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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机械零件的加工精度越高，零件与生产标准的吻合度

就会越高。企业所选择的加工工艺对于零件加工的精度具有

决定性的影响。在实际的零件加工过程中，多种因素都会对

机械加工工艺造成影响，进而影响零件加工的精度。因此，

有必要对这些影响因素采取有效的解决策略。

1 机械加工工艺与零件加工精度概述

1.1 机械加工工艺

机械加工指的是运用专业的工具或者仪器，对模具生

产的毛坯件实施进一步的加工，让毛坯件能够成为机械的零

部件或者壳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毛坯件被打磨的精

细程度，即零件的加工精度，直接决定零件之间的契合度，

以及夹具与零件之间的吻合性。一般情况下，毛坯件在结束

生产后，都需要经过一次粗加工，再经过一次精加工。粗加

工指的是应用打磨机等器具，完成对毛坯件的初次打磨的过

程，能够让打磨后的毛坯件或零部件，更加符合加工机床的

要求。而精加工一般指的是，在毛坯件与零部件经过粗加工

后，运用机床对毛坯件与零部件实施加工，让其吻合度能够

最佳化。

1.2 零件加工精度

零件加工精度一般指的是对加工后形成的工件以及零

件表面的实际尺寸、形状、大小，以及零件所在位置的几何

参数，与图纸理想几何参数的相符情况的衡量指标。对于理

想几何参数，在尺寸的层面上，一般指的是平均尺寸。在表

面几何形状的层面上，一般指的是绝对的圆、圆柱、平面、

锥面、直线等。在零件表面相互位置的层面上，一般指的是

绝对的垂直、平行、同轴与对称，这些都是衡量零件加工精

度的重要指标。

1.3 机械加工工艺与零件加工精度之间的关联

通常情况下，初步的机械加工完成后，还需对生产的

零部件壳体实施一次全面的检验，主要是为了保证零部件的

误差处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若零部件存在的误差过大，就应

淘汰零部件，或者为零部件实施二次加工。由这一过程可以

看出，机械加工工艺的水平，与零件加工的精度具有直接的

联系。在加工过程中，相关工作者必须依据相关的工艺流程

规范，严格成各项操作，同时还应通过多种措施，减少外在

因素对零件加工精度带来的影响。目前，零件加工的种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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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发复杂的趋势，对机械加工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关

