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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的设计制造与方向探究

孙 航

舍弗勒（宁夏）有限公司 宁夏 银川 750001

由于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些行业对于材料的形状、性能等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在这种情况

下，传统材料设计和制造技术已经无法满足发展的实际需求。而材料成型以及控制工程，主要的研究内容就是如何通

过热加工技术，保证能够达到材料加工方面的高质量要求。因此，为了保证能够利用热加工技术，将材料的优良属性

保留下来，需要以设计制造方向作为切入点，进行更加深入研究，制定出能够保证提升材料品质的相关措施，为我国

工业发展提供人才、理论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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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制造行业的发展中材料成型和控制工程占

据着重要的地位，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是属于机械工程

类专业，在对塑性成型及热加工改变材料的形状性能、

微观结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及改

变材料；同时本文还对模具设计理论、加工方法等问题

进行了研究，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促进我国先

进制造行业的发展[1]。

1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的内容分析

对于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材料会对制造技艺产生

一定的影响，在材料的生产制造中，应对材料的结构与

性能、改变材料形态的技术加以分析，待完成分析管理

工作后，分析总结其他工作，对材料的性能属性加以明

确，对材料使用环境进行改善，构建恰当的材料加工管

理流程，进一步优化与升级材料的设计方式。 同时，

在各种技术环境中，产品的设计开发环节存在一定的差

异，相关人员在材料制作过程中，必须对制作中用到的

技术与方式加以了解，充分分析材料的微观结构，对材

料的热加工成型建立材料设计机理，以此来确保产品开

发成型时的完整性。 在现代工业中最为重要的工作内

容为对材料的形态变化加以控制，了解材料成型中存在

的诸多影响因素，如：材料的成型变化、材料的生产工

艺、模具的使用与加工方法等。材料成型和控制工程所

包含了以下内容：

模具设计与制造

所谓的模具设计就是在正式的进行材料生产之前，

需要对所加工的材料进行一定的模型的设计以及定型。

如果在生产线开始之前没有对整个施工材料进行明确，

那么就很容易耽误时间，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次品，导

致整个生产线路的生产效率低下。如果能够在施工之前

进行模具的制造，同时材料的选择也需要精心挑选，那

么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整个车间生产效率。模具

的作用是为了能够在正式的生产之前，通过相关的设计

以及科学的指导，从而制定出固定的形状和结构，在这

个制定的过程中，许多原材料的配比也需要多次斟酌，

以及多次实验。其次则是通过模具制造出的产品，在很

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如果不是由模具制造的，那么商

品的规格以及形状可能会不一致，而通过模具制造出来

的商品，不仅在质量方面具有较大的一致性，此外从外

观以及使用性能上面也有较高的一致性。当然，除此之

外，通过模具进行统一的生产，也能够大大的提高生产

效率，只需要在生产之初科学的设计生产模型。但是模

具的制造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旦模具出现了问题，那么

就会造成大批次的生产出来的材料不能够满足相关的要

求，从而出现大批量的次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

续的产品质量，甚至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2]。

因此，在进行模具制造的过程中，一定要采用科学的方

法，严禁的遵守每一个步骤，不能够大意马虎，最终导

致模具出现问题。目前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计算机

技术也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推广和应用，例如在生产的过

程中，材料模具的制作便可以结合计算机技术从而在最

大程度上提高模具制造的精准度。在传统的模具制造

中，即使人工再精确，但是却无法做到完全的避免误杀

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只是尽可能的减小误差。人工与计

算机技术相比而言，计算机技术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降低

模具的误差，因此，计算机的融合以及应用帮助了模具

制造工作能够顺利的完成，同时还能够极大的提高生产

的材料的精准度。

焊接技术

焊接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中的又一重要应用形

式。焊接指的是通过加热或者高压等工艺手法，使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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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或者塑性材料能够相互连接，这一过程听起来很简

