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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制定的高职高专技能型人才培养方案的教学要求编写的，适用于高职高专机械
类、机电类专业（机电一体化、数控技术应用、模具设计制造等）或近机械类专业使用；并可作为成
人教育学院、职工大学、业余大学等有关专业学生的教学用书；也可供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参考。
　　高职教育是一种面向实践的教育，培养的是应用型、高技能型人才。
教学中要求实践环节占到较大的比例，强调动手能力和较高技能的培养，强调理论知识以“必需、够
用、管用”为原则。
为了适应国家教育部高职高专教育学制从三年逐步调整为两年的发展趋势，并以此带动高职教育人才
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等相关改革的要求，在汲取近几年高职高专教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聘
请企业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指导，编写了本书。
　　本书主要特点如下：　　本书遵循“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少而精”“浅而广
”的原则，打破了旧的课程体系，精选内容，精心编排，构建了应用型机械制造基础的新体系。
　　本书尽量反应机械制造方面的新知识和新技能，引用最新的标准与规范，采用国家标准规定的名
词术语和符号。
　　本书对学生加强了实用图表、手册应用能力的培养，体现了本课程实用性的特点。
使学生的认识在一定层次上能跟上现代科技发展与职业技术教育的新要求。
　　作为高职高专教材，力求概念把握准确，叙述深入浅出，层次分明，详略得当，语言通畅，体现
了较好的可教性和自学性。
　　本书由刘昌云、陈桂芳任主编，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和永城职业学院的领导
和同行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编写时间紧迫，书中难免存在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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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21世纪全国高职高专机电工程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
本书由具有丰富教学和工程实践经验的一线教师编写，以突出学生职业技能培养为目标。
本书共分3篇，内容包括机械工程材料、毛坯成型方法和机械加工基础。
全书内容丰富。
详略得当，实用性强；既有理论又有实例，并附有习题，且内容体系符合高职教育的教学规律。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数控技术应用专业、机电专业、机械制造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相近专业
的师生和从事相关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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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铝及铝合金
　 第二节 铜及铜合金
　 第三节 轴承合金
　 第四节 非金属材料
　 思考与练习题
　第六章 机械零件的选材及热处理工序位置的安排
　 第一节 机械零件的选材原则
　 第二节 零件的热处理工序位置的安排
　 第三节 典型零件的选材与热处理
　 思考与练习题
第二篇 毛坯成型方法
　第七章 铸造
　 第一节 铸造工艺基础
　 第二节 砂型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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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锻压工艺基础
　 第二节 自由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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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与练习题
　第十一章 毛坯选择
　 第一节 毛坯的种类及其选择原则
　 第二节 典型零件的毛坯选择
　 思考与练习题
第三篇 机械加工基础
　第十二章 金属切削加工基础知识
　 第一节 切削加工的运动分析和切削要素
　 第二节 切削刀具基本定义
　 第三节 常用刀具基本定义
　 第四节 工件材料的切削加工性
　 第五节 常用切削刀具
　 思考与练习题
　第十三章 各种表面的加工方法
　 第一节 金属切削机床
　 第二节 外圆表面加工
　 第三节 内圆表面加工
　 第四节 平面加工
　 第五节 齿轮的齿形加工
　 思考与练习题
　第十四章 特种加工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常用的特种加工方法
　 思考与练习题
　第十五章 先进制造技术
　 第一节 数控加工技术
　 第二节 快速成型技术
　 第三节 柔性制造技术
　 思考与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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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将钢件奥氏体化后放入一种介质中冷却淬火，称为单液淬火。
如水淬、油淬等。
这种方法操作简单，容易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但是容易产生淬火缺陷。
　　（2）将钢件奥氏体化后，先放入一种冷却能力较强的介质中冷至接近M。
点温度，立即再转入另一种冷却能力较弱的介质中冷却，使马氏体转变在缓冷的条件下进行，这种淬
火方法称为双液淬火。
例如，先水淬后油淬。
双液淬火使马氏体转变在缓冷中进行，减小了内应力，从而有效地减小了变形和开裂，但此法操作复
杂。
双液淬火适用于形状复杂的碳钢件（如工具、模具等）的淬火。
　　（3）将钢件奥氏体化后迅速放人稍高于M。
点温度的盐浴或碱浴中，并稍加停留，待其表面和心部与介质温度基本相同后，再取出空冷，使过冷
奥氏体转变为马氏体。
这种淬火方法称为分级淬火。
分级淬火不仅比双液淬火容易掌握，而且减小了工件的表里温差，从而减小了变形和开裂的倾向。
分级淬火适用于形状复杂的小工件（如刀具等）的淬火。
　　（4）将钢件奥氏体化后迅速放入稍高于M点温度的盐浴或碱浴中，并保温足够长的时间，使其在
等温的过程中完成下贝氏体转变，然后取出空冷。
这种淬火方法称为等温淬火。
等温淬火大大降低了淬火内应力，减小了变形，而且所得到的下贝氏体组织具有高的强度、硬度和韧
性，也不必进行回火。
但所需时间长，生产率低。
等温淬火适用于形状复杂、尺寸精确的小工件（如工具、模具、弹簧、小齿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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