工作者应当加强对先进生产工艺、加工工艺的学习与应用，

保证零件加工的精度能够符合要求。

2 机械加工工艺对零件加工精度的具体影响

2.1 对零件加工精度的内在影响因素

机械加工工艺的内在因素，一般会直接影响到零件加

工的精度。例如，机械加工系统存在的几何精度误差，将直

接反映到零件加工精度上，为零件加工带来不利影响。因此，

在运用机械加工零件的过程中，相关人员还需要对这些内在

影响因素加以考虑，必要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问题。

2.2 对零件加工精度的受力影响因素

受力影响因素在零件加工过程中一般表现为受力变形。

这种情况产生的主要原因为系统运行强度增大了零部件与

刀具之间的摩擦力。在零部件与刀具接触，产生较大摩擦

力的情况下，夹具与刀具会受到较大的惯性、压力的影响，

继而在持久的运行中，产生位移、偏差，甚至出现不同程度

的变形，导致零件加工精度受到影响，甚至因为位置、形状

发生了变化，导致零件加工进度受阻、零件报废。此外，系

统各个部件存在多方面受力的情况，也有可能为零件的加工

精度带来不利影响。在零件加工的过程中，系统的各个部件

不仅需要承受系统施加的力，还需要承受来自于加工零件的

力，同时各个部件之间也存在一定的摩擦力，这就难免导致

这些部件在受力作用的影响下出现变形，最终影响零件加工

的精度。

2.3 对零件加工精度的热变影响因素

就目前的生产水平而言，热变影响因素对零件加工造

成的影响较为突出，一般表现为热变形，包括机床结构的热

变形、工件的热变形与刀具的热变形等。在加工过程中，刀

具与零部件会处在持续的加工状态中，虽然切削液能够产生

一定的冷却作用，但在长期运行的情况下，刀具和机床也会

在过大的热力作用下，出现一定的热变形。这种热变形的出

现，不仅会导致机床结构的契合度发生变化，进而导致零件

的精度下降，也会导致刀具软化、脆化，最终受损，影响机

械加工的效率。

3 提升零件加工精度的有效途径

3.1 完善工艺系统、加工设备

在机械加工中，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机械加工工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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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升零件加工精度的不二之选。为保证机械加工系统与加

工设备都能够保持最佳的运行状态，相关工作者应当加强完

善工艺系统、加工设备，具体可采用加强对相关设备的研发

力度，加强对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引进与培养等措施，整体提

升机械制造水平。此外，机械加工企业在挑选设备的生产商

时，应仔细查看其生产资质、信誉水平，考察其生产能力、

规模实力，选择最优的厂家、设备，在采购完毕投入使用前，

还应做好对设备的质量检查；在使用设备的过程中，加强对

设备的维护与保养，以此减少设备内部因素导致的零件精度

误差。

3.2 减少外力因素影响

在零件加工的过程中，外力主要指的是挤压力与摩擦

力，这些外力因素往往会导致零件加工精度产生一定的变

化，造成零件加工质量的不断下滑。因此，为强化零件加

工精度，还应当对挤压力与摩擦力加强控制，减少外力因素

对零件加工精度带来的影响。具体如下：首先，在加工之前，

工作人员应做好对加工设备的严格检查，例如检查固定零件

的位置是否偏紧、夹具构件是否过紧或者过松，等等，若存

在这些情况应当第一时间调整，以免外力对零件的加工精度

带来影响；其次，对于加工过程中的摩擦力，为减少其对零

件加工精度的影响，工作人员可适当打磨接触表面，尽量减

少零件与夹具之间的摩擦力，最终提升零件加工的精度。

3.3 控制零件加工温度

由上文所述可知，在零件加工的过程中，被加工的零件、

刀具、机床、构件都有可能在热力的作用下出现热变形，进

而影响到零件加工的精度。因此，为有效减少热变形对零件

加工精度造成的影响，在零件加工的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

应加强对加工温度的合理控制。控制温度需要工作人员依据

不同工艺环节的特点，选择具有针对性的方法，例如在打磨

零件的过程中，应对摩擦力产生的热量，可通过冷水降温的

方式降低温度，对被加工的零件或砂轮进行水冷，降低热变

形程度。此外，运用切削液降温也是这一生产过程中较为典

型的降温方法。工作人员可依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使用，

精准控制零件加工的温度，进而提升零件加工的精度。

3.4 加强运用激光技术

激光技术在目前的机械制造中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

将这一技术引入机械生产制造中，能够有效减少零件生产时

出现的精度误差。激光技术包括激光切割技术与激光焊接技

术两种。在机械零部件加工的过程中运用激光技术，能够

发挥其快捷、精准的优势，提升零件加工的精度。同时，也

可将激光技术与信息技术结合运用，实现零部件快速成型，

显著提升零部件的加工效率，同时解决目前机械制造业中存

在的部分高精度零部件加工难度大的问题。

3.5 强化操作人员培训

机械加工虽然很大程度减少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但

对机械设备的部分操作仍需要人工来完成。因此，机械制

造企业应当加强对操作人员的培训，提升其专业素质，保

证其能够严格完成各项加工工艺操作，提升零件加工精度。

可通过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操作准则等手段，规范操作人

员的操作行为，提升机械加工的整体工艺水平。

4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机械加工标

准日益提升。在这一背景下，提升零件加工的精度成为大势

所趋。因此，机械制造企业应当从完善工艺系统与加工设备、

减少外力因素与温度因素带来的影响、加强引入和运用激光

技术、加强对操作人员的操作培训等方面，强化零件加工，

提升零件加工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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