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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加工工艺编制》

前言

结合职业教育理论的发展和职业教育的特征，本书编写时本着以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为宗旨，努力
贯彻以职业实践活动为导向，以项目教学为主线，以工业产品为载体的编写方针，突出职业教育的特
点，结合提高高职学生就业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培养目标，对理论知识和生产实践进行了有机整合，
着重培养学生机械加工工艺编制能力、专业知识综合应用能力及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本书是在
高职机电类专业教学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将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金属切削机床、机床夹具设计、机
械制造工艺学、材料成形工艺等课程进行了解构和重构，实现了多门课程内容的有机结合。根据行业
企业发展需要和完成职业实践活动所需要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本书制造理论知识内容力求贴近
零件制造和产品装配的生产实际，突出知识的实用性、综合性和先进性，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不
断提高学生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促进学生职业素质的养成，使学生具有较强就业竞争力和发展
潜力。本书共分七个项目：机械加工工艺及规程、轴类零件机械加工工艺规程编制、套筒类零件机械
加工工艺规程编制、箱体零件机械加工工艺规程编制、圆柱齿轮零件机械加工工艺规程编制、叉架类
零件机械加工工艺规程编制、减速器机械装配工艺规程编制等。各项目内容以强化学生机械加工工艺
编制能力为主线，依据机械制造中的工艺系统，详细介绍机械制造所需的机床、刀具、夹具、制造工
艺等相关知识，并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职业资格标准贯穿其中。根据内容需要，每个项目下设一
个或几个工作任务，通过运用相关知识，按照实际生产中机械加工工艺规程编制工作流程，实施、完
成工作任务并进行小结。同时，增加了部分与项目有关的拓展知识，以满足学生、实际生产的不同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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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加工工艺编制》

内容概要

《机械加工工艺编制》以新的课程体系对机电类专业所必需的切削机理、机床设备、加工方法及制造
工艺等方面的知识，重新进行了科学的解构与重构。《机械加工工艺编制》结合企业生产实际，通过
典型的轴类零件、套筒类零件、箱体类零件、齿轮类零件、又架类零件的加工及减速器的装配等工作
任务，以机械加工工艺规程编制为主线，全面介绍了机械制造过程巾的相关制造技术以及典型零部件
的机械加工工艺规程、装配工艺规程的制定原则与方法。主要内容包括：机械加工工艺及规程基础，
零件典型表面（外圆、内孔、平面、齿形等）的加工工艺系统（机床、工件、刀具、夹具），常用机
械装配方法及装配尺寸链的计算等知识。各项目后均附有思考练习题。此外，根据生产实际情况，《
机械加工工艺编制》还介绍了部分现代加工工艺及工艺装备等知识。
《机械加工工艺编制》适合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高等专科院校、成人高校机电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作
为教改力度较大的数控技术及相关专业用教材，还可供专业技术人员、社会从业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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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加工工艺编制》

书籍目录

概述项目1　机械加工工艺及规程　任务1.1　生产过程和工艺过程认知　任务1.2　机械加工工艺过程
的组成认知　任务1.3　机械加工工艺规程的格式认知　项目小结　思考练习项目2　轴类零件机械加
工工艺规程编制　任务2.1　编制台阶轴零件机械加工工艺规程　任务2.2　编制传动轴零件机械加工工
艺规程　任务2.3　编制车床主轴零件机械加工工艺规程　项目小结　思考练习项目3　套筒类零件机
械加工工艺规程编制　任务3.1　编制轴承套零件机械加工工艺规程　任务3.2　编制液压缸机械加工工
艺规程　项目小结　思考练习项目4　箱体零件机械加工工艺规程编制　任务4.1　编制坐标镗床变速
箱壳体零件机械加工工艺规程　任务4.2　编制分离式齿轮箱体机械加工工艺规程　项目小结　思考练
习项目5　圆柱齿轮零件机械加工工艺规程编制　任务5.1　编制直齿圆柱齿轮零件机械加工工艺规程
　任务5.2　编制双联圆柱齿轮零件机械加工工艺规程　任务5-3编制高精度圆柱齿轮零件机械加工工
艺规程　项目小结　思考练习项目6　叉架类零件机械加工工艺规程编制　任务6.1　编制拨又零件机
械加工工艺规程　任务6.2　编制连杆零件机械加工工艺规程　项目小结　思考练习项目7　减速器机
械装配工艺规程编制　任务7.1　机械装配方法选择　任务7.2　编制减速器机械装配工艺规程　项目小
结　思考练习附录　附录1　机械加工余量　附录2　其他参考文献

Page 4



《机械加工工艺编制》

章节摘录

插图：（4）制造系统的集成决策观。制造系统是复杂的大系统，其决策优化必须通过集成途径解决
。集成决策观的思想主要有如下体现：①时间、成本、质量、柔性和环境性是系统总体优化目标，进
行系统这些目标的总体决策时应用集成思想加以考虑。②制造中人（或组织）、技术和经营管理三大
要素应在集成基础上互相协调，共同发挥主要作用。③通过信息集成提高制造系统的信息处理能力。
④通过功能集成使系统内各功能更加完善合理。⑤通过过程集成优化制造系统运行。⑥通过企业问集
成，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研究制造系统的功能结构和系统特性，其目的
都是为了使制造系统中的物质流与信息流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系统的硬件和软件有机地结合起来，使
制造工艺和生产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达到系统的最佳配置，最佳组合和最佳运行状态，获得整体
最优效果。这便是从系统的观点研究制造和制造技术的基本出发点。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及其在国民经
济中的地位1.机械制造业的发展（1）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制造业的进步密切相关。早在石器时代，人类
就开始利用天然石料制作工具，用其猎取自然资源为生。到了青铜器和铁器时代，人们开始采矿、冶
炼、铸锻工具，并开始制作纺织机械、水利机械、运输车辆等，以满足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的需要
。此时，采用的是作坊式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方式。（2）直至18世纪70年代，以瓦特改进蒸汽机
为代表，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了近代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手工劳动逐渐被机器生产所代替，
机械制造业逐渐形成规模。到19世纪中叶，电磁场理论的建立为发电机和电动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从而迎来了电气化时代。以电力作为动力源，使机械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互换性原理
和公差制度应运而生。所有这些使机械制造业发生了重大变革，并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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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加工工艺编制》

编辑推荐

《机械加工工艺编制》：针对性强：切合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侧重技能传授，弱化理论，强化实践
内容。体例新颖：从人类常规的思维模式出发，对教材的内容编排进行全新的尝试，打破传统教材的
编写框架；讲解的内容先由工程实例导入，然后展开理论描述，更符合老师的教学要求，也方便学生
透彻地理解理论知识在工程中的运用。注重人文：注重人文与科技的结合，在教材中适当增加人文方
面的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方便教学：以立体化精品教材为构建目标，部分课程配套实训教材
；网上提供完备的电子教案、习题参考答案等教学资源，适合教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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