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  程  教  案 
 

 

 

 

 

 

 

 

学院、部    材料与能源学院      

系、所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授课教师   章争荣/李传强        

课程名称  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   

课程学时          32           

实验学时           4           

教材名称  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   

 

 

2020 年  2  月  27 日 

 



 

第 1 页，共 16 页     

  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 课程教案（第 1 讲）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2   节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第 1 章 冲压工艺基础知识 

第 2 章 冲压工艺基础理论 

本授课单元教学目标或要求： 

1. 使学生对模具行业有一定了解 

2. 掌握冲压的基本定义和冲压的分类 

3. 掌握板料冲压成形性能与成形极限以及冲压工艺性能实验方法 

本授课单元教学内容（包括基本内容、重点、难点，以及引导学生解决重点难点的方法、例题等）： 

1.介绍《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课程的性质和任务，要求学生掌握此课程的学习方法。了解冲

压成形技术的发展方向； 

2.冲压工艺的特点、优越性及其在工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 

3.冲压技术的现状及发展趋向； 

4.冲压工艺的工序和分类、冲压的材料和设备； 

5.板料冲压成形性能与成形极限以及冲压工艺性能实验方法。 

重点：冲压的基本定义和分类、冲压成形性能 

难点：冲压分类及特点、冲压成形性能 

本授课单元教学手段与方法： 

课堂教授，并利用 PPT 文件、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专题网站并结合实物（冲压零件）及加工过

程的录像等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 

本授课单元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上网了解：冲压的特点、应用范围和发展趋势 

本授课单元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必要时可列出） 

1. 柯旭贵、张荣清主编，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第 2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2.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我国模具工业“十一五”规划，模具工业，2005.7； 

3. 秦珂，我国模具工业特点、基本状况及有关情况，航空制造技术，2005.6； 

5. 周永泰，中国模具工业的现状与发展，电加工与模具，2005 年增刊； 

6.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十一五”振兴模具工业的途径和对策，机械工人冷加工，2005.7； 

7. 李和平、肖根福，模具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综述，井冈山学院学报，2006.2； 

8. 中国模具市场近况与发展动向，中国机械工程师，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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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 课程教案（第 2 讲）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2   节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第 3 章 冲裁工艺与模具设计 

3.1 冲裁变形过程分析 

3.2 冲裁件质量分析及控制 

本授课单元教学目标或要求： 

掌握冲裁变形过程剪切裂纹的形成和发展规律；能对冲裁变形过程剪切区的应力状态和冲裁件

断面、冲裁件质量进行分析。了解冲裁间隙对冲裁件质量的影响，掌握如何确定间隙值；了解如何

评定模具寿命，刃口磨损机理及影响因素。 

本授课单元教学内容（包括基本内容、重点、难点，以及引导学生解决重点难点的方法、例题等）： 

基本内容： 

1. 冲裁变形过程：弹性变形阶段；塑性变形阶段；断列分离阶段。 

2. 冲裁时的受力分析：冲裁时板料所受的外力；冲裁时变形区的应力状态。 

3. 冲裁时裂纹的生成与发展：微裂纹的产生——主裂纹。 

4.冲裁件质量分析和控制：断面质量、尺寸精度及其影响因素。冲裁间隙对冲裁件质量的影响：

冲裁间隙对断面质量的影响；冲裁间隙对毛刺的影响；冲裁间隙对尺寸精度的影响。 

重点：变形过程分析、间隙对冲裁件质量的影响 

难点：受力分析、间隙对冲裁件质量的影响 

本授课单元教学手段与方法： 

利用 PPT 文件、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专题网站并结合实物（冲压零件）及加工过程的录像等多

媒体手段进行教学。 

本授课单元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思考题: 

试讨论冲裁间隙的大小与冲裁断面质量间的关系 

冲裁断面分为几部分？ 

本授课单元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必要时可列出） 

[1] 柯旭贵、张荣清主编，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第 2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2]王秀凤/万良辉（主编），冷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5.06； 

[3]王孝培主编，冲压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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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 课程教案（第 3 讲）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2   节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第 3 章 冲裁工艺与模具设计 

