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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较详细地论述了压铸基础知识和压铸生产技术。
主要内容包括压铸工艺、压铸机原理，压铸工艺参数及其确定方法、压铸件浇注系统及压铸模具结构
设计、压铸件质量控制、压铸生产操作以及压铸车间管理等。
还介绍了压铸模具CAD和压铸充型过程模拟技术及应用等内容。
本书兼顾压铸基本原理和压铸实用技术，可供压铸行业的技术人员、生产人员及管理人员阅读或作为
培训教材，也可作为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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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从事压铸工艺、压铸材料、压铸模具CAD及压铸过程模拟等方面的研究与开发工作。
曾承担或参加多项国家科研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
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沈阳市科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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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压铸工艺及压铸件概述　　本章主要介绍压铸工艺基本原理、生产过程、压铸工艺特点
、压铸件结构、压铸件技术条件等内容，使读者理解压铸工艺及掌握压铸件工艺性分析的概念及方法
。
　　1.1　压铸工艺概述　　1.1.1　压铸工艺原理　　事实上，传统的铸造工艺原理大致相同，都是使
金属液充满一个预制的型腔，并使其在型腔内冷却凝固，最终形成铸件，铸件的形状就是型腔的形状
。
压力铸造也是如此，区别在于压力铸造是利用高压将金属液高速压入一精密金属模具型腔内，金属液
在压力作用下冷却凝固而形成铸件。
冷、热室压铸是压铸工艺的两种基本方式，其原理如图1-1所示。
冷室压铸中金属液由手工或自动浇注装置浇人压室内，然后压射冲头前进，将金属液压入型腔。
在热室压铸工艺中，压室垂直置于坩埚内，金属液通过压室上的进料口自动流人压室。
压射冲头向下运动，推动金属液通过鹅颈管进入型腔。
金属液凝固后，压铸模具打开，取出铸件，完成一个压铸循环。
　　1.1.2　压铸生产工部及生产过程　　压铸生产工部及生产过程如图1.2所示。
按作业内容划分，压铸生产工部主要包括压铸模具、熔炼、压铸及清理检验等四个基本工部。
压铸生产过程应该从接受零件图，进入压铸模具工部开始算起。
压铸模具工部根据零件图及工艺状况设计并制造出压铸模具供给压铸工部使用。
但有的压铸厂不设压铸模具工部或车间，压铸模具的设计及加工由外部压铸模具工厂完成。
熔炼工部的任务是根据压铸件材料要求配制炉料及进行熔炼，为压铸工部提供合格金属液。
压铸工部进行压铸作业，铸出压铸件毛坯。
清理及检验工部负责清除压铸件浇注系统、飞边毛刺等，并对压铸件进行质量检查，确定废品及合格
品。
如果产品需要机械加工或后处理。
还需要增设相应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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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共分9章。
绪论部分介绍了我国压铸工业的现状、发展以及人才培养状况，使读者对我国压铸工业的目前状况有
一个大致了解。
第1章主要介绍压铸工艺原理、压铸生产过程、压铸件工艺性等内容，作为阅读后续章节的基础。
第2章主要介绍压铸机的基本结构、技术参数及意义、压铸机选用原则以及压铸机先进功能等内容。
第3章包括压射工艺过程及压射过程曲线分析、压铸工艺参数确定方法等内容，使读者掌握制定压铸
工艺的基本思路。
第4章及第5章分别介绍浇注系统设计和压铸模具结构设计。
第6章介绍计算机辅助设计及数值模拟技术在压铸中的应用。
第7章涉及压铸合金的组成、特点及熔炼过程控制要点。
第8章介绍压铸车间及压铸作业要点，使读者了解压铸生产技术。
第9章内容为压铸件缺陷与质量控制，介绍压铸件缺陷产生的原因及消除措施、压铸厂质量控制方法
和质量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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