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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基础》

课程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总学时为学时数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总学时为周数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315101 总学时 48 学分 3

课程名称 机械制造基础

课程英文名称 Fundamental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适用专业 机械电子工程

先修课程 《机械制图》、《金工实习》等

开课部门 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机电系

二、 课程性质与目标

本课程是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课程的主要任务是

系统学习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使学生初步掌握常用工程

材料的性能特点、常用机械制造方法的基本原理与工艺特点等相关基础知识，使

学生初步具备依据机械零件设计要求选用合适材料、选择合理毛坯成形方法及机

械加工方法、制定可行机械加工工艺路线的能力，为学生后续专业课的学习、毕

业设计及将来的工作打下初步基础。

课程目标 1：学生应掌握常用工程材料的性能特点

课程目标 2：学生应掌握常用机械制造方法的基本原理与工艺特点

课程目标 3：学生初步具备依据机械零件设计要求选用合适材料、选择合理

毛坯成形方法及机械加工方法、制定可行机械加工工艺路线的能力

课程思政目标：培育学生的科学精神、工匠精神

三、 课程教学基本内容与要求

1、教学基本内容

(1) 工程材料的结构与性能

材料原子的相互作用，晶体材料的原子排列，合金的晶体结构，工程材料的

性能。

(2) 金属材料的凝固与固态相变

纯金属的结晶，合金的凝固，铁碳合金平衡态的相变基础，钢在加热时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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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钢在冷却时的转变。

(3) 金属材料的塑性变形

单晶体和多晶体的塑性变形，金属的形变强化，塑性变形金属在加热时组织

和性能的变化，塑性加工性能及影响因素。

(4) 金属材料热处理

钢的退火、正火、淬火、回火、表面淬火及化学热处理。

(5) 金属材料

结构钢、合金钢、工具钢、铸铁、有色金属及合金等。

(6) 铸造

砂型铸造、特种铸造、金属或合金的铸造性能、铸件结构工艺性等。

(7) 塑性加工

锻造成形、板料冲压成形、塑性加工零件的结构工艺性。

(8) 焊接

电弧焊、电阻焊、摩擦焊、钎焊等焊接方法、焊接结构设计的工艺性、常用

金属材料的焊接。

(9) 金属切削加工基础知识

切削运动、金属切削刀具、金属切削过程、切削用量的合理选择、工件材料

的切削加工性。

(10) 切削加工机床基础知识

机床的分类、机床的传动、机床的构造、数控机床。

(11) 常用切削加工方法

车削、钻削、刨削、铣削、磨削等常用切削加工方法的工艺特点及应用。

(12) 零件典型表面的加工

外圆表面、内孔表面、平面等简单表面的加工方法。

(13) 机械加工工艺过程

尺寸链、机械加工工艺过程制定、工件的安装与机床夹具。

(14) 零件的结构工艺性

结构工艺性的一般原则。

(15) 先进制造技术

特种加工技术、快速成形技术。

2、教学基本要求

(1) 要求学生了解材料原子的相互作用，晶体材料的原子排列，要求掌握合

金的晶体结构，工程材料的性能。

(2) 要求学生掌握纯金属的结晶，合金的凝固，铁碳合金平衡态的相变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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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在加热时的转变，钢在冷却时的转变。

