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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加工计算手册》收集归纳了机械加工过程中的常用计算公式及重要公式，主要内容包括：常用
计算资料、金属切削加工基础计算、钳工力口工的计算、车削加工的计算、铣削加工的计算、铣削和
镗削等其他切削加工的计算、钣金件的展开计算、数控编程中的计算、技术测量的计算等。
书中对每个公式都做了简要的讲解，，在每个公式后面精选了典型的例题进行了分析和解答，以实例
的形式帮助读者理解公式的应用方法。

　　
《机械加工计算手册》内容简单明了、重点突出、讲解清晰、易学易用，可为大中专院校机械制造专
业师生及从事机械加工的工程技术人员查阅有关公式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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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③综合分析想象整体将视图中各线框和线段“立体化”后，根据各线框和各线段所
表示面的形状和空间位置，分前后、左右、上下六个方向进行综合分析，并从立体所具有特征和钣金
件的结构特点，便可组装想象出整体形状。
如把面Ⅱ、Ⅲ、Ⅳ、Ⅴ、Ⅵ的相对位置进行组装想象，便可想象出如图7—2（e）所示漏斗的形状。
 7.1.3 钣金展开的原理和方法 （1）钣金展开的原理 钣金展开是运用某种方法把设计曲面摊平到一个平
面上，形成展开图。
对于柱面、锥面和盘旋面这三种可展曲面，理论上可以准确地展开为平面，曲面和它的展开图之间存
在着等距对应关系，即展开前后展开图与曲面具有相同的面积，它们之间任一对对应曲线具有相等的
长度，任一对对应曲线的夹角也不发生变化。
 对于不可展曲面，如球面、螺旋面，则只能作近似展开。
一般首先将被展曲面划分为适当大小的曲面片，然后将每个曲面片近似地视为柱面、锥面或平面等某
种可展曲面，并用相应的方法进行展开，得到近似的展开图，最后把经过下料、成形后的各曲面片组
合、焊接后形成钣金构件。
 各种展开原理与方法均是面向零厚度的理想几何曲面的，而设计曲面总是具有一定的板厚。
当板面厚度较大时，展开中就应该考虑板厚对板面的展开长度和两板面接口处形状的影响，即进行板
厚处理，以保证产品的形状符合设计要求。
 设计钣金构件时，应尽量采用可展曲面，以便准确展开。
若只能采用不可展曲面时，应优先采用展开性能较好的曲面，以减小展开误差。
当构件表面由多个曲面组成时，应尽量保证相邻表面间光滑过渡，不产生折棱或交线。
另外，尽量使表面间的结合线成为平面曲线，以提高接口处的展开精度。
 （2）钣金展开的方法 ①平行线法 对于棱柱体和圆柱体，可以按照棱柱体的棱线或圆柱体的素线，将
棱柱面或圆柱面划分成若干四边形，—然后依次摊平，作出展开图，这种方法称为平行线法。
凡属素线或棱线互相平行的几何体，如矩形管、圆管等，都可用平行线法进行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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