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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模具是现代工业生产的主要工艺装备之一。
无论是工业制品的生产，还是新产品的开发，都离不开模具。
现代工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模具工业的发展水平。
许多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产生与应用往往源于模具工业，模具制造技术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制造技术
的发展水平。
2003年，大连模具工业园在大连市原市长魏富海同志的建议下成立，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夏德仁同志（
时任大连市市长）任大连模具工业园领导小组组长，时任大连市副市长的王承敏、邢良坤同志任副组
长，魏富海同志任顾问。
在大连市政府和大连开发区管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大连模具工业园经过几年发展，模具企业的数量增
长较快，装备和制作水平明显提高。
模具人才培养一直是大连模具工业园的重点工作之一。
2006年，在魏富海同志的具体指导下，大连市教育局、大连模具工业园办公室、大连市模具协会首先
召开了模具企业座谈会，听取了用人单位对以往毕业生的评价；然后组织了大连日进精密模塑有限公
司、大连鸿圆精密模塑有限公司、大连华录模塑产业有限公司、大连恒新精密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大
连銮艺精密模塑制造有限公司、共立精机（大连）有限公司、大连大鹏模塑有限公司、大连神通模具
有限公司和大连大显高木模具有限公司等数十家模具企业的专家和大连理工大学、大连交通大学、大
连工业大学、大连大学、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大连轻工业学校、大连开发区职业中专的模具专业教师
到上述七所院校听课，研究现有教材，模具企业专家为教材的编写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最后
组织了部分教师编写了“模具设计与制造系列教材”。
本系列教材由《模具制造工艺》、《压铸模具设计》、《注塑模具设计》和《冲压模具设计》4本书
组成，其中《模具制造工艺》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为适应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的发展，本系列教材的编写充分体现科学性、系统性和新颖性。
本系列教材定位主要面向本科教学，兼顾高职，并适合自学和培训。
编写内容上充分吸纳模具企业的意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介绍了传统与现代的模具设计制
造技术，特别侧重于后者。
使学生或读者通过学习和阅读本系列教材，能够消化理解模具设计与制造方法，从而基本掌握模具设
计与制造技术。
本书由宋满仓主编，杨军、艾秀兰任副主编。
全书共12章，第1章、第3～6章、第8章中的8.4节、第12章和附录由大连理工大学宋满仓编写，第2章、
第7～11章由大连交通大学杨军、艾秀兰编写。
全书由宋满仓统稿。
该系列教材在编写工作中得到了大连开发区管委会、大连市教育局、大连市模具协会，各在连高校、
各模具企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大连市原市长魏富海同志始终关心并指导本套教材的编写，在
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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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压铸模具设计》较为系统、全面地介绍压铸模具设计的方法，包括压铸充填理论和特点、常用
压铸合金、压铸件设计、压铸机、压铸工艺、浇注系统和排溢系统设计、模架和成形零件设计、抽芯
机构设计、推出机构设计、压铸新工艺和压铸模的技术要求等内容。
　　《压铸模具设计》可作为高等院校机械类、材料工程类专业本科生及专科生的教材，也可作为模
具设计从业人员的培训教材，还可供从事压铸模具设计与制造的技术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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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2章 压铸合金早期的压铸件是用铅、锡、锑等低熔点合金制造的，但应用于机械制造领域，
这些合金并不是很理想的结构材料。
要获得优质压铸件，除了要有合理的零件结构、完善的压铸模具和性能良好的压铸机外，还需要充分
考虑压铸合金的使用性能、工艺性能、生产条件和经济性等多种因素。
目前常用的压铸合金是铝合金、锌合金、镁合金和铜合金，铅、锡合金现在仅用于个别场合。
近年来，黑色金属压铸特别是不锈钢的压铸已有一定的进展，但仍处于初始阶段，目前仅有很少量的
应用。
2.1 压铸用合金性能合金的性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使用性能和工艺性能。
使用性能是铸件的使用条件对合金提出的一般要求，包括物理、机械和化学性能等。
至于工艺性能，根据压铸的工艺特点，用于压铸的合金应具有以下性能。
（1）具有足够的高温强度和可塑性，热脆性要小压铸时，金属在模具内凝固成形的温度仍然较高，
在冷凝收缩的过程中，必然有应力产生而引起铸件的热裂，当合金在高温又有较大的脆性时，则热裂
更为严重。
所以要求合金在高温下应具备足够的强度和可塑性，以及热脆性小的性质。
（2）结晶温度范围小，流动性好，产生气孔、缩松的趋向小结晶温度范围大的合金，会产生细分叉
的树枝状结晶，增加了流动阻力，对填充过程有一定的影响，并会使凝固过程在较长时间处于半液体
状态，阻碍了内部收缩，容易形成缩孔而使铸件组织不致密，甚至在收缩过程中，可能使铸件的表面
形成裂纹。
结晶温度范围小，可以使金属在模具型腔内尽量接近于同时凝固。
因此，具有小的结晶间隔和含有大量共晶体的合金是最理想的压铸合金。
（3）尽可能小的收缩率，产生热裂、冷裂和变形的趋向小合金在模具内冷却凝固，产生体积收缩。
由于模具型腔的形状（铸件的形状）是复杂的，截面又是变化的，所以，收缩时常常引起缩孔、缩松
和产生应力。
收缩程度越大，这种现象越严重。
从使用性能角度，要求合金与模具型腔、型芯产生物理和化学作用的趋向要小，以减小黏模和相互合
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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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压铸模具设计》：模具设计与制造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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