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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控编程与加工一体化教程》是职业技术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改革教材，分数控机床基础、
数控车床的操作与编程、数控铣床的操作与编程、加工中心的操作与编程和安全与维护5个部分，共13
个课题。
全书以数控机床基础理论、编程知识和机床的操作为主线，介绍了FANUC、SINUMERIK等世界主流
数控系统的操作方法，特别是对数控编程和数控机床对刀方法作了较详实的介绍。
同时书中还增加了大量的数控加工编程实例，且各课题都设有自测与实训，供学生课后练习或进行实
训。
全书以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为目的，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数控编程与加工一体化教程》可作为高职高专机电类专业的数控编程与加工的教材，也可作为
本科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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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基础篇　　课题一　数控机床基础　　教学目标　　1.了解数控机床的产生和发展。
　　2.了解数控机床的概念和组成。
　　3.了解数控机床的种类与应用。
　　4.了解数控机床加工的特点及应用。
　　1.1　数控机床的产生与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类工业新产品层出不穷
。
机械制造产业作为国民工业的基础，其产品更是日趋精密复杂，特别是宇航、航海、军事等领域所需
的机械零件，精度要求更高、形状更为复杂且往往批量较小，加工这类产品需要经常改装或调整设备
，普通机床或专业化程度高的自动化机床显然无法适应这些要求。
同时，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生产企业也迫切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及降低生
产成本。
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型的生产设备——数控机床就应运而生了，它综合应用了电子计算机、自动控
制、伺服驱动、精密测量及新型机械结构等多方面的技术成果，形成了今后机械工业的基础并指明了
机械制造工业设备的发展方向。
　　1.数控机床的产生　　数控机床的研制最早是从美国开始的。
1948年，美国帕森斯公司（Parsons C0.）在完成研制加工直升机浆叶轮廓用检查样板的加工机床任务
时，提出了研制数控机床的初步设想。
1949年，在美国空军后勤部的支持下，帕森斯公司正式接受委托，与麻省理工学院伺服机构实验室
（Servo Mechanism Laboratory of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Techn0109y）合作，开始数控机床的研制工
作。
经过3年的研究，世界上第一台数控机床试验样机于1952年试制成功。
这是一台采用脉冲乘法器原理的直线插补三坐标连续控制系统铣床，其数控系统全部采用电子管元件
，其数控装置体积比机床本体还要大。
后来经过3年的改进和自动编程研究，该机床于1955年进入试用阶段。
此后，其他一些国家（如德国、英国、日本、前苏联和瑞典等）也相继开展数控机床的研制开发和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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