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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制造技术长盛永恒先进制造技术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由机械制造技术发展而来。
通常可以认为它是将机械、电子、信息、材料、能源和管理等方面的技术，进行交叉、融合和集成，
综合应用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制造全过程，包括市场需求、产品设计、工艺设计、加工装配、检测、
销、使用、维修、报废处理、回收利用等，以实现优质、敏捷、高效、低耗、清洁生产，快速响应市
场的需求。
因此，当前的先进制造技术是以产品为中心，以光机电一体化的机械制造技术为主体，以广义制造为
手段，具有先进性和时代感。
制造技术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是设想、概念、科学技术物化的基础和手段，是
所有工业的支柱，是国家经济与国防实力的体现，是国家工业化的关键。
现代制造技术是当前世界各国研究和发展的主题，特别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它更占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
信息技术的发展并引入到制造技术，使制造技术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出现了制造系统和制造科学。
制造系统由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组成，物质流是本质，能量流是动力，信息流是控制；制造技术
与系统论、方法论、信息论、控制论和协同论相结合就形成了新的制造学科。
制造技术的覆盖面极广，涉及到机械、电子、计算机、冶金、建筑、水利、电子、运载、农业以及化
学、物理学、材料学、管理科学等领域。
各个行业都需要制造业的支持，制造技术既有普遍性、基础性的一面，又有特殊性、专业性的一面，
制造技术具有共性，又有个性。
我国的制造业涉及以下三方面的领域：·机械、电子制造业，包括机床、专用设备、交通运输工具、
机械设备、电子通信设备、仪器等；·资源加工工业，包括石油化工、化学纤维、橡胶、塑料等；·
轻纺工业，包括服装、纺织、皮革、印刷等。
目前世界先进制造技术沿着全球化、绿色化、高技术化、信息化、个性化和服务化、集群化六个方面
发展，在加工技术上主要有超精密加工技术、纳米加工技术、数控加工技术、极限加工技术、绿色加
工技术等，在制造模式上主要有自动化、集成化、柔性化、敏捷化、虚拟化、网络化、智能化、协作
化和绿色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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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产品设计为基点，以装配自动化为目的，论述了自动机械的结构组成、输送及自动进给系
统、定向机构、典型装配系统性能及其经济性分析、产品设计方法、装配工艺等方面的内容，涉及到
产品设计、自动装配系统设计、装配工艺流程分析、经济性分析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
全书紧贴工程实际，为产品设计和装配自动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以及大量的实用数据资料和
实用方法。
　　本书适于用作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机电一体化等机电类相关专业的
参考书，也可供从事自动机械设计及机电产品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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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绪论从19世纪开始，在制成品需求量上的大量增加，特别是在兵器工业上，促使工程师
寻求和开发新的制造或生产方法。
由于各种各样制造工艺的发展，使现在以低成本批量生产优质耐用品成为可能。
装配工艺是较为重要的制造工艺之一，当两个或更多组成零件要可靠地组合在一起时，就需要装配工
艺。
装配工艺的发展历史与批量生产方法的历史紧密相关。
批量生产的倡导者同样也是现代装配技术的倡导者，他们的思想与观念使应用到大量生产中的装配方
法有了显著的改进。
然而，尽管制造工程的许多方面，特别是零件生产工艺，通过自动化的应用已经有了革命性的发展，
但基本装配工艺技术还跟不上这些发展。
表1-1显示，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在装配过程中涉及到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百分比从农用机械制造的
约20％变化到电话电报设备制造的几乎60％。
因为这个原因，装配成本占总制造成本通常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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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装配自动化与产品设计(原书第2版)》适于用作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机
电一体化等机电类相关专业的参考书，也可供从事自动机械设计及机电产品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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