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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版前言

本书被列为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在编写过程中，编者遵从新时代中国特

色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要求，从高等职业教育的实际出发，以发展素质教育、服务国家与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为目的，在理论上以 “必需、够用”为主，加强职业的针对性和

技术的实用性，突出人才的创新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着重介绍了冲压模具和塑料模具的结

构及制造等。另外，本书还对模具的装配、保养与维护做了简单介绍。

本书从模具设计的实用角度出发，以模具加工的实际生产为基础，以掌握模具设计基础

知识为目标。在介绍模具设计、模具零件的加工和选用、模具装配精度的选择及模具的日常

维护等基本知识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生产应用较多的冷冲压模具和塑料成形模具的设计与

典型零件加工工艺。全书系统性、综合性强。书中精选的典型示例，均经过实践检验，具有

很高的可信度。

本书是高等职业教育机电类专业的通用教材，适合高职高专机械类和非机械类专业使

用，也可供企业或培训机构用于拓展专业知识、提高择业转岗能力。本书按冲压工艺、塑料

成形、模具制造三大块组织编写材料，内容较丰富、全面。使用本书时，各学校可按自己的

实际情况适当取舍。参与编写本书的人员包括具有丰富模具设计、制造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

和长期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的一线教师。

本书由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的赵华教授主编并对全书进行了统稿，由佛山职业技术学

院的李大成教授主审，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其中，绪论及模块五～模块七由赵华

编写；模块一、模块九由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漆军编写；模块二由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

院的田学锋编写；模块三、模块四由广东职业技术学院的吴卫萍编写；模块八由鹤壁职业技

术学院的刘洁编写；模块十、模块十二由深圳市卫国教育有限公司的郑振华编写；模块十

一、模块十三由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的赵天明编写。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领导的关心和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

了从事模具专业教学部分老师的大力帮助，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本书

的电子课件及部分参考资料 （如常用材料及热处理要求、一些注射机成形的工艺参数等）可

到华信教育资源网 （ｗｗｗ．ｈｘｅｄｕ．ｃｏｍ．ｃｎ）下载。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上技术发展迅速，本书难免有不足之处，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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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绪　　论

１模具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模具是工业产品生产应用较广的重要工艺装备，也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重要基础之

一。模具因其加工效率高、互换性好且节省原材料而得到广泛的应用。

随着机械工业（尤其是汽车行业）、电子工业、航空工业、仪器仪表工业和日常用品工业的

发展，模具成形制件的需求越来越多，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模具技术能促进工业产品的发展

和质量的提高，并能获得很高的经济效益。模具是“效益放大器”———用模具生产的产品，其价

值往往是模具价值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美国工业界认为“模具工业是美国工业的基石”；而

在日本，模具被誉为“进入富裕社会的原动力”；在德国，模具则被冠以“金属加工业之王”的称

号；在罗马尼亚，则将其视为“黄金”。因此，模具技术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产品制造水平的重

要标志之一。

模具工业在我国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业之一。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如机

械、电子、汽车、石油化工和建筑业等都要求模具工业的发展与之相适应，都需要大量模具，特

别是汽车、电机、电器和通信等产品中６０％～８０％的零部件都要依靠模具成形。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的模具工业已初具规模，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目前我国已制定模具

技术国家标准５０多项，包括３００多个标准号。在模具ＣＡＤ／ＣＡＭ／ＣＡＥ技术、模具的电加工

和数控加工技术、快速成形与快速制模技术、３Ｄ打印技术及新型模具材料等方面都有显著进

步。在精度方面，塑件的尺寸精度可达ＩＴ６和ＩＴ７，型面的表面粗糙度值犚犪可达０．０５～

０．０２５μｍ，并且模具的使用寿命超过１００万次。我国现已拥有模具企业１．８万家，仅浙江省的

宁波和黄岩地区，从事模具制造的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就多达数千家，成为国内知名的“模具

之乡”和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

２模具技术的发展趋势

虽然我国模具工业在过去十余年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许多方面与工业发达国

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例如，精密加工设备在模具加工设备中的比重仍较低，ＣＡＤ／ＣＡＭ／