3.2 冲裁件质量分析及控制 

3.3 冲裁工艺计算 

本授课单元教学目标或要求： 

1. 掌握冲压力、模具刃口尺寸和材料的利用率、搭边和余量的计算； 

2. 掌握排样设计、降低冲裁力、提高材料利用率的方法； 

本授课单元教学内容（包括基本内容、重点、难点，以及引导学生解决重点难点的方法、例题等）： 

基本内容： 

1. 冲裁间隙值得确定：冲裁间隙的理论计算；经验公式与图表法选择冲裁间隙；冲模的磨损与

寿命：模具寿命的评定；刃口的磨损。 

2. 冲裁排样设计：冲裁排样、材料利用率、排样类型、排样方案、搭边、进距、排样图等 

3. 冲裁工艺力与压力中心的计算：冲裁力、冲裁力曲线、降低冲裁力的方法、卸料力、推件力、

顶件力、选择冲压设备、校核模具强度。 

重点：确定间隙值、冲裁排样设计、选择冲压设备 

难点：刃口磨损机理及影响因素、冲裁排样优化设计、冲裁工艺力的组合计算 

本授课单元教学手段与方法： 

利用 PPT 文件、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专题网站并结合实物（冲压零件）及加工过程的录像等多

媒体手段进行教学。 

本授课单元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思考题: 

1.什么是冲裁间隙？ 

2.影响冲裁件尺寸精度是什么？ 

3.分析冲裁间隙对冲裁件质量、冲裁力、模具寿命的影响。 

本授课单元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必要时可列出） 

[1]柯旭贵、张荣清主编，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第 2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2]王秀凤/万良辉（主编），冷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5.06； 

[3]王孝培主编，冲压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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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 课程教案（第 4 讲）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2   节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第二章 冲裁工艺与模具设计 

3.4 冲裁工艺设计 

3.5 冲裁模总体结构设计 

本授课单元教学目标或要求： 

1. 掌握冲裁工艺性分析、冲裁件的尺寸精度、冲裁件的断面粗糙度； 

2. 掌握确定工艺方案的方法、典型模具结构及模具总体结构设计； 

本授课单元教学内容（包括基本内容、重点、难点，以及引导学生解决重点难点的方法、例题等）： 

基本内容： 

1. 冲裁工艺性分析、冲裁件的尺寸精度、冲裁件的断面粗糙度； 

2. 模具总体结构设计与冲裁方式：固定卸料顺出件，弹压卸料顺出件，弹压卸料逆出件； 

3. 典型模具结构； 

4. 模具刃口尺寸的计算：凸凹模分开加工与配合加工时的计算方法。 

重点：模具总体结构设计与模具刃口尺寸的计算 

难点：模具刃口尺寸的计算 

本授课单元教学手段与方法： 

利用 PPT 文件、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专题网站并结合实物（冲压零件）及加工过程的录像等多

媒体手段进行教学。 

本授课单元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思考题: 

1.什么是冲裁间隙？影响冲裁件尺寸精度是什么？分析冲裁间隙对冲裁件质量、冲裁力、模具

寿命的影响。 

2. 如何确定模具总体结构设计。 

作业：冲裁模具刃口尺寸的计算。 

本授课单元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必要时可列出） 

[1]柯旭贵、张荣清主编，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第 2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2]王秀凤/万良辉（主编），冷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5.06 

[3]王孝培主编，冲压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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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 课程教案（第 5 讲）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2   节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第二章 冲裁工艺与模具设计 

3.6 模具主要零件的设计与标准选用 

3.7 冲裁设备的选用与校核 

3.8 冲裁模设计举例 

本授课单元教学目标或要求： 

1.了解冲裁模具的工艺结构零件、辅助结构零件； 

2.掌握冲裁模具不同类型工作零件的设计及模具零件的相关标准； 

3.掌握冲裁模具的设计方法、冲裁设备的选用与校核。 

本授课单元教学内容（包括基本内容、重点、难点，以及引导学生解决重点难点的方法、例题等）： 

基本内容： 

1. 冲裁模具工艺结构零件、辅助结构零件、工作零件的设计计算、模具零件的设计与选择； 

2. 冲裁模具零件的标准，及模具零件的选用与设计； 

3. 冲裁设备，选择和校核冲裁设备， 

重点：工作零件的设计，模具零件的标准； 

难点：工作零件的设计。 

本授课单元教学手段与方法： 

利用 PPT 文件、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专题网站并结合实物（冲压零件）及加工过程的录像等多

媒体手段进行教学。 

本授课单元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思考题: 

