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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万辉主编的《材料成型CAD设计基础》内容提要：本书由9章组成，系统介绍了CAD／CAE／CAM
等技术在材料加工领域中的应用和发展概况、数据处理技术、有限元理论基础，并结合相关教学实践
和实例，重点阐述了冲压模、注塑模、铸造成形、焊接成形等加工过程中的设计原则，以及Pro／E、
UG、Moldflow、Solid Works、Imageware、Geomagic Studio等软件的相关内容。

《材料成型CAD设计基础》特点是通用性与实用性较强，立足于普通高校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既可
以作为高等院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各专业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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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②零件设计。
模具零件包括标准件和工作件（如凸模、凹模等）。
标准件的设计，可从标准件库中选择相应的零件，经实例化处理后插入相应位置即可。
而工作件的设计和具体钣金零件形状及工艺形状相关，需采用交互设计方法进行。
不同的成形工艺，其凸模和凹模的设计方法也有所不同。
 ③辅助装置设计。
在级进模中，大量的辅助装置，如顶料装置、检测装置、导正装置、小导柱导套等，通常都是标准化
的。
因此，设计这些辅助装置时，亦可从辅助装置库中选择相应的装置模型，然后经实例化处理后，插入
装配模型中即可。
 4.4 覆盖件模具设计系统 汽车覆盖件（简称覆盖件）是指覆盖发动机、底盘，构成驾驶室和车身的薄
钢板的异型件的表面零件和内部零件。
与一般冲压件相比，它们具有材料薄、形状复杂、多为自由曲面、结构尺寸大以及表面质量要求高等
特点。
这些特点使得覆盖件模具的设计制造周期很长，设计过程对设计者依赖很大。
而且，覆盖件冲压工艺、冲模设计和制造工艺也有独自的特点。
因此，对覆盖件的表面质量、尺寸、刚性以及工艺性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新车型的研制、开发中，车身的开发与生产准备占有重要地位。
其中，冲压模具的设计与制造尤为突出。
传统的车身开发与生产准备是以实物模型来表示车身表面的几何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因传递误差、
实物模型变形、磕碰等诸多因素，致使模具在制造的各个阶段中易产生误差，影响车身覆盖件模具的
制造精度，同时延长生产周期。
要提高覆盖件的制造质量及设计效率，就必须改变落后的模具制造方法。
采用CAD／CAM技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般覆盖件都要经过拉深→修边→整形→翻边→冲孔等几道工序。
第一道工序拉深模设计中最重要的是工艺补充面设计。
工艺补充面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所设计的模具能否加工出合格的零件，从而减少调试模具的时间，
缩短整个模具生产周期。
而且。
大型模具结构一般都比较复杂，一副模具有上百个零件，模具外形尺寸也比较大。
采用计算机二维设计方法设计速度快，占用计算机内存小，对计算机硬件配置要求不高，是一种投资
小、见效快的方法。
缺点是设计错误不易发现，不能直接用于分析和加工。
而三维设计方法的优点是能实现参数化、基于特征、全相关和专家系统，并且便于与CAE相结合。
但其缺点是计算机运算速度慢、软件占有硬盘和内存空间大、模具结构投影线条过多。
 4.4.1 覆盖件模具设计内容 覆盖件模具设计包括两大部分，即覆盖件冲压工艺设计与覆盖件模具设计
。
工艺设计包括工艺方案设计、工序详细设计。
工艺方案设计是确定覆盖件的加工工序性质与顺序；工序详细设计包括各道工序形状与尺寸设计，其
中主要是拉深件的设计，包括确定冲压方向、工艺补充、压边面形状设计及工艺切口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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