单，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十分重要，因为许多材料的加工

和生产设备的制造都需要运用到焊接技术。但值得注意

的是，在实际的焊接过程中，其操作的对象材料会有所

不同，此时便应该结合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选择焊接

方式。一般来说，焊接方式可以分为三种，即熔焊、压

焊、钎焊。这三种焊接方式的应用对象各不相同，相应

的焊接手法也有所差异[3]。首先从熔焊来说，顾名思义，

熔焊是一种需要通过加热来实现的焊接技术，在进行具

体操作时，需要先将焊接部分进行加热，使材料熔化形

成熔池后再将其连接，当其冷却之后，便完成了焊接。

使用熔焊的焊接对象一般都是相同材料，且在这个过程

中基本不需要用到压力。其次便是压焊，和熔焊完全相

反，压焊在对材料进行焊接时，基本不需要对材料进行

加热，但其应用的范围一般局限于金属材料。最后介绍

的便是钎焊技术，在其进行焊接的过程中，需要使用到

其他的材料作为粘合物。这种材料，一般熔点比较低，

当对其加热之后在对材料进行粘合时，不会使需要焊接

的材料的结构发生变化，这也就是焊接技术能够得到广

泛应用的重要原因。事实上，焊接技术的发展历史十分

悠久，在我国古代便有相关的应用，但是在此后相当一

段时间内却没有得到跨越式的发展，其总体水平一直停

留在一个比较低的阶段。随着近代工业社会的到来，焊

接方面的技术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尤其是在两次世界

大战的推动下，人们对武器的生产方面要求提高，由此相

应的焊接技术的发展也为人们所关注。在经过这一时期

后，电弧焊、埋弧焊等技术已经趋于成熟，时至今日，焊

接技术也有了更大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焊接方式。

通过上文的介绍可以了解到焊接是一个高温、高压的过

程。所以，相关操作人员在进行焊接时应该采取适当的防

护措施，佩戴护目镜和手套等保护视力和双手[4]。

2 金属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的模具制造技术

（1）旋压成型。根据材料的不同，模具制造技术的

操作流程，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加工金属材料的过

程中，主要使用旋压成型、一次成型、二次成型和低压

铸造四种手段。旋压成型是将材料放置在芯模中，在压

力的作用下，使材料与芯模紧密相接。随着芯模的旋转

变动，材料会产生巨大的形状变化，从而完成材料的加

工制作。该技术手段在应用过程中，受阻力的作用较

小，但生产效率非常迟缓，更适用于大型产品的加工成

型。（2）一次成型。在一次成型加工技术中，挤压成

型、拉拔成型是非常常用的两种金属成型技术。其中挤

压成型需要工作人员将拟实施加工的坯料放置在加工模

具中，通过对材料进行加压处理，在合理压力作用下，

使坯料在模具中出现变形，进而获得需要的成型产品。

应用该技术能够获得塑性比较高的产品，并且产品不容

易出现变形。而拉拔成型相关技术在实际操作中，需要

工作人员将坯料放置到模具中，对模具实施拉拔处理，

坯料在拉力的实际作用下，出现变形，进而形成需要的

产品形状。该项技术对于材料的要求相对比较高，适用

性不如挤压成型技术好。除了以上提到的两种技术之

外，还可能会使用到轧制成型相关技术，该项技术主要

是利用轧轮旋转产生的压力，使坯料出现塑性变形的情

况，进而得到相关的产品。（2）二次成型。二次成型主

要由锻造和冲压两种技术构成，锻造技术是通过压力机

与模具相结合，对产品进行加工制造。对于一些结构较

为简单的产品，也可以不使用模具，直接利用相关设备

进行操作。而冲压技术与锻造技术的操作流程相类似，

通过将材料放置在压力机的表面，在压力的作用下，使

材料发生形状的变化。冲压和锻造技术，凭借操作简单

和生产效率高的优势，被广泛应用在工业化生产建设

中。（4）低压铸造。低压铸造是利用各种合金材料，根

据产品的实际需求，在简单的操作流程中，完成产品的

生产加工。低压铸造具有劳动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和操

作流程简便等特点，在实际工作中被广泛应用，使材料

加工成型的整体质量，得到了较好的控制[5]。

3 非金属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模具生产制造技术

非金属材料的成型也有其独特的特点，他基本上包

含三个技术方法，例如压制成型，注射成型以及挤出成

型。每种技术都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其最终的方法无非

是采用高温加热或者是外界施压方法，让材料能够形成

