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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1版自2001年出版以来，已在很多高校中作为教材或参考书使用。
随着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重庆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委员会，根据近几年教
学改革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成果，对“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和学时数都作了重大的调整
，因此第1版教材已不能满足本课程教学的要求。
为此，与机械工业出版社协商对该书进行修订。
修订时，作者对全书的内容进行了重新编排，本着突出“工程应用”，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以及便
于组织教学和精选整合的原则，在保持原教材体系与特色的基础上进行修订。
主要修订内容如下：①取消了原教材的第二章——机械零件加工表面的形成。
将有关机械零件的种类及其表面形成原理部分内容、切削运动与切削要素部分内容、金属切削机床基
本知识部分内容整合到金属切削及机床基本知识一章中；将公差与配合内容删除(另设“精度设计”课
程)；将工件定位原理的内容整合到机床夹具设计一章中。
②增加了齿轮及螺纹表面加工一章，主要讨论圆柱齿轮及螺纹表面加工的加工方法和设备。
③增加了机床夹具设计一章，除了介绍工件定位的基本原理外，还增加了定位误差的分析与计算、典
型机床夹具和夹具设计方法和步骤等内容。
④增加了机械加工质量一章，主要介绍了机械加工质量的概念、影响机械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的因素
以及加工质量的统计分析等内容。
⑤在机械加工工艺规程一章中，增加了工艺尺寸链、计算机辅助工艺设计、制订机械加工工艺规程的
实例、数控加工工艺规程的编制等内容。
⑥在机械装配工艺基础一章中，增加了保证装配精度的方法一节内容。
本书第2版的编写是在第1版基础上进行的，在此首先对参与第1版编写的作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第2版由重庆大学刘英、袁绩乾担任主编，刘英并承担第8章、第9章的编写；重庆大学严兴春担任
副主编，并承担第l章、第2章和第6章的编写；重庆工商大学廖兰编写了第7章；重庆大学郭建编写了
第10章、第11章；重庆大学鞠萍华编写了第4章、第5章；重庆大学廖志勇编写了第3章。
全书由刘英负责统稿。
重庆大学张根保教授审阅了全稿，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
在本书第2版的编写过程中，由于参考了众多的教材和专著，可能存在部分参考资料没有列入参考文
献的现象，在此向所有的作者表示感谢！
本书得到重庆大学教材建设基金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最后，向参加本书编写、审稿和出版工作，以及在编写过程中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各位同仁，致以最诚
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以利于本书质量的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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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了培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应用型人才的需要，融合机械制造工艺学、金属切
削原理与刀具、金属切削机床、机床夹具设计及机械加工工艺基础等内容，对机械制造技术的基本知
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进行有机整合而撰写成的一本专业主干技术基础课程教材。
全书共11章，包括：绪论、金属切削及机床基本知识、外圆表面加工、平面加工、孔加工、齿轮及螺
纹表面加工、机床夹具设计、机械加工质量及其控制、机械加工工艺规程设计、机械装配工艺基础、
现代制造技术简介等。
    本书适用于作为高等院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教材，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机械类其他
专业的教材或参考书，还可作为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校等相关专业的教材或参考书
，也可供从事机械制造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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