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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 容 提 要
本书包括机械设计与制造工艺两大部分。

设计部分包括一般设计资料、机械制图、公差配合、形
位公差和表面粗糙度、材料、螺纹、常用零件、滚动轴承、
传动等八章；介绍机械零件设计所必需的计算公式、参数和
标准规范。
工艺部分包括铸造、锻压、焊接、热处理、冲
压、机械加工、电镀等七章；介绍各种实用的工艺方法、工
艺参数和工艺装备。

全书内容力求简明实用，并收入了多项最新技术标准，
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的工具书，也可供大专院校
师生学习有关课程或进行课程设计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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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冲压设备
13.6.1剪板机
13.6.2剪切冲型机
13.6.3压力机
第十四章 机械加工
14.1工序间加工余量
14.1.1轴加工余量
14.1.2孔加工余量
14.1.3平面的加工余量
14.1.4齿轮的加工余量
14.1.5花键的精加工余量
14.1.6攻丝前的钻孔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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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润滑冷却液
14.2.1润滑冷却液的作用
14.2.2润滑冷却液的分类
14.2.3金属切削加工润滑冷却液的选择
14.3金属切削机床
14.3.1金属切削机床型号的编制
14.3.2金属切削机床类 组 型 的划分
14.3.3部分金属切削机床的主要技术规格
14.4夹具
14.4.1定位元件的结构型式
14.4.2定位销误差的计算公 式
14.4.3夹紧元件结构
14.4.4常用夹紧机构夹紧力的计算
14.4.5常用夹具零件的通用标准
14.5 刀具
14.5.1直柄麻花钻 直柄长麻花钻
14.5.2锥柄麻花钻 锥柄长麻花钻
14.5.3锥柄扩孔钻
14.5.4套式扩孔钻
14.5.5手用铰刀
14.5.6可调节手用铰刀
14.5.7直柄机用铰刀
14.5.8锥柄机用铰刀
14.5.9套式机用铰刀
14.5.101∶30锥度铰刀
14.5.111∶50锥度销子铰刀
14.5.12圆柱形铣刀
14.5.13三面刃铣刀
14.5.14锯片铣刀
14.5.15螺钉槽铣刀
14.5.16立铣刀
14.5.17键槽铣刀
14.5.18T形槽铣刀
14.5.19机用和手用丝锥
14.5.20手用和机用圆板牙
第十五章 电镀
15.1镀前处理
15.1.1除油
15.1.2 除锈
15.2电镀
15.2.1镀锌
15.2.2镀铜
15.2.3镀铬
15.2.4镀镍
15.3镀后处理
15.3.1去氢
15.3.2钝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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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电镀件的工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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