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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探索教学和教材建设的改革，贯彻国家教委颁布的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在总结各高等院校教学经验
和我校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根据课程教学的需要，编写了近机械类（非机械类亦适用）各专业的
机械制造基础教材，以期扩大课程类型，增加教材品种，提高教学和教材质量。
本书由机械制造实践基础和机械制造理论基础两部分组成。
“实践基础”主要涉及机械制造的一般过程，机械零件的常用加工方法及其所用主要设备、工夹量具
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理论基础”是在实践教学的感性知识的基础上，综合介绍了常用工程材料的种类、成分、组织、性
能和改性方法；分析各种成形方法的工艺基础、工艺设计、工艺特点和应用，以及有关新材料、新工
艺、新技术等内容。
为了提高教材质量，在编写本教材时力图表现以下特点：1.调整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的综合工程能力
，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技术与经济的结合，技术与管理的结合，突出对各种工艺的综合论述与横
向比较，使之初步达到具有选择材料、毛坯和零件加工方法的能力。
2.提高起点，拓宽知识面，力求反映近年来在工程材料和制造工艺方面的最新成果。
3.根据近机械类、非机械类专业的特点，加强对非金属材料的介绍，使学生对现代工程材料有较全面
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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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根据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机械制造实习教学基本要求”（非机械类专业适用
）并结合高等学校实际情况编写而成。
　　全书分上、下两篇共25章，上篇为“机械制造实践基础”，主要内容有常用工程材料，工程材料
的改性，机械零件的选材，铸造，锻造，焊接与粘接，板料冲压，常用非金属材料的成形，无损检测
，车削加工，铣、刨、磨削加工，钻削加工和镗削加工，数控机床加工，特种加工，常用非金属材料
的切削加工，钳工，拆卸与清洗，装配与调试共18章；下篇为“机械制造理论基础”，主要内容有工
程材料及其改性工艺理论基础，材料成形工艺理论基础，毛坯制造方法的选择，切削加工工艺理论基
础，机械零件表面加工方法的选择及制造工艺的制定，量具的使用和质量管理，工业安全与环境保护
共7章。
本书内容具有综合性、实践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的特点。
　　本书是普通高等学校近机械类、非机械类（包括工科各专业及文、理、医、艺术、管理等专业）
专业的基本教材，也可供电视大学、职业大学、职工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函授大学、夜大学等相关
专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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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能量流能量是一种物质运动的基础。
机械制造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其动态过程是机械加工过程中的各种运动过程。
这个运动过程中的所有运动，特别是物料的运动，均需要能量来维持。
来自机械制造系统外部的能量（一般是电能）多数转变为机械能。
一部分机械能用以维持系统中的各种运动，另一部分则通过传递、损耗而到达机械加工的切削区域，
转变为分离金属的动能和势能。
这种在机械加工过程中的能量运动称为能量流。
机械制造系统中的物料流、信息流、能量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
体。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习惯于孤立地、分别地研究机械制造中所涉及的各种问题。
尽管在机床、工具和制造工艺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成功地应用于大批量生产，但在
大幅度提高各种因素非常复杂的小批量生产的生产率方面，长时间未能取得大的突破。
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期，人们才逐步认识到，必须运用系统的观点来认识机械产品制造的全过程，将
其视为系统，进而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根据制造系统的目的，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
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与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综合地、准确地分析和研究制造系统
，才能获得技术先进、经济合理、效率高以及整体协调运转的最佳效果。
三、集成的概念与基本要求集成的概念与系统的概念较相似。
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
实际上，集成一词早在人们熟知的集成电路出现时就已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只不过人们已经习惯地
把那些范围较小的有机整体称为系统，如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CAM）等，而较少地站在整个企业的
高度观察问题，将这些被称为系统的有机整体再次进行彼此之间的协调，而形成一个更大的有机整体
，即一个更大的系统。
为了突出在系统之间也需要形成有机整体，人们就使用了“集成”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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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机械制造基础(第2版)》近机械类、非机械类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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