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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技术（11184）》自学考试大纲 

 

Ⅰ  课程的性质与设置目的 

一、课程性质、特点和设置目的 

《先进制造技术》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一门专业课。主要介绍先进制

造技术的内涵、体系、结构及发展趋势，以及现代设计技术、先进制造工艺技术、制造

自动化技术、现代生产管理技术和先进制造生产模式，全面介绍先进制造技术的基本内

容和最新技术成果，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的关键技术之一。 

本课程的特点是实践性、综合性较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全面了解制造技

术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掌握先进制造技术的方法、先进制造工艺、更新制造技术理念，

本门课程涉及到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现代检测

技术等多学科内容，为在机电一体化系统中的应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考生： 

1．了解先进的制造技术，掌握精密切削、磨削原理、高速切削原理，使学生了解

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使学生能够理解精密加工，特种加工，高速加

工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2．掌握当今先进的制造技术与方法，并具备新工艺、新设备的研究开发设计的初

步能力，具有初步的分析和选用先进制造技术方法解决基本的机械加工问题的能力。 

3．了解当前最新的先进制造技术与方法的同时，获取本专业创新途径，掌握基本

创新方法，并且加深了解该专业领域的规范，能够在工程实践中遵守工程职业道德。 

4． 考生完成课程安排的必做试验，以培养实践技能，从而加深本课程基本知识的

理解。 

在自学过程中，要求考生在通读教材、理解和掌握所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的基础

上，结合习题与思考题及实例分析，提高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关系 

学习本课程前考生应具有：电工、电子学、工程材料、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等基础知

识，以便使考生顺利地理解和掌握《先进制造技术》的基本知识。本课程为学习“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学习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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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绪 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初步认识制造技术与制造系统、我国制造业的成就现状和发展方

向。 

二、课程内容 

0.1 制造技术与制造系统 

0.1.1制造与制造技术 

0.1.2制造系统与制造工程 

0.2 制造业的发展与作用 

0.2.1制造业的概念及其分类 

0.2.2制造业的发展历程 

0.2.3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间的地位和作用 

0.3 我国制造业的成就现状和发展方向 

0.3.1我国制造业的成就 

0.3.2我国制造业的现状 

0.3.3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0.4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学习要求 

0.4.1本书的主要内容 

0.4.2本书的学习要求及学习方法 

三、考核知识点 

1. 制造与制造技术、制造系统与制造工程的定义。  

2. 制造业的概念及其分类。 

3. 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1. 制造与制造技术、制造系统与制造工程的定义。 

第一章   先进制造技术概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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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初步认识先进制造技术的产生，内涵、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二、课程内容 

1.1 先进制造技术的产生 

1.1.1先进制造技术的产生背景 

1.1.2世界经济强国发展先进制造技术的概括 

1.1.3先进制造技术的内涵与特征 

1.2 先进制造技术的体系结构和分类 

1.2.1现金制造技术的体系结构 

1.2.2先进制造技术的分类 

1.3 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趋势 

三、考核知识点 

1. 先进制造技术的内涵与特征。  

2. 先进制造技术体系结构。 

3. 先进制造技术的分类。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1. 先进制造技术提出的背景。 

2. 先进制造技术的内涵与特征。 

3. 先进制造技术的主体技术群和支撑技术群包括的主要内容。 

4．数字化制造、极端化制造、虚拟制造、智能制造技术的内涵。 

（二）领会 

1.集成化体现的几个主要方面。 

2.采用虚拟制造的必要性 

3. 大力推行智能制造的必要性 

第二章   先进设计技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初步认识先进制设计技术的产生，内涵、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二、课程内容 

2.1 先进设计技术概述 

2.1.1先进设计技术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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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先进设计技术的体系结构 

