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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工程学科发展研究”根据中国科协要求，遵照全国科技大会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2006—2020)》精神，以及我国机械工程学科和制造业的发展情况，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组织相
关领域的知名专家，重点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的机械工程的六个热点问题和前沿领
域，即数字制造、智能制造、精密制造、绿色制造、微纳制造和生物制造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充分占
有资料和掌握信息的基础上，编写该学科发展报告。
 本报告可供从事机械工程及相关领域教学、科研工作者了解学科发展、确定研究方向，以及政府、行
业组织制定有关政策、规划、计划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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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机械工程学科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　　一、机械工程学科发展概述　　作为最古老的学科之一，
机械工程走过了漫长的岁月。
18～19世纪机械工程逐渐形成其理论基础，并逐渐成为现代经济主要支撑的工程技术之一。
20世纪是机械工程学科快速发展的世纪：40～5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计算机技术，以及随后不断涌现
的高新技术（如激光技术、网络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逐渐融入机械工程之后，使机械工
程学科“旧貌换新颜”；在面向经济建设的过程中。
市场驱动为机械工程学科的发展增添了巨大的活力；而在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以及自然界的协调发
展中，机械工程学科的发展才渐人佳境。
　　（1）机械制造技术的突破性创新。
在传统的机械工程领域（宏观环境下），20世纪机械制造技术的标志性创新有二：①20世纪50年代在
美国出现的数控加工技术是传统的机械工程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结合的开端，它将传统的由工人、机械
模板、行程开关产生的加工信息数字化，即用数字代码形式的信息（程序指令）控制按给定的工作程
序、运动速度和轨迹进行自动加工，实现了制造技术质的飞跃（机械从“手”的延伸进入到“脑”的
延伸）。
由此演绎出一系列的现代制造模式：NC、DNC、CNC、CAD／CAM、MC、FMC、FMS、CIMSn，
将机械工程的信息化、自动化不断演进为智能化（由智能制造单元到智能制造系统，再逐渐走向自组
织、自适应、自成形，直至全球制造系统的智能集成）。
同时，将机械制造向精密化方向不断推进。
②20世纪80～90年代在美国、日本几乎同时出现的快速成形制造技术，是机械工程、计算机技术、信
息技术、材料科学技术、激光技术、化工技术等多学科综合的突破性创新，在制造理念（直接从计算
机模型产生三维物体，零件是从小到大生长成的）、制造手段（采用黏结、熔接、聚合作用或化学反
应等手段）、制造过程（用二维的方法制作出一系列薄切片，然后堆叠成三维的零件）、制造周期（
省去模具制造、机械加工等过程要消耗的大量时间）等方面都有革命性的突破，不仅使得“一天制造
”成为可能，而且为探寻生物界的奥秘（如生物制造等）提供了技术支持。
　　（2）机械制造理论的突破性创新。
1959年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R.Frynmam提出微型机械的设想，但真正被提上日程还是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
1987年美国NSF启动了第一个微型机电系统（MEMS）计划；日本1991年开始实施微型机械技术大型研
究开发计划。
虽然最早的微机械结构是由电器工程师做出的，然而只有在机械、物理、化学、生物等领域的研究人
员都加入后，MEMS才有了更快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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