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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数控原理及控制系统》、《现代数控机床伺服及检测技术》、《现代数控编程技术及应用
》、《现代数控机床故障诊断及维修》、《现代数控机床实用操作技术》和《现代数控机床》，前五
个分册2001年1月初版，2005年1月再版；后一分册2003年4月初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时列入《现代
数控技术系列》。
该系列图书出版以来，深受数控技术领域广大师生和相关技术人员的欢迎。
天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西安工业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兰州理工学等几十所高等院校将其作为本
科生或研究生教材，天津工业大学还将《现代数控原理及控制系统》作为博士生入学考试参考用书，
许多从事数控技术的科技人员也将其作为常备的参考书，广大读者对该系列书籍给予很高的评价。
前两版各分册市场销售均超过3万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我国飞速发展的数控事
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根据读者的反映及收集到的大量宝贵意见，结合数控技术发展的现状，现再次对《现代数控技术
系列》进行修订，出版第3版（《现代数控机床》出版第2版）。
本次修订对各分册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结构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力求反映数
控技术的最新发展。
如《现代数控原理及控制系统》：删除了一部分陈旧的内容，增加了介绍STEP-NC标准的内容
、STEP-NC数控系统的译码过程、DNC数控系统输入方式、曲面插补和螺纹加工算法、s型加减速控
制、自适应加减速控制、开放式数控系统接口等内容；《现代数控编程技术及应用》：在加工中心的
编程部分，增加四轴、五轴加工中心编程内容的介绍，同时增加大型CAD软件中CAM部分的内容，
如Pro／E、Master-CAM等；《现代数控机床》：更新了数控机床的新技术和最新发展趋势，增加了并
联机床、多轴车削中心、复合加工中心等内容，并结合参编作者的博士论文研究成果，更新了数控机
床结构设计基本原则、数控机床的总体布局、数控机床的计算机辅助分析与设计等内容；《现代数控
机床故障诊断及维修》：对第2、8、9、10章进行较大改动，增加开放式数控系统维修的内容，增加并
重写了信号的描述、常用数学变换、时域分析、频域分析到频谱分析、时间序列分析，以及故障检测
及常用诊断仪器仪表，精选了数控机床维修实例并增加了数控机床故障诊断技术的最新进展；《现代
数控机床实用操作技术》：对数控操作技术相关的知识如数控刀具、工件装夹等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并增加或更新了每一章节的内容，在选用典型控制系统时，既考虑到目前国内常用的系统，又体现
科学性、先进性；《现代数控机床伺服及检测技术》分册已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结合最新成果进行了重新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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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数控机床（第2版）》共分8章。
重点介绍现代数控机床的基本知识、数控机床的分类及数控机床发展趋势；介绍典型数控加工中心、
多轴车削中心、数控车床的主参数、功能、传动系统、结构特点、并联机床的结构等；介绍数控机床
主传动系统设计、进给伺服系统设计、床身与导轨及数控机床的总体设计；介绍数控机床的结构设计
要求，数控机床的总体布局；介绍数控机床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现代数控机床（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相关专业本科生教材；还
可作为从事计算机应用研究，特别是对从事数控技术开发、数控设备使用、维修人员、工程设计技术
人员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也可作为各种层次的继续工程教育用数控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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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6.3 先进制造技术及装备　　在2005年国家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中，提高装备制造业的国产化
和自主化水平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根据“十一五”规划、《我国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和《国务院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若干意见》，装
备制造业在突出“自主创新”原则的基础上，确立了以下发展目标：“发展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装备制造企业集团，满足工业、能源、交通、国防等方面的需要”。
鼓励通过兼并收购、参与企业改革以及企业联合等方式，形成一批科技领先、产品先进、跨领域、跨
区域、具有较强综合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使整个行业的集中程度、盈利能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
能力都将得到明显的提高。
同时，通过进口替代也有助于提高龙头企业的盈利能力。
由于进口产品基本是中高端产品及附加值较高的核心部件，在国家提高产品自主化的背景下，技术较
为先进的龙头企业的高端产品将逐步被国内用户采用，使其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明显得到提升。
　　未来15年先进制造领域对我国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核心技术是：　　（1）高档数控机床及基础制造
装备关键技术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是工业现代化的基石，也是保证国防工业和高技术产业发
展的战略物资。
我国工业的现代化，特别是制造业的现代化，需要装备制造业提供先进的制造手段。
我国在数控机床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数控机床开发数控系统和普及型数控机床产业化工程研究等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一些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上有重大突破，但整体上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仍存
在比较大的差距。
按价值计，数控机床70％依赖进口，高档数控机床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电子工业专用设备90％依赖进
口。
因此，专家建议将高档数控机床及基础制造装备作为核心技术，以增强我国制造基础装备水平，提高
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数控机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