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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现代制造业的飞速发展和数控机床的日益普及，社会迫切需要一大批面向生产第一线的技能
型数控编程与操作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根据这一需要，同时根据国内高职高专教育的实际情况，编者在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编写了《高职
高专机电类工学结合模式教材：数控加工编程与操作》。
　　《高职高专机电类工学结合模式教材：数控加工编程与操作》从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目的出发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用性，按培养、提高数控加工编程人员、操作人员的职业技能进行阐述
，采用项目编写，针对每一个项目中的每一个模块都给出了知识点、技能点、任务描述及任务实施，
使读者对每一个项目中的每一个模块内容能够深刻理解。
书中同时又对每一个项目任务进行考核，并配有详细的程序说明，将必要的知识支撑点融于技能培养
的过程中，注重实践性教学和知识的综合应用，使读者能够清晰掌握编程思路，以达到满意的教学效
果。
　　《高职高专机电类工学结合模式教材：数控加工编程与操作》以市场上占有份额最大的FANUC数
控系统为代表进行介绍。
全书共分成三篇，第一篇为基础篇，详细介绍了数控机床的基本知识、数控机床编程基本知识；第二
篇和第三篇为应用篇，介绍了数控车床和数控铣床的编程与操作。
《高职高专机电类工学结合模式教材：数控加工编程与操作》内容简明扼要，浅显易懂，理论结合实
践。
《高职高专机电类工学结合模式教材：数控加工编程与操作》是一本针对性和实用性较强的教材。
书中所选实例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代表性，所有实例均经过仿真模拟验证，读者可以放心参考，仔细
体会，以期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
《高职高专机电类工学结合模式教材：数控加工编程与操作》可作为数控技术应用专业、机电一体化
专业、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专业的教学用书或者技
能培训用书，也可供有关专业的师生和从事相关工作的科技人员参考。
　　《高职高专机电类工学结合模式教材：数控加工编程与操作》由许昌职业技术学院李爱敏任第一
主编，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吴志强任第二主编。
第一篇、第二篇的项目2.1～项目2.2和第三篇的项目3.0由李爱敏编写，第二篇的项目2.3～项目2.5由许
昌职业技术学院的吕勇编写，第二篇的项目准备2.0及项目2.6由濮阳职业技术学院的任保臣编写。
第三篇的项目3.1～项目3.3由吴志强编写。
全书由李爱敏统稿。
　　《高职高专机电类工学结合模式教材：数控加工编程与操作》的内容是编者多年来实际工作经验
的总结，在编写过程中同时也借鉴了国内外同行的相关资料文献，在此谨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以及各兄弟院校的专家和同行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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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数控机床的基本知识、数控机床编程基本知识、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数控铣
床编程与操作等内容。
本书按项目编写，内容丰富，重点突出，通俗易懂，力求突出数控编程与机床操作两方面技能的结合
，可使学生在短期学习后达到具有中、高级数控编程与操作技能的水平。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数控技术应用、机电一体化、模具、机械制造自动化等专业的教学用书
，还可作为技师学院及中等职业学校的相关专业教材，也可供有关专业的师生和从事相关工作的科技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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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第一台数控机床问世以来，数控系统已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和六代的发展。
其六代是指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小型计算机、微处理器和基于工控PC的通用CNC系统。
其中前三代为第一阶段，称为硬件连接数控，简称NC系统，后三代为第二阶段，称为计算机软件数
控，又称CNC系统。
　　1952年，成功研制出电子管控制的第一台三坐标联动的铣床，其体积庞大，功耗高。
这是第一代数控系统。
　　1959年晶体管出现，电子计算机应用了晶体管器件和印制电路板，从而使机床数控系统跨入了第
二代。
　　1965年，数控装置开始采用小规模集成电路，使数控装置的体积减小、功耗降低及可靠性提高，
但它仍然是硬件逻辑数控系统。
数控系统发展到第三代。
　　1970年，美国芝加哥国际机床展览会首次展出用小型计算机控制的数控机床，这是世界上第一台
计算机数字控制（CNC）的数控机床。
数控系统进入了第四代。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微处理机的出现，美、日、德等国都迅速推出了以微处理机为核心的数控
系统。
这类数控系统，称为第五代数控系统，即MNC系统。
在近30多年内，生产中实际使用的数控系统大多为第五代数控系统，其性能和可靠性随着技术的发展
得到了根本性的提高。
　　随着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控技术也随之不断更新，个人计算机（PC）的发展
尤为突出，无论是其软、硬件还是其外围设备，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计算机采用的芯片集成化程度越来越高，功能越来越强，而成本却越来越低，原来在大、中型机上才
能实现的功能现在在微型机上就可以实现。
美国首先推出了基于个人计算机的数控系统，即PCNC系统，它被划入所谓的第六代数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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