2.1.3先进设计技术的特征 

2.2 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 

2.2.1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内容和特征 

2.2.2CAD技术的主要研究内容 

2.2.3三维 CAD技术 

2.2.4数字化设计举例 

2.3计算机辅助工程分析 

2.3.1概述 

2.3.2 CAE技术的主要内容及常用软件 

2.3.3 CAE的关键技术 

2.3.4  CAE的应用举例 

2.4 计算机辅助工艺规程设计 

2.4.1计算机辅助工艺规程设计的概念、组成、作用 

2.4.2 CAPP系统的零件信息描述与输入 

2.4.3泰生型 CAPP系统  

2.4.4创成型 CAPP系统 

2.5 模块化设计 

2.5.1 模块化设计概述 

2.5.2机械模块化设计的分类 

2.5.3模块化设计过程 

2.5.4模块化设计的关键技术 

2.5.5典型案例-数控成型磨纸机的计算机辅助模块化设计 

2.6 逆向工程 

2.6.1逆向工程概述 

2.6.2 逆向工程设计的基本方法 

2.6.3逆向工程设计的基本步骤 

2.6.4逆向工程设计的关键技术 

2.6.5应用举例-发动机气道曲面反求技术 

2.7 全生命周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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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全生命周期设计的内涵与特点 

2.7.2并行设计的概念特征和关键技术 

2.7.3绿色设计的概念特征和关键技术 

2.7.4全生命周期设计的应用举例-汽车的全生命周期设计 

2.8，其他先进设计技术 

2.8.1创新设计 

2.8.2优化设计 

2.8.3 价值工程 

2.8.4 可靠性设计 

三、考核知识点 

1. 先进设计技术的内涵、体系结构及特征。 

2.  CAD技术的主要研究内容。 

3. 计算机辅助工艺规程设计的概念、组成、作用。 

4. 模块化设计的含义、分类、设计过程及关键技术 

5.逆向工程设计、并行设计、绿色设计的关键技术 

6.模块化设计、逆向工程、全生命周期设计的应用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1. 先进设计技术的内涵与特点。 

2. CAE技术的主要内容及常用的 CAE 软件。 

3. 模块化设计的含义与共分类。 

4. 模型重构技术、全生命周期设计、绿色设计的内涵。 

（二）领会 

1. CAD技术是先进设计技术的主体的根本原因。 

2. CAPP系统的零件信息描述和输入方法。 

3. 模块化设计的关键技术、逆向工程的关键技术、绿色设计的关键技术、并行设

计的关键技术 

（三）简单应用 

1. 价值工程方法应用的程序。 

2. 可靠性设计的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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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新思维模式以及它们各自在产品创新中的运用。 

第三章   先进制造工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初步认识先进制造工艺的内涵、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二、课程内容 

3.1 先进制造工艺的发展及其内容 

3.1.1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 

3.1.2先进制造工艺的内容 

3.2 近净成型工艺 

3.2.1 近净成型的概念及其发展 

3.2.2精密铸造技术 

3.2.3 精密粉末冶金技术 

3.2.4精密锻造成形技术 

3.3超精密加工 

3.3.1 超精密加工技术概述 

3.3.2超精密加工的关键技术 

3.3.3金刚石超精密车削 

3.3.4超精密磨削技术 

3.3.5超积木研磨与抛光 

3.3.6超几米加工技术的发展趋势 

3.4 超细微纳加工技术 

3.4.1微细纳米加工技术概述 

3.4.2微细加工技术 

3.4.3 纳米加工技术 

3.4.4 微纳加工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3.5 高速加工技术 

3.5.1高速加工技术的概念 

3.5.2超高速加工机理 

3.5.3高速加工技术的特点及优势 

3.5.4高速加工技术的发展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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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高速加工关键技术 

3.6现代特种加工技术 

3.6.1特种加工技术概述 

3.6.2激光加工 

3.6.3 电子束加工 

3.6.4离子束加工 

3.6.5超声波加工 

3.7快速原型制造技术 

3.7.1快速原型制造技术概述 

3.7.2，典型的快速原型制造工艺 

3.7.3快速原型制造技术的应用 

3.7.4快速原型制造技术的发展 

3.8绿色制造技术 

3.8.1绿色制造技术概述 

3.8.2绿色加工 

3.8.3在制造技术 

3.8.4可重构制造技术 

3.9生物制造技术 

3.9.1生物制造概述 

3.9.2 生物工程的研究方法 

3.9.3生物制造的应用 

3.9.4生物制造技术展望 

三、考核知识点 

1. 先进制造工艺的内容。 

2. 近净成型的概念。 

3. 陶瓷型铸造、熔模铸造、压力铸造、半固态铸造等铸造方法的含义。 

4．精密锻造成形技术的发展趋势。 

5. 超精密加工机床的设计的主要内容。 

6. 超精密加工机床基础部件技术。 

7. 微细/纳米加工技术的概念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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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微细电火花加工的含义。 

