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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以及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迫使现代机械制造企业必
须不断地更新产品，并把它们迅速地投入市场。
这不仅使绝大多数企业都朝着多品种、小批生产的方向发展，而且需要寻求灵活的自动化生产方式，
从而导致了现代柔性制造技术在机械工业中的发展。
但是，在实现各种柔性制造方式并使之获得最优的技术经济效益时，就离不开成组技术。
成组技术不仅是现有企业为适应多品种生产进行技术改造的有效手段，并且也是为实现企业高度现代
化而采用高技术的一个重要基础。
　　为了培养机械类专业和企业管理类专业人才，使之能掌握这门新技术，许多高等工科院校相继开
设了“成组技术”选修课。
为此，高等学校机械制造（冷加工）类教材编审委员会决定组织编写一本统一教材，以便于更多的学
校能开设和开好这门课程，并最低限度地统一该课程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本书在全面论述成组技术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的最新成果，系统介绍了成组技术在机
械工业中的应用，力求选材精炼、切实可用。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重庆大学许香穗、上海交通大学蔡建国、西安交通大学史逸芬和吉林工业大
学胡德明等同志，由许香穗任主编，蔡建国任副主编。
全书由南京工学院吴锡英主审。
　　全书共九章：第一章总论由许香穗编写，第二章零件分类编码系统由蔡建国编写，第三章零件分
类成组方法由许香穗编写，第四章应用成组技术的产品设计由许香穗编写，第五章成组工艺过程设计
由胡德明、蔡建国编写，第六章成组夹具设计由胡德明、许香穗编写，第七章成组生产组织形式及设
备布置设计由胡德明、许香穗编写，第八章成组技术条件下的生产管理由蔡建国编写，第九章成组技
术的经济分析由史逸芬编写。
　　在编写过程中，曾参阅了国内现有同类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但限于篇幅及编写者的业务水平，在
内容上仍不免有局限性和欠妥处，竭诚希望使用本书的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利教材质量的改进和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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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全面论述成组技术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的最新成果，系统介绍了成组技术在机
械制造工业中的应用。
　　全书共十章，主要内容包括：总论、零件分类编码系统、零件分类成组方法、应用成组技术的产
品技术、成组工艺过程设计、成组数控自动程序设计、成组夹具设计、成组生产组织形式及设备布置
设计、成组技术条件下的生产管理，以及成组技术的经济分析。
　　本书可作为各类高、中等工科院校的机械类和企业管理类专业教材，也可供有关专业的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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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机械制造业中，小批生产占有较大的比重，各类机器的生产大约70％～85％属于单件、小批生产
。
随着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日趋个性化和多样化。
日益加剧的国外市场竞争和现代科技飞跃发展正促进机械制造业向生产种类更多但批量更小的产品的
方向发展，即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比重今后有继续增长的趋势。
统计资料表明，我国某齿轮机床厂仅在1995年一年之内，应客户的需求开发和生产的新产品即有15种
。
在汽车制造业中亦不例外，据报导，早在80年代初日本某汽车厂生产的基本车型只有4种，但基于基本
车型的变型车型号却有3万余种。
据统计，该厂某一个季度生产的各种型号变型车共计36万余辆，但每一种型号的变型车生产却是少量
的，仅为6～17辆。
以上资料证明，机械制造业是朝着品种逐渐增多，批量逐渐减少的方向发展。
这是适应当前对机械产品需求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的。
　　传统的小批生产方式会带来以下一些问题：　　（1）生产计划、组织管理复杂化由于生产品种
和生产过程的多样性使生产组织管理工作复杂化，科学地制定生产作业计划较为困难；有关生产信息
反馈到生产管理部门很慢，生产过程难于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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