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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模具制造工艺的编制及工艺装备的选择与使用是从事模具设计、制造和管理工作的技术人员必须
具备的能力。
按照高职高专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教学要求，本书特别强调培养学生对
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和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各主要章节以模具典型零件的加工过程为实例，整合模
具制造工艺编制及工艺装备的选择与使用的相关内容，通过案例分析引出相关知识，引导完成工艺分
析，制定加工工艺方案，使学习内容的针对性更强。
此外，各章配有例题分析、思考题和习题，为学生的学习提供练习机会。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初步掌握模具制造工艺的编制方法，了解相应工艺装备选用的基本要求，
具备一定的分析、解决工艺技术问题的能力，为进一步学习与从事本专业的生产活动打下基础。
　　本书内容共分六章，主要包括模具加工工艺规程的制定、模具零件的机械加工、模具零件的特种
加工、模具现代制造工艺、模具装配工艺、模具制造工艺装备，其中介绍了模具制造中的高速加工技
术、快速原型技术、模具CAD／CAM等新技术。
　　本书由多所高职院校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的教师合作编写，侯维芝编写绪论；高金燕、冯之权编
写第1章；侯维芝、何红华、解景浦编写第2章；李海荣编写第3章和第5章的5.1、5.2、5.3及5.4节；杨
金凤编写第4章和第6章的6.4、6.5及6.6节；胡兆国编写第5章的5.3节和第6章的6.1、6.2及6.3节。
参加本书编写的还有柴清风。
全书由侯维芝、杨金凤担任主编，负责全书的统稿及修改，高金燕、李海荣任副主编。
　　全书由张荣清教授、杨占尧教授审阅。
在编写中我们参考了大量同类书刊，也得到了相关企业技术人员和兄弟院校同仁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此谨向相关人员表示诚挚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当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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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模具制造工艺与装备》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模具制造工艺与装备》主要内容包括模具加工工艺规程的制定、模具零件的机械加工、模具零件的
特种加工、模具现代制造工艺、模具装配工艺、模具制造工艺装备，其中介绍了模具制造中的高速加
工技术、快速原型技术、模具CAD／CAM等新技术。
全书各章主要以模具典型零件的加工过程为实例，整合了模具制造工艺编制及工艺装备的选择与使用
的相关内容，有利于按专题或项目组织教学，使学习的针对性更强。
　　《模具制造工艺与装备》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高等专科院校、成人高校、民办高校及本科院校
举办的二级职业技术学院模具设计与制造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也适用于五年制高职、中职相关专
业，并可作为社会从业人员的业务参考书及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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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模具是现代工业生产中重要的工艺装备之一。
在铸造、锻造、冲压、塑料、橡胶、玻璃、粉末冶金、陶瓷等生产行业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据有关资料介绍，某些发达国家的模具总产值已超过机床工业的总产值。
在这些国家，模具工业已摆脱了从属地位而发展成为独立的行业。
近年来，我国的模具工业也有了较大发展，模具制造工艺和生产装备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极大地提
高了模具制造的精度、质量和生产效率。
　　模具种类繁多（有冷冲模、塑料模、压铸模等），构成模具的零件也多种多样，单件或小批量生
产的特点给模具制造带来一定的困难。
通常模具用户主要从三个方面提出要求：一是模具精度、质量与使用性能；二是模具生产周期（供模
期）；三是模具价格。
实际上，这就是模具设计与制造的技术、经济要求的基本内容。
　　0.1模具制造的技术要求　　与其他机械产品相比，模具在设计、制造、使用过程中有其特殊的要
求，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内容：　　（1）模具材料模具零件应具有较高的强度、刚度、耐磨性
、耐冲击性、淬透性和较好的切削加工性。
模具零件特别是凸模或凹模常常是在高压、高温、连续使用及大冲击负载的条件下工作，为保证模具
的使用寿命，要求模具零件在工作过程中的变形和磨损尽可能小。
所以，模具零件的选材应采用质量高、耐磨性好的材料。
　　（2）零件精度模具零件要求形状、尺寸精度高，表面粗糙度值小。
模具工作零件的形状、精度直接决定成形工件的形状、精度。
一般说来，要求模具成形部分的精度在IT6级左右，模具的形状位置精度为4级或5级。
　　（3）模具零件的标准化模具零件的标准化直接影响模具的制造周期、制造成本及制造质量。
模具的标准化程度高，其制造周期缩短，成本下降，互换性好。
一般说来，模具中的标准件（模架、推杆、浇口套等）都是由专业厂商按标准生产。
随着模具制造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模具零件会采用标准化协作的方式生产。
　　（4）模具零件中的凸、凹模之间的合理间隙在各类模具中，凸、凹模之间的间隙是保证模具正
常工作的必要条件。
间隙过大、过小或分布不均匀，均会导致模具工作不正常，甚至会损坏模具。
影响成形件间配合间隙及其均匀性的因素如图0.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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