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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学结合是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显著特征，也是高职教育的核心理念。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要
大力推行工学结合，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高职院校目前已将推行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作为改革发展的
新突破。
本书突出了职业教育的特点，结合高职高专学生的培养目标，瞄准提高学生实践能力这一中心任务，
对理论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进行合理控制，增加生产实用知识的比例，删除过旧过深的知识。
全书内容编排以机械制造中的工艺系统为主线，将制造所需的工件材料、刀具、机床、夹具、工艺等
各种知识按实际生产中机械制造过程的顺序编排，使课程知识与生产实际更加贴近，因而有利于提高
学生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及成人高校机械、机电、数控、模具等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工程技
术人员参考。
本教材教学内容共分3大模块9单元，分别是基础模块、应用模块和新技术模块。
书后附有一些实用的表格可供学生查用，每章后均附有复习思考题可供学生练习。
本书建议学时为80～108学时。
本着以培养学生能力为本的思想，本书中三大模块的内容与要求如下：（1）基础模块包括金属材料
与钢的热处理、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加工的基础知识、车床结构及车削加工方法、铣床结构及铣削加
工方法。
学生完成此部分内容的学习后，应具备了初级车、铣床操作工所需的全部知识和技能。
（2）应用模块讲解较典型的轴类、箱体类以及套筒类零件的加工工艺及其工装。
其中包括车床、铣床、镗床、磨床、钻床等机床的结构特点、加工刀具的选择、机床调整、夹具设计
等内容。
此部分内容可提高学生的知识层次结构，为学生将来的发展和从事技术工作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此外，本部分特别增加了机械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等方面的内容，主要讨论机械加工表面质量的含义
、提高加工精度的途径、机械加工后的表面质量控制（从尺寸和形状位置两方面讨论）、机械加工后
的表面粗糙度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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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为了适应高职高专机电类工学结合教学体系改革的需要，以“工学结合、教学做思一体
化”为编写原则，涵盖机械制造技术基本知识（基础模块）、机械制造技术应用（应用模块）和先进
制造新技术（新技术模块）3大模块，共分9个单元。
基础模块包括金属材料与钢的热处理、刀具的基本知识、金属切削加工基本知识、金属切削机床等基
础内容。
应用模块围绕典型轴类、箱体类等零件的工艺编制展开，介绍了工艺分析、刀具选用、机床选用、夹
具设计和检验方法等内容。
新技术模块有助于读者了解各种先进制造技术的概念、特点以及发展趋势，进一步全面理解机械制造
技术的内涵。
每个单元前有教学目标与要求、后有单元小结与复习思考题可供学生学习和练习，书后附有一些实用
的表格可供学生查用。
每个单元内容由课程组从企业生产实践选题，再设计成教学实例编入教材，实用性较强。
《机械制造技术》建议学时为80～108学时。
　　《机械制造技术》可作为高职高专及成人高校机械、机电、数控、模具等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供
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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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模块1　基础模块第1单元　金属材料与钢的热处理【教学目标与要求】熟悉常用金属材料的牌号和性
能；熟悉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了解常用热处理的种类；具有正确选用常用金属材料的能力；具有通
过热处理来改善材料切削加工性能的能力。
1.1　金属材料及其性能工程材料包括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
金属材料因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物理性能、化学性能和工艺性能，所以成为机器零件最常用的材料
。
本节主要介绍常用金属材料的性能以及为改善性能所采用的热处理方法，帮助读者掌握金属材料的成
分、组织和性能之间的关系，为合理选材和制定加工工艺打下基础。
 金属材料的性能分为使用性能和工艺性能。
使用性能是指金属材料在使用过程中反映出来的特性，它决定金属材料的应用范围、安全可靠性和使
用寿命。
使用性能又分为力学性能、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
工艺性能是指金属材料在制造加工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各种特性，它决定材料是否易于加工或如何进行
加工等重要因素。
1.1.1 黑色金属1.铸铁 铸铁是含碳质量分数（wc）大于2.o62的铁碳合金。
工业上常用铸铁的含碳质量分数一般为2.5％-4.oZ。
由于铸铁具有良好的铸造性、抗振性、切削加工性以及一定的力学性能，并且价格低廉、生产设备简
单，所以在机器零件材料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广泛地用来制作各种机架、底座、箱体、缸套等形状复
杂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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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制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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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