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控技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数控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040139716

10位ISBN编号：7040139715

出版时间：2004-2

出版社：高等教育

作者：董玉红 编

页数：31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数控技术》

前言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需要，满足我国高校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重大转
移阶段中社会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各类要求，探索和建立我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全
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教研中心”）在承担全国教育科学“十五”国家规划课题——
“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组织全国100余所以培养应用
型人才为主的高等院校，进行其子项目课题——“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
实践”的研究与探索，在高等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标志性成
果，并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和配合下，推出了一批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的立体化教材，冠以
“教育科学‘十五’国家规划课题研究成果”。2002年11月，教研中心在南京工程学院组织召开了
“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课题立项研讨会。会议确定由教研中心组
织国家级课题立项，为参加立项研究的高等院校搭建高起点的研究平台，整体设计立项研究计划，明
确目标。课题立项采用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滚动立项的方式，分期分批启动立项研究计划。为了确
保课题立项目标的实现，组建了“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课题领导
小组（亦为高校应用型人才立体化教材建设领导小组）。会后，教研中心组织了首批课题立项申报，
有63所高校申报了近450项课题。2003年1月，在黑龙江工程学院进行了项目评审，经过课题领导小组
严格的把关，确定了首批9项子课题的牵头学校、主持学校和参加学校。2003年3月至4月，各子课题相
继召开了工作会议，交流了各校教学改革的情况和面临的具体问题，确定了项目分工，并全面开始研
究工作。划先集中力量，用两年时间形成一批有关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等
理论研究成果报告和在研究报告基础上同步组织建设的反映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的立体化系列教材。
与过去立项研究不同的是，“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课题研究在审
视、选择、消化与吸收多年来已有应用型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成果基础上，紧密结合经济全球化时代
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的实际需要，努力实践，大胆创新，采取边研究、边探索、边实践的方式，
推进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突出重点目标，并不断取得标志性的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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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控技术》是教育科学“十五”国家规划课题之一“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
新与实践”课题的研究成果。《数控技术》全面系统地讲述了现代数控机床的基本原理与控制技术。
全书共分6章，第1～5章围绕计算机数控（CNC）机床的各个组成部分，介绍计算机数控（CNC）装
置、数控检测装置、数控伺服系统、数控机床的机械结构和数控加工编程等，第6章介绍数控技术的
发展趋势。全书内容清晰，结构紧凑，实用性强。
《数控技术》可作为高等院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
科学校、成人高校相关专业的教材，亦可作为从事机械制造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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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0.1　数控机床的产生与发展　0.2　数控机床的组成　0.3　数控机床的分类　复习题第1章　计
算机数控(CNC)装置　1.1　概述　1.2　CNC装置的硬件结构　1.3　CNC装置的软件结构　1.4　CNC
装置的插补原理　1.5　CNC装置的刀具补偿与加减速控制　1.6　CNC系统中的PLC　1.7　CNC系统
的接口电路　复习题第2章　数控检测装置　2.1　概述　2.2　旋转变压器　2.3　感应同步器　2.4　光
栅　2.5　磁栅　2.6　光电脉冲编码器　复习题第3章　数控伺服系统　3.1　概述　3.2　伺服系统的驱
动元件　3.3　步进式伺服系统　3.4　鉴相式伺服系统　3.5　鉴幅式伺服系统　3.6　脉冲比较式伺服
系统　3.7　CNC数字伺服系统　复习题第4章　数控机床的机械结构　4.1　概述　4.2　数控机床的总
体布局　4.3　数控机床的主传动系统　4.4　数控机床的进给传动系统　4.5　数控机床的导轨　4.6　
数控机床的自动换刀装置　4.7　数控机床的回转工作台　复习题第5章　数控加工编程　5.1　概述
　5.2　数控编程的基础知识　5.3　工艺分析与数值计算　5.4　数控车床编程　5.5　数控铣床编程
　5.6　加工中心编程　5.7　自动编程简介　复习题第6章　数控机床及数控技术的发展趋势　6.1　数
控机床的发展展望　6.2　柔性制造系统(FMS)　6.3　直接数字控制(DNC)　6.4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
统(CIMS)　复习题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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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框架结构双立柱采用了对称结构，主轴箱在两立柱中间上、下运动，与传统的主轴箱侧挂式结
构相比，大大提高了结构刚度。另外，主轴箱是从左、右两导轨的内侧进行定位，热变形产生的主轴
中心变位被限制在垂直方向上，因此，可以通过对y轴的补偿，减小热变形的影响。T型床身布局可以
使工作台沿床身作x向移动时，在全行程范围内，工作台和工件完全支承在床身上，因此，机床刚性
好，工作台承载能力强，加工精度容易得到保证。而且，这种结构可以很方便地增加x轴行程，便于
机床品种的系列化、零部件的通用化和标准化。立柱移动式结构的优点是：首先，这种型式减少了机
床的结构层次，使床身上只有回转工作台、工作台，共三层结构，它比传统的四层十字工作台，更容
易保证大件结构刚性；同时又降低了工件的装卸高度，提高了操作性能。其次，z轴的移动在后床身上
进行，进给力与轴向切削力在同一平面内，承受的扭曲力小，镗孔和铣削精度高。此外，由于z轴导轨
的承重是固定不变的，它不随工件重量改变而改变，所以有利于提高z轴的定位精度和精度的稳定性。
但是，由于Z轴承载较重，对提高z轴的快速性不利，这是其不足之处。为了提高数控机床的加工效率
，在卧式加工中心上经常采用双交换工作台，进行工件的自动交换，以进一步缩短辅助加工时间，提
高机床效率。如图4.3 所示是两种常见的双交换工作台布局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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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教育科学“十五”国家规划课题——“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机械类子课题的研究成果，是应用型机械类系列教材之一。结合课题的立项研究，应用型机械类系
列教材组成了教材编写委员会，负责整套教材的编写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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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控技术》：教育科学“十五”国家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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