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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关于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意见、职业教育的特点和数控技术的发展以及对职业
院校学生的培养要求，在总结了近几年各院校数控技术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编写的，是“项目式”教学
模式的教改成果之一。
　　本书以培养学生从事数控技术基本技能为目标，将数控车削设备、数控车削加工工艺、数控车削
编程、数控车工中级工鉴定样题解析融合在一起，进行优化，突出实用性、综合性和先进性。
本书以编程为基础，以典型零件为例，按照由浅人深的顺序介绍，以便学生一边学习专业知识，一边
进行实践操作，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学有所成。
　　本书的编写还始终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将数控车削加工工艺（工艺路线、刀具选择、切削用量等
）和程序编制方法等融合到实训操作中，充分体现了“教、学、做合一”的职教办学特色。
　　本书由石家庄铁路运输学校（河北省技师学院）王增杰任主编并负责全书的统稿和修改，石家庄
工程技术学校苏汉明、河北衡水技师学院杨国群任副主编，河北省邢台工业学校刘桂霞任主审。
全书共分4单元，单元一、单元三（部分内容）由王增杰编写；单元二由苏汉明和杨国群编写；单元
四由石家庄铁路运输学校（河北省技师学院）郑香金编写；单元三中的课题六由石家庄鹿泉市职教中
心郝超栋编写；此外，石家庄技师学院方建京、童伟、于英梅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在
此表示谢意。
　　本书适合于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成人教育院校数控技术应用专业使用，也可供机械加工技术、机
电技术应用等机电类相关专业选用，还可供从事模具设计和制造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由于时间仓促和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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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控车削加工工艺与编程操作》系统地介绍了数控车削加工工艺与编程操作的基本知识。
全书共分4个单元，内容包括数控车削设备、数控车削加工工艺、数控车削编程、数控车工中级工鉴
定样题解析。
各单元的内容与实际相结合，注重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岗位就业竞争力。
《数控车削加工工艺与编程操作》内容丰富，详简得当，既注重先进性又考虑到实用性，既有理论又
有实例。
为了便于学生自学及巩固所学内容，各章的后面均附有习题。
　　《数控车削加工工艺与编程操作》适合于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成人教育院校数控技术应用专业使
用，也可供机械加工技术、机电技术应用等机电类相关专业选用，还可供从事模具设计和制造的工程
技术人员参考。
另外，《数控车削加工工艺与编程操作》还配有电子教案，可登录机械工业出版教材网后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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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开始研究数控机床。
1948年，美国帕森斯公司接受美国空军委托，研制飞机螺旋桨叶片轮廓样板的加工设备。
由于样板形状复杂多样，精度要求高，一般加工设备难以适应，于是提出计算机控制机床的设想。
1949年，该公司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伺服机构研究室的协助下，开始数控机床研究，并于1952年试制
成功第一台由大型立式仿形铣床改装而成的三坐标数控铣床，不久即开始正式生产，并于1957年投入
使用。
这是制造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突破，标志着制造领域中数控加工时代的开始。
数控加工是现代制造技术的基础，这一发明对于制造行业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世界上主要工业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数控加工技术的研究和发展。
我国于1958年开始研制数控机床，成功试制出配有电子管数控系统的数控机床，1965年开始批量生产
配有晶体管数控系统的三坐标数控铣床。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我国在数控系统研究制造领域获得了长足发展，如华中数控、广州数控、
南京四开、北京凯迪等系统在我国机床业得到了广泛应用。
同时数控机床已实现了计算机控制并在工业界得到广泛应用，在模具制造行业的应用尤为普及。
　　针对车削、铣削、磨削、钻削和刨削等金属切削加工工艺及电加工、激光加工等特种加工工艺的
需求，开发了各种门类的数控加工机床。
数控机床种类繁多。
其中广泛应用的数控机床分为数控车床、数控铣床和加工中心机床。
　　在模具制造业常用的数控加工机床有数控铣床、数控电火花成型机床、数控电火花线切割机床、
数控磨床及数控车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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