1.冲裁凸模有哪些安装固定方式？ 

2.模具零件标准。 

本授课单元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必要时可列出） 

[1]柯旭贵、张荣清主编，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第 2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2]王秀凤/万良辉（主编），冷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5.06 

[3]王孝培主编，冲压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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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 课程教案（第 6 讲）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2   节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第二章 冲裁工艺与模具设计 

8、精密冲裁工艺与模具 

本授课单元教学目标或要求： 

1.了解光洁冲裁、负间隙冲裁、整修等工艺特点和应用范围； 

2.掌握带齿圈压板精冲的原理、工艺和模具结构特点。 

 

本授课单元教学内容（包括基本内容、重点、难点，以及引导学生解决重点难点的方法、例题等）： 

基本内容： 

1. 光洁冲裁：采用很小的冲裁间隙，凸模和凹模一对刃口之一取小圆角刃口的冲裁方法（亦称

小间隙圆角刃口冲裁）；  

2. 负间隙冲裁：是凸模尺寸大于凹模尺寸的一种冲裁方法； 

3. 整修：外缘整修；叠料整修；内缘整修； 

4. 齿圈压板精密冲裁（简称为精冲）：精冲法的原理；精冲的工艺过程；精冲件的质量；齿圈

压板的结构形式； 

5. 精冲模具设计及设备选用。 

重点：齿圈压板精密冲裁工艺与模具结构特点； 

难点：齿圈压板精密冲裁原理。 

本授课单元教学手段与方法： 

利用 PPT 文件、自主开发的冲裁工艺与模具设计软件（光盘版）、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专题网

站并结合实物（冲压零件）及加工过程的录像等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 

本授课单元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思考题: 

1.精冲的条件是什么？ 

2.在材料的支承上，精冲与普通冲裁有何不同？ 

本授课单元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必要时可列出） 

[1]姜奎华主编，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第八次印刷； 

[2]王秀凤/万良辉（主编），冷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5.06 

[3]王孝培主编，冲压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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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 课程教案（第 7 讲） 

授课类型  实验课    授课时间   2   节 

 

一、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冲模拆装与测绘实验 

二、实验目的 

（1）了解冲模的类型、结构、工作原理以及各零件的名称和作用。 

（2）了解冲模各零件之间的装配关系及装配过程， 

三、实验内容 

1. 实验者自行拆装一幅冲压模具，测绘制该模具简图； 

2. 通过所拆装的冲压模具，归纳冲压模具组成和结构特点，分析冲压成形零件在该付模具中的

定位、卸料等加工方法 

四、实验用具 

（1）手锤、木锤、螺丝刀、活动扳手及内六角扳手等。 

（2）不同类型的冲模若干副。 

五、实验步骤 

（1）在教师的指导下，了解冲模类型和总体结构。 

（2）拆卸冲模，详细了解冲模每个零件的名称、结构和作用。 

（3）重新装配冲模，进一步熟悉冲模的结构、工作原理及装配过程。 

（4）按比例绘出你所拆装的模具的结构草图。 

六、实验报告要求 

（1）按比例绘出你所拆装的模具的结构图并标出模具各个零件的名称。 

（2）简述你所拆装的冲模的工作原理及各零件的作用。 

（3）简述你所拆装的冲模的拆装过程及有关注意事项。 

七、本授课单元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必要时可列出） 

[1] 实验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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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 课程教案（第 8 讲）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2   节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第 4 章 弯曲工艺及模具设计 

1、弯曲变形过程分析； 

2、宽板和窄板塑性弯曲时的应力和应变状态分析； 

3、弯曲时应变中性层的概念；宽板弯曲时的主应力分布图。应力中性层的概念及位置的确定。 

4、弯曲件毛坯尺寸的计算。 

本授课单元教学目标或要求： 

1. 掌握板料弯曲变形特点、中性层的曲率半径； 

2.掌握弯曲应力分析。 

本授课单元教学内容（包括基本内容、重点、难点，以及引导学生解决重点难点的方法、例题等）： 

基本内容： 

1. 弯曲变形过程：㈠、弹性弯曲阶段；㈡、弹一塑性弯曲阶段；㈢、全塑性弯曲阶段 

2. 弯曲变形区的应力与应变状态 

3.板料弯曲的变形特点：㈠、中性层内移；㈡、截面的畸变；㈢、变形区板料厚度变薄；㈣、

弯曲后板料长度增加 

4. 弯曲件展开长度计算 

重点：板料弯曲变形特点。 

难点：弯曲应力分析。 

本授课单元教学手段与方法： 

自 PPT 文件、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专题网站并结合实物（冲压零件）及加工过程的录像等多媒

