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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无一不是制造业强国。
制造业的持续发展是我国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今后很长时期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
火车头。
中国要想成为制造业强国，目前还面临很多困难，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缺乏高素质专业人才，包括
相对稳定的、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技能型人才，而以精益生产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模式，是将柔性制造
技术、高素质劳动者以及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灵活管理方式集成在一起，对技能型人才的工作能力
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近年来，我国加工制造类职业教育取得了较大发展，中、高等职业院校加工制造类专业学生总数
不仅逐年增加，而且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也在增加。
制造类职业教育取得的进步，特别是数量上的发展，为我国实现走向制造业大国的阶段性战略目标奠
定了基础。
然而，制造类职业教育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特别是在教育质量方面，主要表现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
选择、教学设计以及教材建设上没有充分考虑企业需求和学生的职业发展规律；教学不能满足企业技
术进步和劳动组织发展需要等方面，这已经成为困扰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瓶颈。
因此，加强课程和教材建设，已经成为众多职业院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
　　职业院校以市场和需求为导向的课程和教材建设，应当从专业所面向的职业工作任务和岗位要求
出发，明确培养规格和关键能力要求，从而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不论是在理论
上还是实践上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这里不仅要引入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需要丰富的专业实践经验，而且需要把先进、实用的技术有针
对性地与职业院校的教学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在此，这套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编写的针对机械制造、数控、自动化等专业的“21世纪高职高
专规划教材”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希望这套教材的出版不但能帮助职业院校更快、更好、更容易地培养出社会所紧缺的技能型人才，而
且也能为我国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提供有价值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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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注重精选内容，突出重点，突出适用，强调基本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注
重学生能力的培养；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力求做到文字叙述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便于自学。
可作为各类高职高专院校数控技术应用专业、机械制造专业、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等专业课教材，也
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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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机械加工在机械制造工业中的作用　　机械制造工业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
部门之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其发展水平标志着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科
技水平、生活水准和国防实力。
机械制造工业是制造农业机械、动力机械、运输机械、矿山机械等机械产品的工业生产部门，也是为
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冶金机械、化工设备和工作母机等装备的部门。
机械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装备部，是为国民经济提供装备和为人民生活提供耐用消费品的产业。
不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离不开各种各样的机械装备。
机械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和发展水平标志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现代化的程度，而机械制造业的生
产能力主要取决于机械制造装备的先进程度，产品性能和质量的好坏则取决于制造过程中工艺水平的
高低。
将设计图纸转化成产品，离不开机械制造工艺与夹具，它们是机械制造业的基础，是生产高科技产品
的保障，离开了它们，就不能开发制造出先进的产品和保证产品质量，不能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和
缩短生产周期。
　　1.2　机械加工技术的现状和发展　　机械制造工艺技术是在人类生产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的。
20世纪50年代，在“刚性”生产模式下，通过大量使用的专用设备和工装夹具，提高生产效率和加工
的自动化程度，进行单一或少品种的大批量生产，以“规模经济”实现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的目的。
在70年代主要通过改善生产过程管理来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
在80年代，较多地采用数控机床、机器人、柔性制造单元和系统等高技术的集成来满足产品个性化和
多样化的要求，以满足社会各消费群体的不同要求。
从90年代开始，机械制造工艺技术向着高精度、高效率、高自动化方向发展，精密加工精度已经达到
亚微米级，而超精密加工已经进入0.01微米级。
现代机械产品的特点是品种多、更新快、生产周期短。
这就要求整个加工系统及机械制造工艺技术向着柔性、高效、自动化方向发展。
由于成组技术理论的出现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工艺设计
（CAPP）、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CAM）、数控加工技术等在机械制造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且
大大地缩短了机电产品的生产周期，提高了效率，保证了产品的高精度、高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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