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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加工工艺与编程》

内容概要

《数控加工工艺与编程》根据工作过程和任务驱动的先进教学理念，以数控加工中的典型加工面为载
体，重点突出与操作技能相关的必备专业知识，理论知识以“必需、够用”为原则编写而成。在教材
内容方面，安排了数控车削编程模块、数控铣削编程模块和数控电火花线切割编程模块，三个模块中
包含圆柱（锥）面、成形面、螺纹（面）、孔（面）、轮廓（面）、腔槽（面）和模具轮廓面数控加
工程序的编程等七个情境，每个情境中设置了若干任务，每个任务的内容相对独立，情境中各任务的
难度总体上呈递进关系，情境后配有拓展训练任务，供学生课后训练使用。
《数控加工工艺与编程》可作为高职高专数控技术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行业的岗位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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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加工工艺与编程》

书籍目录

数控车削编程模块　情境一　圆柱（锥）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一　外圆柱面Ⅰ数控加工程序
的编制    任务二　外圆锥面Ⅰ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三　外圆柱面Ⅱ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
四　外圆锥面Ⅱ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五　外圆柱（锥）面Ⅰ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六　外
圆柱（锥）面Ⅱ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七　窄槽（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八　宽槽（面
）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九  内、外圆柱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十  内沟槽（面）数控加工
程序的编制    任务十一  内阶梯孔（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拓展训练任务　情境二　成形面数控加
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十二  凸圆弧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十三　凹圆弧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十四  内圆弧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十五　成形面Ⅰ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十六　成形
面Ⅱ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拓展训练任务　情境三　螺纹（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十七　外
圆柱螺纹（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十八　外圆锥螺纹（面）Ⅰ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十
九  内螺纹（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二十　外圆锥螺纹（面）Ⅱ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二
十一　复合外圆面（锥面、柱面、成形面、螺纹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拓展训练任务数控铣削编
程模块  　情境四　孔（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二十二钻孔（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
二十三铣孔（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二十四螺纹孔（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二十五
镗孔（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拓展训练任务　情境五　轮廓（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二
十六　大平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二十七　台阶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二十八  内轮廓（
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二十九　外轮廓（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拓展训练任务　情境六
　腔槽（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三十　封闭直槽（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三十一　
圆弧槽（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三十二　开式沟槽（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三十三
　内型腔（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三十四　对称腔槽（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三十
五　椭圆腔槽（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拓展训练任务数控电火花线切割编程模块　情境七　模具
轮廓（面）数控电火花线切割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三十六  凸模轮廓（面）数控线切割加工程序的编
制    任务三十七　凸凹模轮廓（面）数控线切割加工程序的编制    拓展训练任务附录A　数控基础知识
附录8　引导文及教学内容实施过程附录C　课程总评分表，附录D　教师评价表（教师用表）附录E
　学习档案评价表（教师用表）附录F  学生自我评价及小组评价表（学生用表）附录G　数控加工操
作考核（参考）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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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加工工艺与编程》

章节摘录

　　数控车削编程模块　　情境一　圆柱（锥）面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任务一　外圆柱面Ⅰ数控
加工程序的编制　　二、学习导读　　1．数控编程的内容　　数控编程的内容主要包括分析图样并
确定加工工艺过程、数值计算、编写零件加工程序、程序输入、程序校验和试切削。　　（1）分析
图样并确定加工工艺过程：分析图样，根据零件的材料、形状、尺寸、精度、毛坯形状和热处理要求
等确定加工方案，选择合适的数控机床。然后确定加工工艺过程，主要考虑：确定加工方案，刀具、
工夹具的设计和选择，选择对刀点，确定加工路线，确定切削用量等。　　（2）数值计算：按已确
定的加工路线和允许的零件加工误差，计算出所需的输入数控装置的数据。其主要内容是在规定的坐
标系内计算零件轮廓和刀具运动的轨迹的坐标值。　　（3）编写零件加工程序：根据所使用数控系
统的指令、程序段格式，逐段编写零件加工程序。　　（4）程序输入：将编制好的程序单上的内容
输入至数控装置中。　　（5）程序校验和试切削：通常采用空走刀校验、空运转画图校验等。　　2
．加工程序段的构成　　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方法主要有两种：手工编程和自动编程。　　手工编程
指主要由人工来完成数控编程中各个阶段的工作。一般对几何形状不太复杂的零件，所需的加工程序
不长，计算比较简单，用手工编程比较合适。　　手工编程的特点是耗费时间较长，容易出现错误，
无法胜任复杂形状零件的编程。据国外资料统计，当采用手工编程时，一段程序的编写时间与其在机
床上运行加工的实际时间之比，平均约为30：1，而数控机床不能开动的原因中有20％～30％是由于加
工程序编制困难、编程时间较长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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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加工工艺与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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