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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随着高职高专教育的蓬勃发展和高职高专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编写符合高职高专教育特色要求
的教材，是促进高职高专教学改革、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的一项重要工作。
鉴于高职高专教育人才的培养模式和教学内容体系改革的要求，在吸取近年高职高专教学实践中成功
经验的基础上，本着高职高专基础课程教材要体现以讲清概念、强化应用为教学目的的宗旨，本书对
传统的“工程材料”、“热加工工艺基础”、“互换性与测量技术”、“机械加工工艺基础”等课程
内容，进行分析取舍、结构优化，以毛坯成形工艺方法和机械零件表面加工工艺方法为主线，将机械
制造过程中相关基础知识有机串联起来，又吸纳了现代制造体系中的“特种加工技术”和“先进制造
技术”的相关内容，形成了新的教学内容体系。
整合后的“机械制造基础”教材，各章既有相对独立性，又紧密联系、互相渗透，融为一体。
　　本书按90学时编写，内容丰富、涉及面广、适应性强。
不同学校、不同专业使用本书时，可按具体教学需要进行调整或取舍。
本书可供高职高专机械类或机电类各专业使用，也可作为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读物。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乔世民（绪论、第8章、第11章）、郁龙贵（第1章1．1～1．5）、刘唯（第2
章、第7章）、张弦（第1章1．6、第3章）、吴锡其（第4章、第5章、第6章、第9章）、沈永鹤（第10
章）。
乔世民教授任主编，刘唯副教授任副主编。
全书由上海交通大学杨建国教授主审。
　　本书编写过程中，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王文霞老师为文稿整理
、编排做了大量工作。
本书参考并引用了一些教材的内容和插图。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限于编者的水平。
书中缺点、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有关专家、同行、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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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制造基础》是为适应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需要，经结构优化，
整合而成的一门强调应用基础知识的机械类职业基础课程教材。
以讲清概念、强调应用为教学目的，《机械制造基础》讲述机械制造中的基础知识。
全书除绪论外，共11章，主要内容包括：工程材料、铸造、锻造、焊接、机械零件毛坯的选择、几何
量公差、金属切削加工的基础知识、机械零件表面加工、特种加工、机械加工工艺规程、先进制造技
术。
《机械制造基础》可供高职、高专机械类或机电类各专业使用，也可作为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读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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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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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世纪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年代，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就必须大力发展
机械制造业及机械制造技术。
　　3．本课程的性质和研究内容　　“机械制造基础”是为适应高职高专教学改革需要而重新构建
的一门课程。
它是将“工程材料”、“热加工工艺基础”、“互换性与测量技术”、“机械加工工艺基础”等传统
课程内容，经过分析取舍、结构优化、再吸纳了现代制造体系中的“特种加工技术”、“先进制造技
术”的相关内容，整合而形成的一门强调机械制造应用基础知识的机械类课程。
设置本课程的目的，不仅使学生在常用工程材料、毛坯与零件的成形方法、公差与配合、切削加工及
拟订工艺规程的原则等方面获得必要的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的实践性很强，学习本课程之前应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
因此，本课程应在“热加工实训”和“机加工实训”之后进行讲授。
通过实训，学生初步熟悉了毛坯和零件的成形、切削的方法，常用设备和工具的基本原理和大致结构
，并对毛坯或零件加工工艺过程有一定的了解。
在此基础上学习本课程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本课程研究的内容是工程材料和机械加工过程中的基础知识。
考虑到后续课程安排，教材内容处理上有所区别。
“工程材料”部分以剖析铁碳合金的金相组织为基础，以介绍工程材料的性质和合理选材为重点。
“铸造”、“锻压”、“焊接”各占有一定的篇幅，因为这方面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本课程前后
均未安排与此有关的课程。
“几何量公差”部分，介绍概念与选用。
“机械零件毛坯的选择”、“金属切削加工基础知识”、“机械零件表面加工”和“机械加工工艺规
程”部分，则着重在“机加工实训”的基础上，把感性知识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而归纳成系统性基础
知识，为后续课程打好基础。
而“特种加工”和“先进制造技术”部分，则着眼于拓宽知识面、提高人才培养的专业适应性。
　　4．本课程的任务和要求　　本课程的任务在于使学生获得机械制造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应用性
基础知识和技能。
学生学习本课程后，应熟悉各种工程材料性能，并具有合理选用所需材料的能力；初步掌握和选用毛
坯或零件的成形方法及机械零件表面加工方法；具有选用公差配合的能力；了解工艺规程制定的原则
及特种加工、先进制造技术的概念和应用场合。
　　本课程实践性强，涉及知识面广。
学习本课程时，除要重视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外，一定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只有在实践中加深
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才能将所学的知识转为技术应用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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