9. 金刚石超精密车削机理与特点。。 

10. 超精密磨削机理。 

11. 超精密研磨与抛光机理 

12. 微型机械系统的特点 

13. 器件的纳米制造方法。 

14. 微纳加工技术的发展。 

15. 超高速切削的概念 

16. 高速加工的优点 

17. 特种加工的特点 

18. 激光加工技术及其在工业中的应用 

19. 电子束加工装置的组成。 

20. 离子束加工的原理和物理基础。 

21. 刻蚀加工的应用、镀膜加工的应用 

22. 超声波加工基本原理。 

23. 超声波加工装置的组成。 

24. 快速原型制造技术的基本原理。 

25. 快速原型制造技术的特点。 

26. 三维印刷及其特点。 

27. 快速原型制造技术的应用。 

28. 绿色制造技术的概念与内涵。 

29. 绿色加工的关键技术。 

30. 干式切削与磨削技术 

31. 再制造技术的内容与作用 

32. 可重构制造系统的定义及特点。 

33. 生物制造的对象与方法。 

34. 生物制造工程的体系结构 

35. 生物制造的应用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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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进制造工艺技术的含义及其主要内容。 

2. 超精密加工技术的定义、特点、分类。 

3. 超精密切削刀具应具备的主要条件。 

4. 微细加工的含义，目前常见的微细加工方法。 

5. 绿色制造的定义及特点。 

6. 绿色材料和在绿色设计中选择材料的原则。 

7. 再利用、再制造、再循环的含义。 

（二）领会 

1.超精密加工的关键技术。 

2. 超精密加工对机床设备和环境要求 

3. 与常规机电系统相比，微机电系统具有的特点。 

4. 微细加工与一般尺度的加工的主要区别。 

5.  实施高速切削加工的关键技术。 

6. 现代特种加工技术主要的种类及其适应场合。 

7. 试述快速原型制造技术的基本原理及工艺特点。 

8.绿色制造涉及的三个问题、三项内容。 

9. 绿色加工的关键技术。 

10. 可重构制造系统及其特征。 

11. 仿生制造和生物成形制造的基本内容。 

（三）简单应用 

1. 超精密磨削一般采用的砂轮类型及砂轮应修整方法。 

2. 直接激光制造与选择性激光烧结的区别。 

3. 从污染控制方面考虑两种绿色加工方法。 

4.可重构制造装备与柔性制造系统、传统的刚性生产线的区别。 

第四章  制造自动化技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认识制造自动化技术的内涵、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二、课程内容 

4.1 制造自动化技术概述 

4.1.1制造自动化技术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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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制造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历程 

4.1.3制造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趋势 

4.2 现代数控加工技术 

4.2.1数控机床的概述 

4.2.2五轴联动数控机床 

4.2.3并联运动机床 

4.2.4 开放式计算机数控系统 

4.2.5机床数控技术的发展趋势 

4.3，工业机器人技术 

4.3.1，工业机器人的基本概念 

4.3.2，工业机器人的控制系统 

4.3.3机器人的应用 

4.4 柔性制造技术 

4.4.1柔性制造技术概述 

4.4.2柔性制造系统 

4.4.3，柔性制造系统的加工系统 

4.4.4柔性制造系统的物料运输系统 

4.4.5柔性制造系统的刀具管理系统 

4.4.6柔性制造系统的控制系统 

4.4.7柔性制造系统的应用举例汽车零件的柔性制造 

4.5自动检测与监控技术 

4.5.1传感技术基础 

4.5.2 检测与监控系统的组成 

4.5.3自动化加工系统的检测 

4.5.4自动化加工的监测系统 

三、考核知识点 

1. 制造自动化的广义内涵。 

2．制造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趋势。 

3. 数控机床定义、组成、按运动轨迹分类。 

4．开环、闭环控制数控机床的含义及使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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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传统机床相比，并联运动机床具有的优点。 

6. 开放式计算机数控系统的概念与特征。 

7. 工业机器人的定义、分类及基本组成、应用范围。 

8. 柔性制造系统的定义、特征、组成、应用范围。 

9. 柔性制造系统的加工系统应满足以下性能要求。 

10. 柔性制造系统的物料运储系统的组成。 

11. 自动化仓库的含义及功能。 

12. 柔性制造系统的刀库及其选刀方式.  