体手段进行教学。 

本授课单元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思考题：1、弯曲变形分为哪几个过程？ 2、何谓中性层？  

3、板料弯曲时常产生哪几种现象？ 

课后答疑 

本授课单元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必要时可列出） 

[1]柯旭贵、张荣清主编，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第 2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2]王秀凤/万良辉（主编），冷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5.06 

[3]王孝培主编，冲压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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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 课程教案（第 9 讲）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2   节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第 4 章 弯曲工艺及模具设计 

5、弯曲力矩与弯曲力的计算； 

6、影响回弹角的因素； 

7、提高弯曲件精度的技术措施； 

8、弯曲极限变形程度——最小许用弯曲半径及其影响因素； 

9、弯曲模工作部分尺寸的确定。 

本授课单元教学目标或要求： 

1. 掌握回弹量的计算；  

2. 了解减小回弹的措施、掌握弯曲件（圈圆、圆杆）展开长度计算； 

3. 了解弯曲工艺及工序安排、掌握凸模与凹模的圆角半径、凹模深度、凸、凹模间隙、U 形件

凸、凹模工作尺寸。 

本授课单元教学内容（包括基本内容、重点、难点，以及引导学生解决重点难点的方法、例题等）： 

基本内容： 

1、弯曲力矩与弯曲力的计算原则、目的和方法； 

2、影响回弹角的因素：㈠、材料的力学性能：㈡、相对弯曲半径 r/t：㈢、弯曲中心角 a：㈣、

弯曲件的形状；减小回弹的措施 

4、提高弯曲件精度的技术措施； 

5、弯曲极限变形程度——最小许用弯曲半径及其影响因素； 

6、弯曲模工作部分尺寸包括：凸、凹模圆角半径、凹模深度、模具间隙、制造公差。 

重点：凸模与凹模的圆角半径，、凹模深度、凸、凹模间隙、U 形件凸、凹模工作尺寸。 

难点：凸模与凹模的圆角半径，、凹模深度、凸、凹模间隙。 

本授课单元教学手段与方法： 

自 PPT 文件、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专题网站并结合实物（冲压零件）及加工过程的录像等多媒

体手段进行教学。 

本授课单元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课后作业 

 

本授课单元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必要时可列出） 

[1]柯旭贵、张荣清主编，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第 2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2]王秀凤/万良辉（主编），冷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5.06 

[3]王孝培主编，冲压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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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 课程教案（第 10 讲）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2   节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第 5 章 拉深工艺及模具设计 

