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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电子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SMT已成为现代电子装联技术的核心技术。
SMT的广泛应用，使我国的电子产品质量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满足SMT方面的人才需求，率先在高职院校开设“SMT’专业，为社会培养
新型人才。
SMT专业教研室的教师总结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实践体会，编写了本书。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求体现以下特色。
　　·本书按照“以SMT生产工艺为主线，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原则，以sMT岗位职业技能培养为
重点”的思路进行编写，使学生的知识(应知)、技能(应会)、情感态度(职业素养)更贴近职业岗位要求
。
　　·书中每章都提出了具体的“教学目标、知识点、难点与重点、学习方法”，使学生在学习的过
程中有的放矢，目的更加明确，教师更容易进行教学方案设计。
　　·本书内容突出SMT新标准，将IPC标准(IPC一9850《表面贴装设备性能检测方法》、IPC一772l
《电子组装件的返工标准》、IPC-A一610D《电子组件的可接受性条件》等)融人到教材中，贴近企业
，便于学生考取相应职业资格证书。
　　·本书将理论、实践、实训内容融为一体，形成“教、学、做”一体化的教材，有利于学生“学
中看，看中学，学中干，干中学”。
　　·本书针对SMI’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特点，加入了SMT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及新工艺等
内容，突出了教材的先进性。
　　本书由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韩满林任主编，郝秀云、王玉鹏、舒平生任副主编，朱桂兵、杨洁
、彭琛、赵雄明、余日新参与了编写。
其中韩满林编写第1章，郝秀云编写第2章，朱桂兵编写第3章，舒平生编写第4章，杨洁编写第5章，彭
琛编写第6章，王玉鹏、赵雄明、余日新编写第7章，全书由韩满林负责统稿。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南京SMI’专委会和SMT专家的大力支持，特别是魏子陵、祝长青
、丁卫中等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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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SMT生产工艺为主线，以理论知识+实践项目的方式组织教材内容。
　　本书内容包括SMT综述、SMT生产物料、SMT生产设备与治具、SMT生产工艺、SMT辅助工艺
和SMT生产管理及调频调幅收音机SMT组装项目。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电子类专业教材，也可作为SMT专业技术人员与电子产品设计制造工程
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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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文明新风家庭”、江苏省“优秀班主任”，2007年荣获“江苏省高校教学名师”，2009年荣获“
国家高校教学名师”称号。
在教学、科研方面成功申报“国家级精品课程，江苏省教学成果、特色专业、精品课程、优秀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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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复合式机器是从动臂式机器发展而来的，它集合了转盘式和动臂式的特点，在动臂上安装有转盘
，像Simens的Siplace80S系列贴片机，有两个带有12个吸嘴的转盘。
由于复合式机器可通过增加动臂数量来提高速度，具有较好灵活性，因此它的发展前景被看好，
如Simens最新推出的HS50S机器就安装有4个这样的旋转头，贴装速度可达每小时5万片。
　　转盘式机器由于拾取元件和贴片动作同时进行，使得贴片速度大幅度提高，这种结构的高速贴片
机在我国的应用最为普遍，不但速度较高，而且性能非常的稳定，如松下公司的MSH3机器，贴装速
度可达到0．075s／片。
但是这种机器由于机械结构所限，其贴装速度已达到一个极限值，不可能再大幅度提高。
　　大型平行系统由一系列的小型独立组装机组成，各自有丝杠定位系统和机械手，机械手带有摄像
机和贴片头。
各贴片头都从几个带状供料器拾取元件，并能为多块电路板的多块分区进行贴装，这些板通过机器定
时转换角度对准位置。
如Phlips公司的FCM机器有16个贴片头，实现了0．0375s／片的贴装速度，但就每个贴片头而言，贴装
速度在0．6s／片左右，仍有大幅度提高的可能性。
　　复合式、转盘式和大型平行系统属于高速安装系统，一般用于小型片式元件贴装。
转盘式机器也被称作“射片机”，因为它通常用于组装片式电阻电容，另外，此类机器具有高速“射
出”的能力。
因为无源元件以及其他引线元件所需精度不高，射片机组装可实现较高的产能。
高速机器由于结构比普通动臂式机器复杂许多，因而价格也高出许多，在选择设备时要考虑到这一点
。
　　试验表明，动臂式机器的安装精度较好，安装速度为每小时5000～20000个元件。
复合式和转盘式机器的组装速度较高，一般为每小时20 000～50000个。
大型平行系统的组装速度最快，可达50000～100000个。
　　2．机器视觉系统　　机器视觉系统是显著影响元件组装的第二个因素，机器需要知道印制电路
板的准确位置并确定元件与板的相对位置才能保证自动组装的精度。
成像通过使用视觉系统完成。
视觉系统一般分为俯视、仰视、头部或激光对齐，视位置或摄像机的类型而定。
　　①俯视摄像机在电路板上搜寻目标，以便在组装前将电路板置于正确位置。
　　②仰视摄像机用于在固定位置检测元件，一般采用CCD技术，在组装之前，元件必须过摄像机上
方，以便做视像处理。
粗看起来，这样做好像有些耗时，但是，由于贴片头必须移至供料器吸取元件，如果摄像机安装在拾
取位置和安装位置之间，视像的获取和处理便可在贴片头移动的过程中同时进行，从而缩短贴装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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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表面组装技术(SMT工艺)》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高等职业教育电子
技术技能培养规划教材。
　　理论知识+实践项目　　教、学、做一体化　　培养SMT岗位职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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