(3) 要求学生了解单晶体和多晶体的塑性变形，掌握金属的形变强化，塑性

变形金属在加热时组织和性能的变化，塑性加工性能及影响因素。

(4) 要求学生掌握金属材料热处理（钢的退火、正火、淬火、回火）等。

(5) 要求学生掌握结构钢、合金钢、工具钢、铸铁、有色金属及合金等。

(6) 要求学生掌握造型方法、浇注位置与分型面的选择原则，掌握铸件的凝

固与收缩、铸造内应力、变形裂纹、气孔等物理现象的成因和铸件结构设计方法。

(7) 要求学生掌握锻造成形的加工方法和塑性加工零件的结构工艺性、熟悉

金属塑性变形实质。了解挤压、轧制、拉拔成形等先进的压力加工方法。

(8) 要求学生掌握手工电弧焊、埋弧自动焊的焊接过程和特点、焊件的结构

工艺性。熟悉气体保护焊、电渣焊的焊接过程与焊件结构设计方法，了解焊接应

力与变形特点和电阻焊、摩擦焊、钎焊等焊接方法。了解焊接技术最新发展动态。

(9) 要求学生掌握切削运动与切削要素，了解金属切削刀具的结构与材料，

了解金属切削过程中的变形、切削力、切削热与切削温度，了解刀具的磨损过程

与刀具寿命，了解切削用量的合理选择，了解工件材料的切削加工性。

(10) 要求学生了解常用的切削机床，了解机床的传动方式，了解机床的构

造方式，了解数控机床的组成与特点。

(11) 要求学生掌握车削、钻削、刨削、铣削、磨削等常用切削加工方法的

工艺特点及应用

(12) 要求学生熟悉外圆表面、内孔表面、平面等简单表面的加工方法。

(13) 要求学生掌握尺寸链的基本计算方法，掌握机械加工工艺过程的制定，

了解工件在夹具中的夹紧、定位，了解机床夹具。

(14) 要求学生熟悉机械零件结构工艺性的一般原则。

(15) 要求学生了解电火花加工、电解加工、激光加工、超声波加工等特种

加工技术，了解快速成形技术。

四、 课程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讲授 实验 上机

课内

学时

小计

课外

学时

1.工程材料的结构与性能 4 2 6

2.金属材料的凝固与固态相变 2 2 4

3.金属材料的塑性变形 2 2

4.金属材料热处理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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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属材料 2 2

6.铸造 2 2

7.塑性加工 2 2

8.焊接 2 2

9.金属切削加工基础知识 8 8

10.切削加工机床基础知识 2 2

11.常用切削加工方法 4 4

12.零件典型表面的加工 2 2

13.机械加工工艺过程 4 4

14.零件的结构工艺性 2 2

15.先进制造技术 2 2

合 计 44 4 48

五、 实践性教学内容的安排与要求

实践性教学为金属学基础实验，该实验为课内实验，要求学生能正确使用测

量仪器，掌握测量方法，实验安排如下：

实验一：金属材料的硬度实验

了解硬度测定的基本原理及应用范围，掌握测定钢试样的布氏、洛氏、显微

硬度值的方法。

实验二：铁碳合金平衡状态显微组织分析

了解铁碳合金（碳钢和白口铁的显微组织）在平衡状态下的显微组织，分析

碳钢与白口铁的组织和铁碳相图之间的关系，分析含碳量和金相组织之间的关

系。

六、 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本课程讲课使用多媒体教学设备，采用图片、动画、视频等手段使教学更直

观、生动，教学效果更好。

七、 教材与参考资料

1.教材

李玉平 主编 《机械制造基础》，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2.参考资料

吕广庶 主编 《工程材料及成形技术基础》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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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代东 主编 《机械工程材料应用基础》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1.

于骏一 主编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第 2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年.

任家隆 主编 《机械制造基础》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八、 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本课程的考核分为三部分：期末考试分占 70％，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考试

采用闭卷考试方式。平时成绩包含三部分，其中，上课考勤占总成绩的 10％，

平时作业占总成绩的 10％，课程实验占总成绩的 10％。各考核环节具体安排如

下：

成绩组成 考核/评价环节 分值 考核/评价细则

平时成绩

30%

考勤 10
主要考核学生上课的出勤率，按 10%计入总

成绩。

平时作业 10

主要考核学生对每节课知识点的复习、理解

和掌握程度，计算全部作业的平均成绩再按

10%计入总成绩。

实验 10

主要考核铁材料硬度、碳合金平衡状态显微

组织分析实验等内容。按照 10%计入课程总

成绩。

期末考试

70%

期末考试卷面成

绩
70

主要考核工程材料的结构与性能、金属材料

的凝固与固态相变、金属材料的塑性变形、

金属材料热处理、常用金属材料、铸造、塑

性加工、焊接、金属切削加工基础知识、切

削加工机床基础知识、常用切削加工方法、

零件典型表面的加工、机械加工工艺过程、

零件的结构工艺性、先进制造技术等内容。

按照 70%计入课程总成绩。

九、 大纲制(修)订说明

大纲执笔人：何东，周续

大纲审核人：王海波

开课系主任：王海波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刘东

制（修）订日期：2021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