1、拉深过程中各变形区的应力与应变状态分析、起皱的极限条件及防皱措施； 

2、拉深件毛坯尺寸的计算原则和方法、拉深系数、及其影响因素、圆筒件的拉深次数和工序间

半成品形状和尺寸的确定； 

本授课单元教学目标或要求： 

1.了解变形过程及变形特点，各部分应力应变状态，应力分布和表示方法，握拉深过程中板料

厚度的变化、起皱、拉破等工艺问题拉深过程中板料厚度的变化、起皱、拉破等工艺问题。 

2. 了解毛坯尺寸的原则，掌握简单旋转体拉深件毛坯尺寸计算，了解拉深件的修边余量，掌握

拉深变形程度表示方法—拉深系数；拉深系数与拉深次数，掌握拉深工艺计算程序； 

本授课单元教学内容（包括基本内容、重点、难点，以及引导学生解决重点难点的方法、例题等）： 

基本内容： 

1. 拉深概念：变形特点；应力-应变状态；拉深过程应力分析；圆筒件拉深变形分析和应力分

析；拉深过程凸缘区的应力分布；压边、凹模圆角区弯矩、摩擦、材料硬化等对应力的影响；影响

径向拉应力的因素； 

2. 拉深主要工艺问题：⑴拉深时板料厚度的变化；⑵、起皱：凸缘区板料出现波纹状皱折，不

压边拉深的条件： tdD 18 ；⑶、拉破 

3. 拉深变形程度表示方法；毛坯尺寸的计算及拉深工艺计算；确定毛坏尺寸原则；⑴、表面积

相等原则；⑵、截面形状相似原则；⑶、毛坯尺寸应包括修边余量；简单旋转体拉深件的毛坯尺寸。 

4. 圆筒形件拉深件工艺计算：计算毛坯直径，决定拉深次数，确定各次拉深工序件尺寸；圆筒

形件拉深件的修边余量；先加修边余量；圆筒形件拉深系数与拉深次数。 

重点： 拉深过程中板料厚度的变化、起皱、拉破等工艺问题，毛坯尺寸的原则，简单旋转体拉

深件毛坯尺寸计算，修边余量，掌握拉深系数与拉深次数，掌握拉深工艺计算程序。 

难点：拉深过程中的变形特点，应力分布，旋转体拉深件毛坯尺寸计，拉深系数与拉深次数，

掌握拉深工艺计算程序。 

本授课单元教学手段与方法： 

自 PPT 文件、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专题网站并结合实物（冲压零件）及加工过程的录像等多媒

体手段进行教学。 

本授课单元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思考题：拉深 

课后答疑 

本授课单元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必要时可列出） 

[1]柯旭贵、张荣清主编，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第 2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2]王秀凤/万良辉（主编），冷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5.06 

[3]王孝培主编，冲压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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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 课程教案（第 11 讲）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2   节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第 5 章 拉深工艺及模具设计 

1、带凸缘圆筒件的拉深；阶梯形零件的拉深； 

2、球面零件的拉深；锥形零件的拉深；抛物面零件拉深的特点及工艺分析； 

3、盒形件拉深的特点及其工艺设计要点； 

本授课单元教学目标或要求： 

1.了解带凸缘圆筒件和阶梯形零件的拉深的特点及其工艺设计要点，掌握一次拉深和多次拉深

时工艺分配的原则和计算方法； 

2. 了解球面件、锥形零件和抛物面零件的拉深的特点及其工艺设计要点，掌握其工艺分配的原

则和拉深系数等参数的计算方法； 

3. 了解盒形零件的拉深的特点及其工艺设计要点，掌握其工艺分配的原则和拉深系数等参数的

计算方法。 

本授课单元教学内容（包括基本内容、重点、难点，以及引导学生解决重点难点的方法、例题等）： 

基本内容： 

1. 带凸缘圆筒件的拉深：一次成形拉深极限；窄凸缘圆筒形件拉深工艺方法；宽凸缘圆筒形件

拉深工艺方法；2. 阶梯形零件的拉深：一次拉深与多次拉深的工艺方法与拉深系数的确定。 

2. 半球面零件和球面零件的拉深工艺方法和拉深系数的确定；锥形零件的拉深：浅、中、深锥

形零件的拉深工艺方法和拉深系数的确定；抛物面零件的拉深：浅、深抛物面零件的拉深工艺

方法和拉深系数的确定； 

3. 盒形件的拉深特点：圆角部分——拉深特性；直边部位——弯曲特性；毛坯尺寸计算与形状

设计：理论计算——滑移线法；经验公式确定；拉深特点与拉深工艺参数的计算。 

重点：拉深工艺方法的选用与拉深系数的计算及合理确定；不同类型回转面零件的拉深工艺方

法的确定和有关工艺参数的计算。盒形件毛坯尺寸、拉深特点与拉深工艺参数的计算。 

难点：宽凸缘件和多阶梯件拉深工艺方法的合理确定；不同类型回转面零件的拉深工艺方法的

确定；盒形件毛坯尺寸的确定。 

本授课单元教学手段与方法： 

自 PPT 文件、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专题网站并结合实物（冲压零件）及加工过程的录像等多媒

体手段进行教学。 

本授课单元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思考题：1、旋转体拉深件毛坯尺寸如何计算？2、盒形件拉深有何特点？ 

课后作业；课后答疑 

本授课单元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必要时可列出） 

[1]柯旭贵、张荣清主编，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第 2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2]王秀凤/万良辉（主编），冷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5.06 

[3]王孝培主编，冲压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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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 课程教案（第 12 讲）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2   节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第 5 章 拉深工艺及模具设计 

