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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机械制造基础实习”（“金工实习”或“工程训练”）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技术基础课，是机
械类各专业学生学习机械制造的基本工艺方法，是完成工程基本训练、培养工程素质的重要必修课。
　　本教材根据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和《普通高等学校
机械制造工程训练教学基本要求》，在西南大学和各兄弟院校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结
合机械工程学科领域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在生产中的应用，组织富有多年教学和实践经验的骨干
教师编写而成。
教材内容的选择和编写具有如下特点：　　（1）将材料成形和零件成形工艺过程加以类化，注重把
握“机械制造基础实习”与“机械制造基础”两门课程的分工与配合，注意单工种的工艺分析和实践
。
　　（2）各章节内容安排合理，层次分明，重点突出。
　　（3）力求处理好常规工艺与新技术、新工艺之间的关系，体现机械制造技术的历史传承与发展
。
　　（4）技术术语、材料牌号、量名称和符号符合我国现行国家标准和法定计量单位。
　　（5）文字通顺，深入浅出，图文并茂，表格清晰，便于学生自学。
　　通过本课程的实践和学习，应使学生了解机械制造的一般过程，熟悉机械零件的常用加工方法、
所用主要设备的工作原理和典型机构、工夹量具及安全操作技术，了解机械制造的基本工艺知识和一
些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在机械制造中的应用。
对简单零件初步具有进行工艺分析和选择加工方法的能力，在主要工种上应具有独立完成简单零件加
工制造的实践能力。
结合实习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创新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作风，为培养创新型应用人才打下一
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并使学生在提高工程师素质方面得到培养和锻炼。
　　本教材的第1、2章由西南大学邱兵编写，第3章由西南大学育才学院强华编写，第4、6章由西南大
学郑应彬编写，第5、7章由西南大学杨明金编写，第8章由西南大学育才学院苏秀芝和强华编写，第9
、10章由西南大学杨玲编写，第11章由西南大学育才学院强华编写。
西南大学詹小斌、汪周和徐冲等参与了本教材各章资料收集和AutoCAD图的绘制。
邱兵、杨明金任主编，杨玲、郑应彬任副主编，全书由邱兵负责统稿和定稿。
　　本教材南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制造工程研究所王立平教授主审。
　　由于编者的学识水平和经验有限，教材中难免有欠妥与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
再版时修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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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根据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和《普通高等学校机械
制造工程训练教学基本要求》，在西南大学和各兄弟院校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机
械工程学科领域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在生产中的应用．组织富有多年教学经验的骨干教师编写而
成。
    本教材内容共11章，包括实习基础知识、铸造、锻压、焊接、切削加工基础知识、钳工、车削加工
、铣削加工、刨削加工、其他切削加工方法和现代制造技术基础。
    本教材可作为高等学校本科机械类、近机类及非机类各专业的机械制造基础实习(金工实习)的教材
和参考书，也可供高职高专、成人教育、函授大学、电视大学和职工大学等同类专业选用，还可供有
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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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实习基础知识  1.1 机械产品的设计与制造    1.1.1 机械产品的设计    1.1.2 机械产品的制造过程   