人们想要的形状。非金属材料的压制成型与金属材料的

旋压成型方法是非常相似的。注射成型则是通过加热的

方法让原材料进行溶化，接着将这些原材料倒入模具之

中，冷却之后就基本完成生产的制造流程。

4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的加工方向

针对金属压力加工技术来说，其主要应用在工业制

金行业中，由于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

发展，当前对于基础金属需求量在不断增加，对于产品

的技术要求也越来越高，造成很多的材料都处于长期短

缺的状态。而对于焊接相关技术来说，其主要应用在发

电、石油提炼以及铁路制造等相关行业中的结构设计以

及焊接材料创新等方面。为了保证提升设计指导的技术

水平，需要针对机械模具材料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因

此，当前社会对于该方面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要求

也变得越来越严格。在人才需求方面，主要可以分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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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类：

焊接方面人才培养

为了使设计制造技术得到较好的提升，需要在机

械、模具和材料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于是，社会对

材料成型及设计方面的专业人才要求越来越高。在培养

焊接成型方面的人才时，不仅要着重培养焊接成型方面

的理论知识，使焊接工作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还要加

强对焊接操作的实践演练，令相关人才熟练掌握焊接技

巧，顺利完成产品生产的各项需求[6]。

锻造成型方面人才培养

当前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锻造成型方面的人

才资源非常短缺，因此锻造成型以及控制专业中具备良

好理论知识的人才，也成为了社会重点关注的对象。

针对锻造工作的内容来说，锻造成型方面人才，需要具

备熟练的对压力锻造、砂型铸造、挤压锻造等方式的操

控能力。首先，砂型铸造就是指利用砂型铸造器对器具

进行制造的一种方法，该方法具备非常明显的成本低优

势，因此在金属等各种材料的锻造中，实现了非常广泛

的应用，也是目前锻造工作中最常用的一种方式[7]。其

次，低压锻造技术主要应用在各种合金材料锻造工作

中，由于该种方法在操作上相对比较简单，能够节省大

量的劳动力，因此效率非常高。最后，挤压锻造一般会

应用在熔融态金属或者是合金材料锻造工作中，锻造过

程一般是将处于熔融态的材料放置到模具中，通过高压

和冷却，获得需要的材料。

压力工程方面人才培养

压力工程主要有两个专业，即冲压与锻造，冲压指

借助压力机与模具对材料加以外力压迫，让材料出现形

变；锻压指借助机械向金属施加压力，让形态出现变

化，能够对金属在冶炼过程中出现的不足之处进行处

理，对微观结构进行加工；锻压就是冲压与锻造的统

称，促进锻压发展，可以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模具设计人才方面的培养

有越来越多人才的涌入，才能为材料成型和控制工

程的发展源源不断的输入动力。古语有言： “问渠哪得

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8]。”人才的培养是发展以及创

新的最终动力，同时也是必经之路，培养模具设计人才

需要在理论基础的灌溉之上加入更多的实践经验。

结束语：模具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车间流水

生产的工作效率，但是它也有其弊端，因此，对于一个

企业而言，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认清所采用技术所具

有的优势和劣势，从而让这把双刃剑发挥其最大优势，

避免其弊端，为企业营造更多的经济利益。模具的成型

以及加工需要根据材料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技术进行加

工，而不能够盲目的生搬硬套，否则不仅不会为企业创

造更多的经济利益，相反还会为企业损失大量的人力和

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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