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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根据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教学要求编写的。全书共分９章，以企业中
使用较广泛、具有先进性的数控机床为主线，通过介绍典型数控加工设备：数控
车床、数控铣床、加工中心、特种加工机床，以及数控加工设备的典型部件：ＣＮＣ
系统、主轴部件、纵横向进给部件、伺服驱动装置等，让学生掌握数控加工设备
的结构、工作原理，从而达到自如地操作、维护设备的目的。每章后附有一定的
思考题供读者选用。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数控类、机制类、模具类、机电一体化类专业用教材，
也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书籍。



书书书

前　　言

本书是从高职教育的实际出发，根据高等职业技术教学要求，确定了编写的指导思想

和教材特色，以工程应用为目的，加强了针对性和实用性，强化了实践教学。本书以企业

中使用较广泛、具有先进性的数控机床为主线，介绍数控机床工作原理、传动结构及调整、

数控机床的操作、计算机数控装置的硬件及软件、伺服驱动与检测、数控机床典型结构。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技术院校、高等学校专科、职工大学、业余大学、夜大、函授大学、

成人教育学院等数控技术应用专业、数控机床加工专业、机械制造专业、机电一体化专业

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数控机床使用、维修等工作的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全书共９章，总课时为４２～５４学时，各院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内容的取舍。

本书由陈少艾任主编，十堰职业技术学院许明涛和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邱文萍任

副主编。第１、２、４章由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陈少艾编写，第３、７章由武汉船舶职业技

术学院周兰编写，第５章由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郑丽萍编写，第６章由武汉铁路职业技

术学院邱文萍编写，第８章由十堰职业技术学院许明涛编写，第９章由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毛伟编写。全书由陈少艾提出总体构思及编写思想，并负责统稿和定稿。

本书编写时参阅了有关院校、工厂、科研单位的教材、资料和文献，并得到许多同行专

家、教授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限于编者的水平和经验，书中难免有不少缺点或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０８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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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是教师教学的脚本，是学生学习的课本，是学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载体。优秀

教师研制优质教材，优质教材造就优秀教师，培育优秀学生。教材建设是学校教学最基本

的建设，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最基础性的工作。

高职教育是中国特色的创举。我国创办高职教育时间不长，高职教材存在严重的“先

天不足”，如中专延伸版、专科移植版、本科压缩版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高职教育教

学质量的提高。因此，根据高职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目标和教育教学实

际需求，研制优质教材，势在必须。

２００５年以来，湖北省高教学会高职高专教育管理专业委员会（简称“高职专委会”）高

瞻远瞩，审时度势，深刻领会国家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之精

神，准确把握高职教育发展之趋势，积极呼应全省高职院校发展之共同追求；大倡研究之

风，大鼓合作之气；组织全省高职院校开展“教师队伍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

设”（简称“四个建设”）的合作研究与交流。旨在推进全省高职院校进一步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创新教育思想，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走产学结合

发展道路；推进高职院校培育特色专业、打造精品课程、研制优质教材、培养高素质的教师

队伍，提升学校整体办学实力与核心竞争力；促进全省高职院校走内涵发展道路，全面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

湖北省教育厅将高职专委会“四个建设”系列课题列为“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

划专项资助重点课题”。全省高职院校纷起响应，几千名骨干教师和一批生产、建设、服

务、管理一线的专家，一起参加课题协同攻关。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坚持平等合作，相互交

流；坚持研训结合，相互促进；坚持课题合作研究与教材合作研制有机结合，用新思想新理

念指导教材研制，塑造教材“新、特、活、实、精”的优良品质；坚持以学生为本，精心酿造学

生成长的精神食粮。全省高职院校重学习研究，重合作创新蔚然成风。

这种以学会为平台，以学术研究为基础开展的“四个建设”，符合教育部关于提高教育

教学质量的精神，符合高职院校发展的需求，符合高职教师发展的需求。



在湖北省教育厅和湖北省高教学会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湖北省高教学会秘书处的

指导下，经过两年多艰苦不懈的努力和深入细致的工作，“四个建设”合作研究初见成效。

湖北省高职专委会与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武汉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等知名出

版单位携手，正陆续推出课题研究成果：“湖北高职‘十一五’规划教材”，这是全省高职集

体智慧的结晶。

交流出水平，研究出智慧，合作出成果，锤炼出精品。凝聚集体智慧，共创湖北高职教

育品牌———这是全省高职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心声！

湖北省高教学会高职专委会主任　黄木生

２００８年６月

２ 现代数控加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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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数控机床基础知识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机械产品的质量和生产率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为了
有效地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一种新型的数字
程序控制机床应运而生。它有效地解决了在普通机床加工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为单件、
小批量生产的精密复杂零件提供了自动化加工手段。

第一部分　教学组织
一、教学目的
掌握数控加工的特点，数控机床的组成、工作原理及分类，数控机床的发展过程和趋势。
建立对数控机床的总体认识，并为后面章节讲到的学习要点作好铺垫。

二、预备知识提示

表１－１

知识点 内容

普通车床和铣床的结构认识、操

作能力和运动分析能力

１．给出普通车床结构示意图，要求学生分析车床的成形运动，指出

车床的基本构成和各部分的作用

２．给出普通立式铣床结构示意图，要求学生分析铣床的成形运动，

指出铣床的基本构成和各部分的作用

数控机床认识 通过参观实习，认识各类数控车床、数控铣床、加工中心等机床

三、教学节奏与方式

表１－２

节拍 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 参考学时

１ 数控机床的分类
重点讲授 液压与气动技术的应用
边学边议 议一议你见过的液压与气压系统

２
数控机床的工

作原理及组成

重点讲授 液压与气动技术的发展概况

边学边议
上网收集液压与气动技术的发展

动态，与同学议一议

３
数控机床的主要

性能指标与功能
重点讲授 液压与气动系统的工作原理
边学边议 液压与气动系统的工作原理

４

５

２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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