1、拉深模工作部分尺寸的确定； 

2、拉深力、压边力、拉深功的计算； 

3、拉深设备和压边装置的选用。 

本授课单元教学目标或要求： 

1.了解拉深模设计方法； 

2.掌握典型拉深模的结构特点和拉深模工作部分尺寸的计算、拉深设备的选用。 

本授课单元教学内容（包括基本内容、重点、难点，以及引导学生解决重点难点的方法、例题等）： 

基本内容： 

1. 工作部分尺寸的设计计算：凸、凹模圆角半径和间隙确定；拉深力、压边力、拉深功的计算；  

2. 拉深模的结构形式：带压边圈和不带压边圈；一次拉深与多次拉深； 

3. 拉深设备和压边装置的选用。 

重点：凸、凹模圆角半径和间隙确定；拉深力、压边力、拉深功的计算；拉深模的结构形式。 

难点：合理的工艺方案和模具结构设计。 

本授课单元教学手段与方法： 

自 PPT 文件、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专题网站并结合实物（冲压零件）及加工过程的录像等多媒

体手段进行教学。 

本授课单元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课后作业 

 

本授课单元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必要时可列出） 

[1]柯旭贵、张荣清主编，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第 2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2]王秀凤/万良辉（主编），冷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5.06 

[3]王孝培主编，冲压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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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 课程教案（第 13 讲） 

授课类型  实验课    授课时间   2   节 

 

一、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冲杯实验 

二、实验目的 

1．掌握冲杯实验方法及技能，进一步加深拉深成型原理及工艺过程； 

2．能用本实验结果说明板材拉深成形性能。 

三、实验原理 

测定板料拉深成形性能时，常用圆柱形平底凸模冲杯实验。下图是冲杯实验过程，它是用不同

的圆形毛坯试片，在图示的装置中进行拉深成形，取试片侧壁不被拉破时可能拉深成功的最大毛坯

直径 Dmax 与冲头直径 dp 之比值，即  LDR=Dmax / dp 作为评价板材拉深成形性能指标。LDR 越大，

冲杯高度越高，板材拉深成形性能就越好。 

冲杯实验时相邻两级试片之间的直径差一般为 1.25mm，压边力 FQ 应能防止试片起皱，同时还

允许法兰材料向凹模内流动。 

四、实验设备及用具 

1．材料试验机； 

2．实验模具； 

3．0.8——1.2mm 的钢板、铝板等； 

4．卡尺、圆规和铁剪等； 

五、实验方法和步骤 

1．剪下的圆形试片夹紧在凹模与压边圈之间，并保证试片与凹模中心重合； 

2．放入凸模，然后将整个实验模具放置在材料试验机的工作台面上； 

3．启动试验机慢慢加压。注意观察压力指针的移动，当指针从最大压力值开始回转时，应立即关闭

电源，打开回程阀门； 

4．取下实验模具，取出试片检查； 

5．若试片侧壁无拉破现象，应加大式样直径，否则应减小试片直径； 

6．重复上述步骤，直至取得试片侧壁无拉破时可以拉深成功的最大毛坯直径； 

7．按上述方法和步骤，对其它材料进行实验。 

六、实验报告要求 

简述实验原理及方法 

分析实验材料的冲压性能 

分析影响冲杯实验结果的因素 

七、本授课单元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必要时可列出） 

[1] 实验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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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 课程教案（第 14 讲）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2   节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第 6 章 成形形工艺及模具设计 

1.胀形时的应力与应变状态分析；常用的胀形方法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胀形变形特点与胀形

变形程度； 

2．大型覆盖件成形 

本授课单元教学目标或要求： 

1. 了解各种胀形工艺方案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2. 掌握胀形变形程度、胀形力等参数的计算方法； 

3.了解大型覆盖件成形特点，和模具结构设计要点。 

本授课单元教学内容（包括基本内容、重点、难点，以及引导学生解决重点难点的方法、例题等）： 

基本内容： 

1. 胀形时的应力与应变状态 

2. 常用的胀形方法 

3. 胀形变形特点与胀形极限变形程度 

4. 覆盖件成形特点、覆盖件成形时的起皱及防皱措施、覆盖件成形时的开裂及防裂措施、覆盖

件拉深的工艺处理。 

 

重点：常用的胀形方法、特点及胀形工艺参数计算，覆盖件成形的工艺特点、可能出现的问题

及其防治措施。 

难点：胀形时的应力与应变状态分析；覆盖件成形过程中问题产生的原因及防治措施。 

本授课单元教学手段与方法： 

自 PPT 文件、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专题网站并结合实物（冲压零件）及加工过程的录像等多媒

