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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机械工业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模具工业协会编写的《中国模具工业年鉴》由现状综述、五年规
划专题、行业概况及专文、地区概况、统计资料、展会专栏、企业概况、附录8个部分组成，集中反
映模具工业自2008年以柬的发展现状，总结模具工业在“十一五”时期取得的各项成就，展望模具工
业未来的发展趋势，系统提供模具工业的权威统计数据。

《中国模具工业年鉴》的主要发行对象为政府决策机构，模具工业相关企业决策者，从事市场规划、
企业规划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同时，《中国模具工业年鉴》也发往国内外的投资机构、银行及证券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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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锻造模具行业的特点 1.模具加工装备水平明显提高 近年来，一些高精尖的机床
从原来专用于电子军工、航空航天等行业开始向机械行业扩展应用。
表现在锻模加工行业最明显的例子是：用于模具型腔加工的电火花机床在减少，越来越多的锻模加工
厂（或车间）采用高速铣削直接加工经过热处理的高硬度模膛，提高了效率和精度。
普通热锻模的硬度不是特别高，在普通转速的加工中心上配用特殊刀具，也可以加工。
另外，锻模真空热处理技术等应用逐渐广泛，这有利于锻模整体加工水平的提高。
 2.锻模堆焊修复技术已经得到广泛应用 近年来，由于焊接材料和焊接工艺技术的进步，锻造模具模膛
的焊接修复技术已经在锻模行业广泛应用，焊接修复模具有取代传统落面修复的趋势。
焊接修复后的模具，其寿命有时还高于修复前的模具寿命，但焊接修复的效率比较低，焊条的高成本
也导致焊接修复成本较高。
 3.在拉近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的同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锻模技术 近几年，锻模行业的发展使得国内先
进厂家的模具制造技术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比如以前依赖国外进口的一些高精度冷锻模具，现在
已经可以自行制造，其技术水平与国外相当。
与此同时，国内还自行研发了一些具有特色的工艺与模具技术，如北京机电研究所开发的汽车前轴精
密辊锻和预成形辊锻技术，在国内自行开发研制的1000mm加强型辊锻机上使前轴辊锻接近或达到锻
件最终形状，这种技术需要大型复杂辊锻模具的技术支撑。
经过多年的摸索，汽车前轴精密辊锻模具技术已经成熟，广泛应用于汽车前轴锻件生产。
 4.锻模生产能力迅速扩大 最近几年是锻造的快速发展时期，摩擦压力机在国内中小型锻造厂广泛应用
；热模锻压力机在国内大型锻件的自动化生产中广泛应用，近期建成或在建的80MN或以上热模锻压
力机生产线有近十条，如桂林福达重工锻造有限公司建成的80MN、140MN和正在建设的125MN热模
锻压力机生产线，山西舜达锻造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建设的80MN、165MN热模锻压力机生产线。
为适应模锻行业产能快速扩张的需求，国内锻造模具行业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
 5.专业化锻模工厂还不多 由于设计、制造、使用、修复、翻新密切关联，锻造模具大部分由锻造企业
自制自用。
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的细化，专业化的锻模制造企业将逐渐增多。
专业化锻模厂应该具有明显的设计、加工、调试的技术优势，与特定锻造厂密切结合，最好占有地缘
优势，以便服务响应迅速。
 6.有经验的锻模设计人员和模具技术工人短缺 锻模行业的快速发展对锻模设计人员和高水平的模具技
术工人需求剧增，但是相关人力资源明显不足，致使有经验的锻模设计人员和模具技术工人短缺。
由于大学专业设置的变化，工厂人才培养机制的不健全，这一现象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总体而言，大型国有企业的人才状况明显好于民营中小企业。
 三、锻造模具若干关键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 1.锻造模具CAD/CAM/CAE一体化技术及信息化技术 国内
冲模、塑料模、橡胶模等行业应用CAD/CAM/CAE一体化技术及信息化技术水平较高，锻模行业则比
较低。
当前，国内锻模行业CAD/CAM技术已广泛应用，CAD/CAM/CAE一体化技术应用还较少，锻造模具
信息化技术鲜有使用。
CAD,/CAM/CAE软件大部分来自国外，价格昂贵、使用不便。
成形过程数值模拟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尚需突破。
 未来，锻模行业将普遍采用CAD/CAK/CAE一体化技术，用精确化成形过程数值模拟替代或者部分替
代传统工艺调试，有可能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锻造模具CAD/CAM/CAE软件，促进集成：PDM
、ERP、MIS系统与Internet平台的锻造模具信息化网络技术广泛使用。
 2.锻造模具延长寿命技术 当前，锻造模具寿命较低，热锻模平均寿命6000件、温锻模4000件、冷锻
模10000件，锻造模具快速修复及再制造技术刚刚起步。
国内模具材料技术水平还不高，对热处理和表面处理技术重视程度不够，缺乏针对不同工艺条件下的
模具润滑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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