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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现代制造业的现状急需在本科层次上培养出大批生产一线急需的、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
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数控机床与编程”课程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专业课程，此课程应着力培养本科应用型人才数控技术的应用能力，尤其
是生产现场处理实际数控问题的能力。　　为此，本书在编写中力求做到下列几点：　　系统性与实
用性相结合。数控机床部分介绍数控车床、数控铣床、加工中心三类典型数控机床的结构，加工程序
编制部分介绍数控车床、数控铣床、加工中心相应加工程序的编制实例；增加数控机床的选用、安装
与调试、检查验收、使用与维护等內容，以保证数控技术应用的系统性：加工程序编制的工艺基础一
章，介绍数控加工工艺设计方法、数控加工工艺文件的编写方法。　　数控铣削编程部分同时介绍数
控系统市场份额最大的FANUC、SIEMENS两种系统。使学生了解两种系统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以便
掌握两种系统的编程方法。各章的实例是企业成功的加工实例，各章的练习保证足够的工程训练。　
　将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作为附录以方便查阅，并在全书中注重采用国家标准中的词汇，所列举程序
也注重其规范性。　　由企业的专家做主审。本书由北京机床研究所副总工艺师金福吉（第一届全国
数控技能大赛副总裁判长、2005年北京市职工数控技能大赛副总裁判长）、北京夏金宇模具科技有限
公司总工艺师周维泉（第一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技术工作委员会专家，2005年北京市职工数控技能大
赛数控车床裁判长）两位专家主审。两位专家认真地审阅了全书，提出了大量宝贵的修改意见。有的
章节甚至逐字逐句地修改。在工科的应用型本科（特别是技术应用型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中，企标准
与教育标准的融合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根据两位企业专家意见修改书稿的过程。就是企业标准与教育
标准融合的过程，使本书的作者受益匪浅。在此向两位专家表示感谢。　　本书由北京联合大学方新
教授主编，各章分工如下：第1章由方新编写，第2章由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周广文、王桂萍编写，
第3、4章由北京联合大学饶军编写（第2、3、4章由北京联合大学饶军初步统稿），第5章由北京联合
大学昝华编写，第6章由北京联合大学雷保珍编写。第7、8章由河南科技学院杜家熙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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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控机床与编程》系统介绍数控机床与编程的知识，包括绪论，数控机床的主传动系统，数控机床
的进给传动系统，数控机床的典型结构，加工程序编制的工艺基础，数控车削编程，数控铣削编程，
数控机床的选用、调试与维护共8章。
《数控机床与编程》重点介绍数控车床、数控铣床、加工中心三类典型数控机床的结构及其相应加工
程序的编制实例；介绍数控加工工艺设计方法与数控加工工艺文件的编写方法。《数控机床与编程》
同时介绍FANUC系统与SIEMENS系统；各章的实例是企业成功的加工实例，各章的练习保证足够的
工程训练；附录收有机床数值控制词汇的国家标准、数控机床坐标和运动方向命名的行业标准。
《数控机床与编程》适合应用性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学生使
用，也可供相关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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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手工编程的主要内容有分析零件图确定工艺过程、数值计算、编写加工程序、校对程序及首件试
切。手工编写加工程序流程如图5－1所示。　　手工编程的具体步骤说明如下：　　1.分析零件图、
确定工艺过程　　在数控机床上加工零件，工艺人员拿到的原始资料是零件图。根据零件图，可以对
零件的形状、尺寸精度、表面粗糙度、工件材料、毛坯种类和热处理状况等进行分析，然后选择机床
、刀具，确定定位夹紧装置、加工方法、加工顺序及切削用量的大小。在确定工艺过程中，应充分考
虑所用数控机床的指令功能，充分发挥机床的效能，做到加工路线合理、走刀次数少和加工时间短。
　　此外，还应编制有关的工艺技术文件，如数控加工工序卡、数控刀具卡、走刀路线图等。　　2.
计算刀位轨迹的坐标值　　根据零件图的几何尺寸及设定的编程坐标系，计算出刀具中心的运动轨迹
，得到全部刀位数据。常见数控系统具有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的功能，对于形状比较简单的平面形零
件（如直线和圆弧组成的零件）的轮廓加工，只需要计算出几何元素的起点、终点、圆弧的圆心（或
圆弧的半径）、两几何元素的交点或切点的坐标值。如果数控系统无刀具补偿功能，则要计算刀具中
心的运动轨迹坐标值。对于形状复杂的零件（如由非圆曲线、曲面组成的零件），需要用直线段或圆
弧段逼近实际的曲线或曲面，根据所要求的加工精度计算出各节点的坐标值。　　3.编写加工程序根
据计算出刀具运动轨迹数据和已确定的工艺参数及辅助动作，编程人员可以按照所用数控系统规定的
功能指令及程序段格式，逐段编写出零件的加工程序。

Page 6



《数控机床与编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