13. 传感器的定义、组成、分类、传感检测方法。 

14. 自动化加工的监控系统的组成。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1. 制造自动化的含义。 

2. 制造自动化的目标。 

3. 数控技术的含义及数控机床的构成。 

4. 五轴联动数控机床的含义，五轴联动数控机床在零件加工方面的优势。 

5. 柔性制造系统及其组成。 

6. 广义的柔性制造系统的类型及适用于的场合。 

7. 柔性制造系统中常见的物料运输装置的种类。 

8. 自动导引小车的导向方法的何特点。 

（二）领会 

1. 广义制造中的制造自动化与狭义制造中的制造自动化的区别。 

2. 刚性自动化的特点、柔性自动化主要解决的问题。 

3. 开放式数控系统及其开发开放式数控系统的必要性。 

4. 基于 PC的开放式数控系统的体系结构及特点。 

5. 人在柔性制造系统中仍起着重要作用的原因及其人发挥的主要任务 。 

6. 物料运储系统的作用及组成。 

7. 物料运储系统的作用及组成。 

8. 计算机控制与管理系统的主要任务。 

9. 刀具管理系统的主要职能及典型的柔性制造系统的刀具自动管理系统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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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自动化仓库的组成和功能。 

11. 刀具的自动监控方式。 

（三）简单应用 

1. 柔性制造系统加工系统常用的配置形式，互替式与互补式机床配置形式的特点。 

2. 柔性制造系统的控制系统的组成及一般采用的三级递阶控制结构。 

3. 在自动化加工系统中是实现工件尺寸精度检测的方法。 

第五章  现代制造企业的信息管理技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认识现代制造企业的信息管理技术的内涵、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二、课程内容 

5.1 概述 

5.1.1 制造信息及其特点 

5.1.2 制造业信息化的内涵 

5.1.3 企业管理及其信息化的内涵 

5.1.4 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 

5.2 企业资源计划 

5.2.1 企业资源计划的概念与发展 

5.2.2 制造资源规划 

5.2.3 企业资源计划的构成及其主要功能 

5.2.4 企业资源计划系统项目的实施流程 

5.2.5 企业资源计划应用案例--联想集团的企业资源计划系统项目实施之路 

5.3 供应链管理 

5.3.1供应链管理的概心与产生背景 

5.3.2 供应链管理系统的体系结构 

5.3.3供应链管理的原理 

5.4 产品数据管理技术 

5.4.1 产品数据管理的概念 

5.4.2 产品数据管理系统的体系结构 

5.4.3 产品数据管理系统的功能分析 

5.4.4 产品数据管理系统项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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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制造执行系统 

5.5.1 制造执行系统的产生与定义 

5.5.2 制造执行系统与其他信息系统的关系 

5.5.3 制造执行系统的典型结构 

三、考核知识点 

1. 制造信息有的特点。 

2. 制造业信息化的内涵。  

3. 企业管理及其信息化的内涵。 

4. 制造资源规划的基本原理。 

5. 制造资源的计划和控制过程自上而下包含的几个层次 。 

6. 企业资源计划的构成及其主要功能。 

7. 典型的企业资源计划项目管理循环通常包括的主要内容。 

8. 业务流程重组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以及实施的方法。 

9.企业资源计划应用案例——联想集团的企业资源计划系统项目的实施。 

10. 供应链管理的概念及其特征。 

11. 供应链管理系统的运行模式。 

12. 产品数据管理系统的体系结构。 

13. 产品数据管理系统项目实施的步骤。 

14. 产品数据管理系统应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5. 信息孤岛、信息断层的危害。 