1.1.3 机械产品的制造方法  1.2 机械产品的质量与检测      1.2.1 零件的加工质量    1.2.2 产品的装配质量   
1.2.3 质量检验的方法  1.3 工程材料基础知识    1.3.1 常用工程材料的分类    1.3.2 金属材料的性能    1.3.3 
常用钢铁材料的分类、编号、管理和鉴别  1.4 钢的热处理基础知识    1.4.1 概述    1.4.2 普通热处理    1.4.3
表面热处理    1.4.4 化学热处理    1.4.5 常用的热处理设备  小结  复习思考题第2章 铸造  2.1 概述    2.1.1 铸
造的定义、特点及应用    2.1.2 砂型铸造的生产过程    2.1.3 铸型的组成  2.2 砂型的制造    2.2.1 造型材料   
2.2.2 造型的工艺装备    2.2.3 造型    2.2.4 造芯    2.2.5 浇注系统、冒口和冷铁    2.2.6 零件的铸造工艺  2.3 
铸造合金的熔炼与浇注、落砂与清理    2.3.1 铸造合金的熔炼    2.3.2 合型与浇注    2.3.3 铸件的落砂与清
理  2.4 铸件的质量检验与缺陷分析    2.4.1 铸件的质量检验    2.4.2 铸件的缺陷分析  2.5 特种铸造    2.5.1 熔
模铸造    2.5.2 金属型铸造    2.5.3 压力铸造    2.5.4 低压铸造    2.5.5 离心铸造  小结  复习思考题第3章 锻压 
3.1 概述    3.1.1 锻压的定义及特点    3.1.2 锻压加工方法  3.2 锻压生产的工艺过程    3.2.1 下料    3.2.2 坯料
加热的目的及锻造温度范围    3.2.3 加热缺陷及防止措施    3.2.4 加热设备    3.2.5 锻后冷却与热处理  3.3 
自由锻    3.3.1 自由锻的定义、特点及应用    3.3.2 自由锻设备及工具    3.3.3 自由锻的生产工序  ⋯⋯第4
章 焊接第5章 切削加工基础知识第6章 钳工第7章 车削加工第8章 铣削加工第9章 刨削加工第10章 其他
切削加工方法第11章 现代制造技术基础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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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化学成分分析　　化学成分分析是根据来料保证单中指定的标准化学成分，由专职检验人员
对材料的化学成分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的检测方法，主要有化学分析法、光谱分析法、火花鉴别法等
。
　　（1）化学分析法。
是一种能够测定金属材料各种元素含量的定量分析方法，也是工厂中必备的常规检测手段。
　　（2）光谱分析法。
是根据物质的光谱测定物质组成的定量分析方法，其测量工具为台式和便携式光谱分析仪器。
　　（3）火花鉴别法。
是用砂轮对钢铁材料进行磨削，由产生的火花特征来判断其成分的定性分析方法。
　　2）金相组织分析　　金相组织分析是鉴别金属及合金的组织结构的检测方法，一般有宏观检验
和微观检验两种。
　　（1）宏观检验（即低倍检验）。
是用目测或在低倍（不大于10倍）放大镜下检测金属材料表面或断面，以确定其宏观组织的金相检测
方法，主要有硫印试验、断口检验、酸蚀试验、发纹试验等。
　　（2）显微检验（即高倍检验）。
是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辨认和分析金属的微观组织的金相检验方法。
　　3）力学性能试验　力学性能试验有硬度试验、拉伸试验、冲击试验、疲劳试验、高温蠕变及其
他试验等。
力学性能试验应在专用的试验设备上进行。
　　4）工艺性能试验　　工艺性能试验有弯曲、反复弯曲、扭转、缠绕、顶锻、扩口、卷边以及淬
透性试验和焊接试验等。
工艺性能试验也应在专用的试验设备上进行。
　　5）物理性能试验　　物理性能试验有电阻系数测定、磁学性能测定等。
　　6）化学性能试验　　化学性能试验有晶间腐蚀倾向试验等。
　　7）无损探伤　　无损探伤是在不损坏原有材料的情况下，检测其表面和内部缺陷的检测方法，
主要有磁粉探伤、超声探伤、射线探伤、渗透探伤、涡流探伤等。
　　（1）磁粉探伤。
利用铁磁性材料在磁场中会被磁化，而夹杂物等缺陷是非磁性物质及裂缝处磁力线均不易通过的原理
，来检测工件表层存在的缺陷。
检测时，在工件表面铺洒上导磁性良好的磁粉（氧化铁粉），磁粉就会被缺陷处形成的局部磁极所吸
引，堆积于其上，即可显现出缺陷的形状、尺寸和位置。
磁粉探伤主要适用于检测铁磁性金属及合金表面的微小缺陷，如裂纹、折叠、夹杂等。
　　（2）超声探伤。
利用超声波传播时有明显指向性的原理，来检测工件内部存在的缺陷。
当超声波遇到缺陷时，缺陷处的声阻抗与工件的声阻抗相差很大，因此，大部分超声能量被反射回来
。
通过对超声波的接收，即可根据超声波返回时间和强度来判断缺陷的形状、尺寸和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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