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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传统的工艺设计是人工编制的，劳动强度大，效率低，是一项烦琐重复性的
工作。
 （3）难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工艺设计需要处理大量的图形信息、数据信息，并通过工艺设计产生大量的工艺文件和工艺数据；传
统的设计方式需要人工处理图形及数据信息，由于数据多且分散，因此处理起来烦琐、易出错。
 （4）工艺设计最优化、标准化较差，工艺设计经验的继承性亦较困难；设计效率低下，存在大量的
重复劳动。
由于每个工艺过程都要靠手工编写，光是花费在书写工艺表格上的时间就占30％左右，而工艺设计质
量完全取决于工艺人员的技术水平和经验。
当产品更换时，原有的工艺过程就不再使用，必须重新设计一套产品的工艺过程，即使新产品中某些
零件与过去生产的零件相同，也必须重新设计。
 （5）无法利用CAD的图形、数据。
随着国家科委“甩图板工程”的实施，二维CAD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已很普及，各部门之间通过电子
图档进行交流。
然而，由于工艺设计部门仍采用人工方式进行设计，因此无法有效利用CAD的图形及数据。
 （6）不便于计算机对工艺技术文件进行统一的管理和维护。
 （7）信息不能共享。
随着企业计算机应用的深入，各部门所产生的数据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数据交流和共享，如果工艺部
门仍采用手工方式，其他部门的数据就只能通过手工查询，工作效率低且易出错；所产生的工艺数据
也无法方便地与其他部门进行交流和共享。
 （8）不便于将工艺专家的经验和知识集中起来加以充分的利用。
 （9）当代制造领域中，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企业大量增加，制造系统正逐渐从刚性（高效率的大批
量生产模式）向柔性（高效率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模式）转变，这要求将计算机贯穿于产品策划、设计
、工艺规化、制造与管理的全过程。
显然，传统的手工设计方式已不能满足上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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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院校计算机应用技术规划教材: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的宗旨是使学生系统学习CAD/CAM技
术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为学生理解、应用和开发CAD/CAM软件工具奠定坚实的基础，培养学生
应用计算机从事产品开发、生产和系统集成的综合能力，成为掌握CAD/CAM理论知识的实用型人才
。
《高等院校计算机应用技术规划教材: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适合作为高等工科院校机械类专业教材
，也可作为高等职业教育、函授等有关专业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亦可供从事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
计算机集成制造和现代制造系统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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