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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航空制造工程手册：计算机辅助制造工程》编撰了有关实施计算机辅助制造工程（CAME）的
理论和经验，反映了国内外计算机辅助制造工程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介绍了CAME中的关键技术。
《航空制造工程手册：计算机辅助制造工程》内容涉及了与CAME有关的基础通用技术、单元技术、
计算机辅助管理、工厂实践经验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共分14章，第1章介绍了CAME的概况，其余13
章各自论述了一个专题。
　　《航空制造工程手册：计算机辅助制造工程》编撰按照求实、求是、求精、求新的原则，具有概
念准确、论述简洁、数据可靠、编排合理、图文并茂、查阅方便、实用性强等特点。
　　《航空制造工程手册：计算机辅助制造工程》不仅是航空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和生产管理人员必备
的工具书，也适于航天和其他机械行业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借鉴使用，高等院校师生可从中全面
了解国内外CAME方面的信息和知识。
此外，《航空制造工程手册：计算机辅助制造工程》对各级领导制定发展战略亦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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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计算机辅助制造工程概述　　1.1 计算机辅助制造工程的概念　　计算机辅助制造工程
（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缩写为CAME）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科技成果--电子计算
机在制造业中的应用工程。
它是由计算机技术与制造技术相结合而诞生的，是计算机在制造工程中的应用技术的总称，包括计算
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管理信息系统（MIS）等一系列自动化单元技术和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计算机在制造业中的应用已覆盖了从经营决策到产品设计、制造、
装配、检验、交付，甚至售后服务等企业工程技术和生产经营活动的所有领域。
企业的制造环境也因此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正向着信息化、自动化和集成化的方向发展，见
图1.1。
　　在现代社会生产领域中，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计算机辅助管理以及将它们有机地
集成起来的计算机集成制造（CIM）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科技进步和实现现代化的标志。
如果说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结果是由机械动力代替了人的体力劳动，是人的体力的延伸，促进了生产力
的大发展，那么，计算机在制造业中的应用则是人的脑力的延伸，必将更有力地促使生产力获得新的
飞跃。
计算机在生产中的应用不是简单地替代人，而是使人从单调、繁琐、重复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实现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更能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从而创造出更高的经济效益。
计算机辅助制造工程技术不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不可少的基本工具，而且是企业赢得竞争的强大
手段，对整个人类社会和文明进步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反之，如果离开了计算机辅助制造工程技术，就不可能把现代化的社会生产组织起来。
因此，用计算机辅助制造工程技术对我国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是我国制造业，特别是航空工业走向世
界、走向现代化、走向21世纪的必由之路。
　　1.2计算机辅助制造工程的技术内容　　计算机辅助制造工程技术的发展是以计算机辅助的各种单
元技术在制造业中某些环节上的应用为起点，这类单元技术随着计算机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充实
丰富了CAME的内容，形成了各种类型的计算机辅助应用系统，并向计算机集成制造的方向发展，见
图1.2。
　　制造工程信息化是大势所趋，现在企业的工程信息系统（CAD／cAE／CAPP／cAM）、管理信息
系统（MIS）、质量信息系统和自动化生产系统等计算机应用系统已臻于成熟。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核心在于集成，包括集成的原理、方法以及实现集成的关键技术手段等，集成
的难点在于解决异构和分布式环境下的网络集成、信息集成和功能集成。
集成系统的建立、使用和维护都要依靠人，因此，要有一个好的领导、好的队伍、好的机制，做好人
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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