ＣＡＥ技术的普及率不高，以及许多先进的模具技术应用不够广泛等，致使相当一部分大型、精

密、复杂和寿命长的模具仍依赖进口。

未来我国模具技术的发展趋势可以归纳如下：

（１）全面推广应用ＣＡＤ／ＣＡＭ／ＣＡＥ技术。模具ＣＡＤ／ＣＡＭ／ＣＡＥ技术的出现与应用是

模具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２）提高模具标准化水平和模具标准件的使用率。模具标准化水平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

了一个国家模具工业发展的水平。当前我国模具标准化程度正在不断提高，据估计我国模具

标准件使用率已达到３０％左右。而工业发达国家一般为８０％左右。

（３）发展优质模具材料并采用先进表面处理技术。模具材料的选用及热处理在模具设计

与制造中是一个涉及模具加工工艺、模具寿命、制件成形质量和成本的重要问题。

（４）模具制造技术的高效化、快速化。随着模具制造技术的发展，许多新的加工技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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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设备不断出现，模具制造手段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先进。对于形状复杂的曲面制件，为了

缩短研制周期，采用快速成形制造技术（ＲＰＭ）———一种综合运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数控技术、

激光技术和材料科学发展成果的技术，快速自动完成复杂的三维实体（模型）制造。采用这种

技术制造模具，所需时间仅为传统加工方法的１／３，而成本也只是传统加工方法的１／４左右。

（５）快速测量与逆向工程技术的应用。在模具产品的开发设计与制造过程中，往往需要

把实物样件通过一定的三维数据采集方法，将实物原型转化为ＣＡＤ造型，这种由实物样件获

取产品数学模型的相关技术，称为逆向工程或反求工程技术。对于具有复杂曲面零件的模具

设计，通过这种技术可以快速、正确地把复杂的实物复制出来，也可通过实物制造模具再进行

复制。

（６）模具的复杂化、精密化和大型化。为适应各种工业产品的使用要求，模具技术正向着

复杂化、精密化和大型化方向发展。大型模具成形表面的加工向计算机控制和高精密加工方

向发展，数控加工中心、数控电火花成形设备及数控连续轨迹坐标磨床的推广使用，是提高模

具制造技术水平的关键之一。

３模具的分类

（１）按模具所加工材料的再结晶温度可分为冷变形模具、热变形模具和温变形模具。

① 冷变形模具。变形在再结晶温度以下进行，产生加工硬化，使塑料变形抗力增大、模具

承受载荷的能力增加。它可以分为冷冲压、冷挤、冷镦和冷拔模４类。用冷变形模具加工制品

的精度、表面质量、生产率及力学性能均较高，材料利用率也高。

② 热变形模具。变形在再结晶温度以上进行，加工硬化和再结晶软化两种过程同时进

行，使塑性变形抗力较小、模具承载相应较低。但加工温度高，受高温的影响较大。它主要分

为热锻、热镦、热挤和热冲模。

③ 温变形模具。变形介于冷、热变形之间，既比冷变形模具温度高，从而降低了塑性变形

抗力，减小了模具的承载，又低于再结晶温度，使制品保留了加工硬化，具有较高的力学性能。

（２）按模具的用途可分为锻造模具、冲压模具、挤压模具、拉拔模具、压铸模具、塑料模具、

橡胶模具、陶瓷模具、玻璃模具及其他模具等。

模具设计与制造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灵活性均较强的机电类专业通用课程。本课程的

特点是包含面广、内容丰富且综合性强。因此，在学习时，要善于将已学过的“模具材料及热处

理”“互换性与技术测量”和“机械制造工程”等知识同本课程的知识结合起来，并加以合理的运

用。本课程同生产实际密切相关，其理论源于生产实际，是长期生产实践的总结。因此，学习

本课程时必须注意结合生产实际情况。只有通过实践教学环节（模具实训、课程设计及模具加

工参观实习）的配合，深入生产实际有了感性认识，才能掌握本课程的知识，合理地进行模具设

计并正确地制定模具制造工艺，从而系统掌握模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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