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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机械工程已经也随之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机械工程涉及我们日常生产生活的诸多方

面，现已经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其中，机械设

计与加工作为机械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机械工程领域

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就目前的发展形式而言，机械

设计与加工的部分问题依旧是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依旧对

机械工程产生着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对于机械设计加工

中问题的研究就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2 当代机械加工的一般特征
机械加工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加工工艺具有其专属的工作

特征，而了解这些特征可以更好地认识到机械设计加工中的

要注意的问题，更好地根据具体情况解决这些问题，接下来

我们对机械加工的一般特征进行概述。

第一，机械设计加工有与时俱进的特点。这里的与时俱

进包括加工工艺、加工理念、设计思路、工作工具等多方面

的革新。机械设计加工作为工程领域的重要要素，一定会受

到生产工具和生产形式的影响，与过往传统的工艺手段相

比，当代的机械设计加工工艺能够更好地利用当前最先进的

电子信息技术，更加注重工艺和成果的创新性和技术含量，

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只有能够充分利用电子信息技

术的工作才能符合当代生产质量和生产效率的需要，因此这

是当代机械设计加工工程的一大特点 [1]。

第二，机械设计加工工艺更具有整体特征。机械设计加

工是一个具有特定流程的工艺，要完成一整套设计加工工作

需要多个部门、多个生产要素进行有机地结合，这样才能使

产品质量得到保证，随着工艺体系的成熟，这些不同部门

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整体性越来越强，这在很大程度

上保证了生产环境、生产技术水平与产品质量的高度统一，

使得产品质量能够更大程度的得到保证，工作流程更加连贯

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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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品功能的复杂化。随着人们对生产生活的要求

越来越高，机械设计加工作为基本的基础工艺也面临着巨大

的挑战。在保证机械的安全性和科学性的基本前提下，机械

产品的功能性越来越强，创新性越来越强，复合性也越来越

强。一个产品最终要投入到实际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因此在

进行设计加工的过程中，除了满足基本的功能要求，当前的

机械设计加工工艺还要考虑到实际的工作环境需要，因此在

这一领域中需考虑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2]。

3 机械加工领域中的常见问题分析
虽然中国在机械加工领域已经有了较大技术和质量上的

进步，但是机械设计加工工艺是一个十分复杂、技术含量较

高的工艺，在实际的生产实践中，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

题，而这些问题就是阻碍着产品质量进一步以提升的重要因

素，因此分析好这些问题，对机械设计加工生产领域的整体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1 产品质量控制能力还有待提高
产品是机械设计加工工艺的最终目的，对产品质量的把

控更是这一工艺的重中之重，但是从当前的生产成果来看，

部分厂家对机械产品的最终质量把控能力还有待提高。对于

产品质量控制能力主要有两个方面影响，一方面，产品的质

量与产品使用的材料有直接关系，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特

性，如果用户规定的材料是这个制造团队不经常使用的材

料，那么对于这种材料的加工就没有太多的经验，会出现不

少技术性的问题影响产品质量。同时，如果在用户没有规定

使用材料的情况下，制作团队使用质量低劣的材料也会对最

终产品的质量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样不仅不能使用户得到满

意的产品，同时还会影响企业的形象，带来巨大的损失。另

一方面，产品的加工时间也决定着一个产品的最终质量。由

于当前生产环境决定了机械设计加工需要面对极其庞大的

产品订单，因此如何合理分配生产时间既能保证生产质量，

又能保证订单完成时间，实现利益最大化是当前企业生产的

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知道，加工过于粗糙会影响产品质量，

严重的可能会增添更多的安全隐患。但是过于精细的加工不

仅会浪费工厂和社会资源，还会增大劳动量，给工作人员带

来巨大的工作负担，因此也不值得提倡。因此，当前企业对

产品质量的控制需要企业更好地解决材料使用以及加工时

间等矛盾，来实现生产效果最大化。

3.2 加工精度控制能力不足
加工精度是一个重要加工技术标准，对于一般使用产品，

加工精度可能不会对产品的使用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随着机

械的连续工作，这些缺陷会被逐渐放大，并且有可能损害其

他零件的使用寿命，因此加工精度对产品的整体质量以及使

用寿命都有较大的影响，但是就目前的生产来看，部分厂家

的加工精度并不是那么高，还存在不小的进步空间。同时，

加工精度对产品形貌也有很大影响，十分影响客户对企业的

信任度和好感度。当然，对于加工精度这一话题，不得不提

起上述中提到的机械设计加工工艺的整体性特征，加工精度

可能会随着一个产品的加工流程越来越偏离正常标准，也就

是叠加效应。如果上一步工作中的精度不标准，很容易影响

到下一步加工的质量，因此对于机械加工中的加工精度问

题，需要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工作都要做好，这样才能保证产

品的整体质量 [3]。

3.3 市场环境和企业自身问题
当前市场经济竞争压力巨大，因此部分厂家为了满足客

户的需求，争夺市场主导权，在不考虑产品的安全性和使用

寿命的情况下盲目满足客户需求，同时还有部分企业为了自

己的经济利益，在进行加工生产的过程中还存在偷工减料的

现象，因此对于市场环境和企业自身的影响也是有必要关

注的。

4 对问题解决方法的探讨
针对当前主要的问题，我们分析了三个主要方面，为

了使得机械设计加工领域能够更好的发展，我们提出以下

建议。

选择合适的材料和加工工艺是进行产品生产的首要任

务，首先要根据产品的实际使用条件选择合适的材料，同时

要做好对材料性能和特性的研究和经验积累，尽可能地在保

证材料满足产品的同时不会有较高的成本投入，这既是对企

业负责，也是对客户负责。其次，制定合理的加工流程，选

择合适的刀头，保证产品的加工精度和加工时间，在加工参

数的设计上下好功夫，必要时采用合适的润滑剂保证整体的

加工精度和形貌特征。最后，坚持自己的生产理念和市场原

则，本着为产品负责的态度认真把握每一次生产加工。

5 结语
机械工程作为现代城市生活十分重要的生产元素，其作

用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

活水平，这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机械工程已经较为成熟，但我

们也要承认，目前仍然有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及时解决，机

械工程中的机械设计与加工问题还是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的，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

社会各行各业相互助力，攻克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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