人们注意的智能材料，如形状记忆合金、光致变色玻璃，等等。
尽管十余年来，智能材料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离理想智能材料的目标还相距甚远，而且严格
来讲，目前研制成功的智能材料还只是一种智能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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