16. 制造执行系统在企业信息系统中的定位。 

17. 制造执行系统功能。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1. 制造信息包括的内容及制造信息的特点。 

2. 制造信息化和企业信息化各自包含的内容。 

3. 企业资源计划的含义，企业资源计划系统的构成。 

4. 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存在的缺陷，实施企业资源计划系统项目的程序。。 

5. 制造资源规划的基本原理。 

6. 主生产计划和能力需求计划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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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供应链管理的竞争力组成。 

8. 产品数据管理及产品数据管理系统的基本功能。 

9. 产品数据管理系统的体系结构分类层次。 

10. 制造执行系统的定义及其主要功能。 

（二）领会 

1. 信息化和工业化的关系，强调“两化”融合的必要性。 

2. 制造资源规划的主要技术环节。 

3. 供应链管理及成功的供应链管理能为企业带来的好处。 

4. 制造企业实施企业资源计划系统项目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三）简单应用 

1.  制造执行系统与企业其他管理系统之间的关系。 

（四）综合应用 

1.企业资源计划应用案例——联想集团的企业资源计划系统项目的实施。 

第六章  先进制造模式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认识现先进制造模式的内涵、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二、课程内容 

6.1 先进制造模式的概念 

6.1.1制造模式的概念与演化 

6.1.2 先进制造模式的内涵与类型 

6.1.3 先法制道模式的战略目标 

6.1.4先进制造模式的管理 

6.2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6.2.1计算机集成制造与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内涵 

6.2.2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基本组成 

6.2.3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技术优势 

6.2.4现代集成制造技术的发展趋势 

6.3大批量定制 

6.3.1大批量定制的由来 

6.3.2大批量定制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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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大批量定制的基本原理 

6.3.4大批量定制的关键技术 

6.3.5大批量定制的应用案例 

6.4精益生产 

6.4.1精益生产产生的背景 

6.4.2精益生产的内涵与特性 

6.4.3精益生产的体系结构 

6.4.4丰田汽车公司精益生产的要点 

6.5敏捷制造 

6.5.1敏捷制造产生的背景 

6.5.2敏捷制造的内涵与概念 

6.5.3敏捷制造的组成 

6.5.4敏捷制造的关键要素 

6.5.5敏捷制造战略体系及敏捷制造系统的特性 

6.5.6实施敏捷制造的技术 

6.5.7敏捷制造的应用 

6.6 虚拟制造技术 

6.6.1虚拟制造的定义与分类 

6.6.2，虚拟制造技术的体系结构 

6.3.3虚拟制造的关键技术 

6.6.4虚拟制造的应用与实例 

6.7网络化制造 

6.7.1网络化制造的概念 

6.7.2网络化制造的技术体系与关键技术 

6.7.3网络化制造系统的结构 

6.7.4网络化制造系统项目的实施 

6.8 智能制造 

6.8.1智能制造技术的兴起与发展 

6.8.2智能制造的技术体系 

6.8.3智能制造技术的支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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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工业 4.0与制造业的未来 

6.8.5智能制造的现状与发展 

三、考核知识点 

1. 制造模式的定义，制造模式与管理的区别。 

2. 先进制造模式的内涵、类型 

3. 传统制造模式和先进制造模式的主要特征。 

4. 现代企业组织结构的特性。 

5. 计算机集成制造与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内涵及组成 。 

6．信息集成技术主要解决企业中各个信息孤岛之间的信息交换与共享问题，包括

的主要内容。 

7. 现代集成制造技术的发展趋势。 

8. 大批量定制的含义及其基本原理。 

9. 面向大批量定制的制造技术的含义。 

10. 精益生产的基本概念及特征。 

11. 精益生产与大量生产的比较的优缺点。 

12. 准时生产管理方式的实现方法。 

13. 精益生产的体系结构。 

14. 敏捷制造的主要概念。 

15. 敏捷制造的基础结构。 

16. 敏捷制造战略体系及敏捷制造系统的特性。 

17. 虚拟制造的定义与分类、体系结构、关键技术。 

18. 网络化制造的概念和内涵、重要特性、技术体系与关键技术。 

19. 智能制造技术的内涵、技术体系、支撑技术。 

20.“工业 4.0”的内涵。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1. 先进制造模式的战略目标。 

