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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我国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机械类子课
题项目成果，是在第1版基础上，认真吸取全国高等学校机械类、近机类专业十年来教育教学改革和
创新的经验，以现场应用为导向，以基本理论为基础，结合实际需要，精心组织教材内容、精心编排
、精心写作而成。
　　修订前，编者广泛听取了有关学校师生的意见，经过讨论确定了修订的重点和方案：继续保持
第1版教材的特色，与陈立德主编《机械制造技术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教材紧密配合，以
利于教学安排；增加工程应用的新内容；在文字、插图，尤其在突出理论指导下的工程应用方面作了
进一步修改。
　　具体的修订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保持原书体系，对原书的少量内容进行了增、删或
改写，使之更便于教与学；　　2.突出应用性，使教材内容更贴近于工程实践，如“普通机床数控化
改造”一章中增加了滚珠丝杆的间隙调整、传动件间隙调整等内容；　　3.增加新章节，更利于学生
在现场中应用，如增加了组合机床设计、换向机构设计、物流系统设计等；　　4.采用了最新国家标
准和有关的技术规范。
　　本书可作为本科机械类、近机类教学用书，参考教学时数为50-60学时。
　　全书由金陵科技学院陈立德教授任主编，并负责全书的统稿，茅军、赵海霞、王宏睿任副主编，
参加本书修订工作的有：陈立德（绪论，第1、2、3、6、8章，第14章的14.1 、14.4 、14.5 节）、续海
峰（第4、5章）、王宏睿（第7章）、赵海霞（第9、10、11章）、罗卫平（第12、13章）、许明三（
第14章的14.2 、14.3 节）、茅军（第15章）、徐秀玲（第16、17章）。
　　上海新江机器厂陈立兴高级工程师认真审阅了本书，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尤其是能根据
现场情况提出如何组织内容等，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凌秀军、李颖、卞咏梅、褚天承等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编写时间又较紧迫，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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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制造装备设计（第2版）》除绪论外分为四篇17章：第1篇专机设计（专机总体设计、传动
系统设计、主轴组件设计、导轨设计、支承件设计、结构工艺性、普通机床数控化改造、组合机床设
计），第2篇常用机构设计（操纵机构设计、制动机构设计、换向机构设计、行星齿轮机构设计、工
业机械手），第3篇工夹具设计（金属切削机床夹具设计、数控工具系统），第4篇工件输送装备（送
料机构、输送装备）。
各章后附有一定数量的思考题与习题。
　　《机械制造装备设计（第2版）》贯彻“少而精”的原则，突出重点；以应用为导向，重视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适当反映国内外机械制造装备的科技成果和发展趋势。
　　《机械制造装备设计（第2版）》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机械类、近机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有
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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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0.1机械制造的作用、地位和发展趋势　　机械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装备部，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机械制造业提供的装备水平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进步有着很大的和直接的影响。
机械制造业规模的水平是反映国民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因而，世界各国都把发展机械制造业作为振兴和发展本国经济的战略重点之一。
　　在14世纪以前，我国机械制造技术水平是远远超过西方国家的，但由于长期封建统治，使中国的
科学技术得不到进一步发展，然后慢慢地趋于落后地位。
一直到解放前我国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机械制造业，只有一些门类不全、规模较小的修配工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机械制造业有了飞速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微电子技术、控制技术、传感器技术和机电一体化技术的产生和迅速发展，
特别是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不仅给机械制造领域带来了许多新技术、新工艺、新观念，而且使机械制
造技术产生了质的飞跃，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l世纪中国的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战略特别是冷加工技术的发展将沿着三条主线进行：第一，机
械制造工艺方法进一步完善与开拓。
一方面，传统的切削、磨削技术仍在不断地发展，不断上升到新的高度；另一方面，各种特种加工技
术也在不断开拓，研发出新的工艺，达到新的技术水平，并在生产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二，加工技术向高精度方向发展，使“精密工程”和“纳米技术”逐步走向实用化和生产化。
第三，加工技术向自动化方向发展，继续沿着NC-CNC-FMS-CIMS的台阶向上攀登。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不是强国。
虽然机械制造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必须迎头赶上。
　　0.2机械制造装备的作用、地位及组成　　机械制造生产能力和制造水平，主要取决于机械制造装
备的先进程度。
　　机械制造装备的核心为金属加工机床。
一个国家的机床工业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
改革开放后，我国机械制造装备业迅速发展，目前我国已能生产出多种精密、自动化、高效率的机床
及自动生产线，例如已能生产100多种数控机床和加工中心等，并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平，但与世界先进
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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