体手段进行教学。 

本授课单元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思考题：胀形与拉深应力特点有什么不同？大型覆盖件成形有何特点？ 

本授课单元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必要时可列出） 

[1]柯旭贵、张荣清主编，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第 2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2]王秀凤/万良辉（主编），冷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5.06 

[3]王孝培主编，冲压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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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 课程教案（第 15 讲）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2   节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第 6 章 成形工艺及模具设计 

1、翻边工艺的分类及翻边成形机理分析； 

2、翻边工艺计算； 

本授课单元教学目标或要求： 

1.了解翻边工艺的类型及翻边成形机理； 

2.掌握典型翻边工艺的计算方法。 

本授课单元教学内容（包括基本内容、重点、难点，以及引导学生解决重点难点的方法、例题等）： 

基本内容： 

1、翻边工艺的分类：圆孔翻边；外缘翻边；  

2、翻边时的应力与应变状态分析：伸长类与压缩类； 

3、翻边工艺计算：翻边系数与翻边率；极限变形程度的计算方法； 

圆孔翻边的变形程度用翻边系数 表示：  

4、影响极限翻边系数的主要因素：  

(1) 材料的塑性；(2) 孔的加工方法； 

(3) 预制孔的相对直径；(4) 凸模的形状 

重点：翻边工艺的计算方法； 

难点：翻边成形机理。 

本授课单元教学手段与方法： 

自 PPT 文件、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专题网站并结合实物（冲压零件）及加工过程的录像等多媒

体手段进行教学。 

本授课单元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思考题：翻边与拉深有什么区别？ 

本授课单元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必要时可列出） 

[1]柯旭贵、张荣清主编，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第 2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2]王秀凤/万良辉（主编），冷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5.06 

[3]王孝培主编，冲压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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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 课程教案（第 16 讲）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2   节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第 7 章 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方法 

1．编制冲压工艺过程的主要内容和步骤，典型冲压件的工序分析和计算； 

2. 冲模设计的一般原则和程序，多工位级进模的介绍。 

本授课单元教学目标或要求： 

1.了解冲压工艺过程设计的主要内容和步骤；2.掌握典型冲压件的工序分析和设计计算方法； 

2.通过对不同类型零件（实物）工艺方案的进行讨论，巩固课程所学内容；掌握零件工艺性分

析的基本方法和步骤，加强发散性思维方法的培养，养成对一种零件多种冲压方案的对比、分

析、计算的习惯。 

3. 了解冲模设计的一般原则和程序，多工位级进模应用。 

本授课单元教学内容（包括基本内容、重点、难点，以及引导学生解决重点难点的方法、例题等）： 

基本内容： 

1. 冲压生产过程的主要内容：冲压前的准备；冲压工序及辅助工序；冲压后的工序； 

2. 编制冲压工艺过程的主要内容和步骤：对冲压件分析，确定冲压件的总体工艺过程，确定

并设计各工序的工艺方案，确定模具的类型和结构尺寸，进行模具设计，合理选择冲压设

备，编写工艺文件和设计计算说明书； 

3. 典型冲压件的工序分析和计算：汽车车门玻璃升降器外壳零件的分析，另外给出几个简单

复杂程度不一的冲压件：冲孔件、落料件、弯曲件、拉深件、胀形件、翻边建以及复合类

零件； 

4. 要求对给定零件提出可能的冲压工艺方案，说出每一种方案的特点；比较各种方案的优缺

点，对最后选定的冲压工序进行重点介绍； 

5. 冲模设计的一般原则和程序，多工位级进模应用。 

重点：冲压工艺过程设计的主要内容：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操作上安全与环保，给定零

件所包含的基本冲压工序的正确分析。 

难点：工艺方案的选择、工序的合理安排，复杂冲压零件多种工序的组合与分配。 

本授课单元教学手段与方法： 

自 PPT 文件、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专题网站并结合实物（冲压零件）及加工过程的录像等多媒

体手段进行教学，分组讨论。 

本授课单元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思考题 

1、考虑给定零件的冲压工艺方案。 

本授课单元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必要时可列出） 

[1]柯旭贵、张荣清主编，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第 2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2]王秀凤/万良辉（主编），冷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5.06 

[3]王孝培主编，冲压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