2. 制造模式的发展大致经历的主要阶段。 

3.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定义与内涵。 

4.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组成及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体系结构。 



18 
 

5. 大批量定制的基本原理及实现大批量定制的关键技术。 

6. 精益生产、准时制生产的定义、精益生产的特点。 

7. 敏捷制造的主要概念、敏捷制造产生的背景。 

8. 敏捷制造企业的特点。 

9. 虚拟制造的基本定义与特征、分类及关键技术。 

10.网络化制造的定义、重要特性。 

11.网络化制造的关键技术。 

12.实现网络化制造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3.智能制造的定义、支撑技术。 

14.工业 4.0的内涵。 

（二）领会 

1. Joseph Harrington博士关于计算机集成制造的基本观点与内涵。 

2. 大批量定制及大批量定制和大批量生产的联系与区别. 

3. 大批量定制的方式及企业通常采用的定制方式。 

（三）简单应用 

1.丰田汽车公司精益生产的要点 

2. 敏捷制造的应用 

3. 虚拟制造的应用 

4. 网络化制造系统项目的实施 

Ⅲ  实验环节 

《先进制造技术》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因此，在自学过程中必须做

一定数量的基本实验，才能掌握课程的基本内容，培养考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考生都应高度重视实验环节。 

（一）类型：课程实验 

（二）目的与要求 

1．目的 

（1）通过三坐标测量机的演实验，了解三坐标测量机在先进制造工艺技术中所起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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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快速原型制造技术已成为各国制造科学研究的前沿学科和研究焦点，通

过快速成型机实验了解快速原型制造在先进制造技术中的作用。 

（3）通过 3D打印实验理解 3D打印技术的基本概念、3D打印机的系统构成，掌握

3D 打印机的基本操作，加深对熔融沉积制造的理解，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4）通过工业机器人实验，了解快速工业机器人在先进制造技术中所起的作用，

了解工业机器人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5）通过加工中心对刀及换刀方法实验，了解同轴测量表设置法和量规块接触设

置法的对刀，以及通过选择和转换两个人动作实现加工中心的刀具交换，了解数控加工

与普通机床加工换刀时的不同 。 

2．要求 

根据《先进制造技术》这门课的教学要求，每位考生至少应完成 4个基本实验（实

验 1、3、4必做，根据主考学校的情况在 2、5中选做一个）。 

考生到主考学校或主考学校指定的场所进行实验，写出实验报告，并由指导教师签

字，主考单位盖章，可得一学分。考试通过，未做实验的考生不能取得本课程的成绩。 

（三）内容 

实验 1   三坐标机测量实验 

实验 2   快速原型制造 

实验 3   3D打印实验 

实验 4   工业机器人实验 

实验 5   加工中心对刀及换刀方法实验 

（四）与课程考试的关系 

一般情况要求实验安排在课程自学考试前进行，如果没有条件也可安排在课程自学

考试后进行。但未完成实验者或实验未通过者，不能取得该课程的最后成绩。 

IV  有关说明及实施要求 

（一） 关于“考核要求”中四个“能力层次”的说明 

识记：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本大纲规定的有关知识点的主要内容（如定义，定

理，表达式，公式，原则，重要结论，特征，特点等），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

作出正确的表述、选择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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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要求考生能够领悟和理解本大纲规定的有关知识点的内涵与外延，熟悉其内

容要点和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作出正确的解释和叙述。 

简单应用：要求考生能够运用本大纲规定的少量知识点，分析和解决简单的应用问

题，如简单计算，设计简单实验系统，并能绘制出系统框图，说明各环节的功能。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运用本大纲规定的多个知识点，分析和解决一般应用问题，

如较复杂的计算，根据实验要求，设计较复杂的测试系统，绘制系统框图，并说明各环

节的功能。 

（二）关于学习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1．自学教材：先进制造技术，任小中 赵让乾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1 

2．参考教材：先进制造技术，谢燕琴、黎震任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