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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机械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的发展，制造业也朝着数字化方向飞速迈进，而数字化的核心就是
数控技术。
世界各工业发达国家通过发展数控技术、建立数控机床产业，促使制造业跨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给
国民经济的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我国是机械制造业大国，近年来，数控机床的普及率得到了较快的提高。
目前急需大批具有较强的数控专业理论知识和适度的机械基础理论知识，掌握数控设备的编程、操作
、维护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为了适应国家职业技能培训的核心目标，培养高素质的数控应用型人才，组织编写了《数控机床编程
与操作》这本教材。
　　全书共分11章，书中介绍了数了控机床编程的基础知识；数控车床编程，数控车床操作，数控车
床典型零件加工：数控铣床与加工中心编程，数控铣床与加工中心操作，数控铣床与加工中心典型零
件加工；自动编程技术：数控机床安全操作与维护保养基本知识。
　　本书编写中均以典型FANUC系统及其数控机床为主线，介绍编程与操作常用知识，同时简要介
绍SⅡEMENS系统数控机床编程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力求通过典型的实例，完整地体现相关知识技能的综合运用，力争达到较高的实际应用价值。
　　在本书编写中，始终贯彻以培养生产一线所需的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突出编
程与操作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
本书适用于数控技术类、机械制造类相关专业，可作为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课程的教科书，也可作为
数控技术人员或数控操作工人的参考书和自学教材。
　　本书由王立军主编，参加本书编写的还有朱虹、姬彦巧、石磊等，全书由丁仁亮主审。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一些教材和数控技术资料，得到了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王长义、李
运杰、史立峰等老师的大力协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本书难免有不当之处，恳请读者和各位同仁提出宝贵意见。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

内容概要

　　《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系统介绍了数控机床加工编程与机床操作的知识。
全书共分11章，可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数控机床编程的基础知识；第二部分详细介绍数控车床
编程，数控车床操作，数控车床典型零件加工；第三部分详细介绍数控铣床与加工中心编程，数控铣
床与加工中心操作，数控铣床与加工中心典型零件加工；第四部分简要介绍了自动编程技术；第五部
分介绍了数控机床安全操作与维护保养基本知识。
《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第二、第三部分内容均以典型FANUC系统和相应的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为核
心内容，意在体现明确清晰的知识技能体系。
同时，简要介绍了SIEMENS系统数控机床编程的内容和特点。
　　《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内容全面，重点突出。
在编写中兼顾了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知识的完整性与实用性，着力体现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
《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有配套电子课件，包括视频、动画等。
　　《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可作为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和教师参考书、数控加工
技术培训教材，也可作为数控加工技术人员和数控操作工学习和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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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控加工编程基础　　1.1 控加工编程概念　　1.1.1 控加工的基本过程　　数控加工，就是泛
指在数控机床上进行零件加工的工艺过程。
数控机床是一种用计算机来控制的机床。
用来控制机床的计算机，不管是专用计算机、还是通用计算机都统称为数控系统。
数控机床的运动和辅助动作均受控于数控系统发出的指令。
而数控系统的指令是由程序员根据工件的材质、加工要求、机床的特性和系统所规定的指令格式（数
控语言或符号）编制的。
所谓编程，就是把被加工零件的工艺过程、工艺参数、运动要求用数字指令形式（数控语言）记录在
介质上，并输入数控系统。
数控系统根据程序指令向伺服装置和其他功能部件发出运行或中断信息来控制机床的各种运动。
当零件的加工程序结束时，机床便会自动停止。
任何一种数控机床，在其数控系统中若没有输入程序指令，数控机床就不能工作。
　　机床的受控动作大致包括机床的启动、停止；主轴的启停、旋转方向和转速的变换；进给运动的
方向、速度、方式；刀具的选择、长度和半径的补偿；刀具的更换，冷却液的开启、关闭等。
在数控机床上加工零件所涉及的工作内容比较广泛，与相关的配套技术有密切的关系。
合格的编程员首先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工艺员，应熟练地掌握工艺分析、工艺设计和切削用量的选择，
能正确地选择刀辅具并提出零件的装夹方案，了解数控机床的性能、特点及操作过程，熟悉程序编制
方法和程序的输入方式。
图1-1所示为数控机床加工过程流程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数控机床加工工件的基本过程，即从零件图到
加工好零件的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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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是“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之一，其编写均以典型FANUC系统及其
数控机床为主线，介绍了编程与操作常用知识，同时简要介绍SIEMENS系统数控机床编程的基本内容
和特点。
力求通过典型的实例，完整地体现相关知识技能的综合运用，力争达到较高的实际应用价值。
全书共分11章，具体内容包括数控机床编程的基础知识；数控车床编程，数控车床操作，数控车床典
型零件加工；数控机床安全操作与维护保养基本知识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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