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工程系数控及模具教研室

《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护》课程标准

 

课程编号 z04100134 课程名称 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

维护

课程类型 理论+实践 总 学 时 54

学　　分 3 实践学时 24

适用对象 数控技术专业、机电

一体化专业

先修课程 机械制图、金工实习、

机械制造技术

1．前言

1.1课程性质
《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护》课程是现代先进制造技术的基础，是一门新兴的机械制造及

机电控制类专业必修的专业技术课。它是在机械类、电类基础课程教学的基础上讲授现代制造

系统中的数字控制技术。其理论教学内容包括：数控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产生和发展；

数控加工的编程技术；轨迹控制（插补）原理；数控装置的硬软件结构、组成、工作原理；伺

服控制技术等。实践教学内容包括：数控系统的原理和组成、数控系统的连接与调试、数控系

统的参数设置与调整、步进电机驱动系统构成、调整及使用和可编程控制器（PLC）编程与调

试等。

1.2设计思路
总目标：培养学生的数控技术的综合应用能力

目标的两个方面：数控原理←→数控机床

实现目标的学习领域：数控系统  伺服系统  辅助装置

2．课程目标

总目标：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数控机床的数字控制技术的基本原理，了

解数控装置的结构，掌握数控驱动系统原理以及数控装备的使用方法；使学生对

数控机床的的加工原理与内部结构有个全局的了解；通过数控原理实验使学生对

数字控制技术的基本原理进一步加深理解。

分目标：

2.1知识与能力

了解数控系统的基本构成和分类。

了解数控系统的基本原理。

了解数控机床的基本构成及功能。

2.2过程与方法

认识本门课程学习的一般过程，进而不断加深对事物的理解过程；

认识本门课程学习的基本方法，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

问题的方法；

养成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能对所学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概括和阐释。

2.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培养学生能主动参与数控原理与数控机床的基本理论探究。

培养学生具备辩证思维的能力。

培养学生具有热爱科学、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创新意识、创新精神。

让学生加强职业道德意识。

3．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模块1：数控技术概论（约2学时）（2/4）

1、数控加工技术的发展和数控技术基本概念

了解“数控”名称的含义以及数控技术在全世界中的发展过程。

2、数控机床的组成和分类

了解数控机床组成的各部分名称及作用；了解数控机床分类的方法。

3、数控机床的特点和应用范围

了解数控加工和普通加工的区别；了解数控加工的应用范围。

4、数控机床的有关规定

了解数控机床中坐标的规定；了解数控机床程序编制的规定

模块2：计算机数控系统（约6学时）（2/4）



1、  计算机数控系统的基本原理

了解CNC系统的组成和分类；掌握刀具半径补偿的概念；了解误差补偿原理。

2、  插补原理

了解插补的概念和分类；掌握逐点比较法的插补运算（直线和圆弧）。

3、  计算机数控系统软、硬件结构

了解经济型数控系统软、硬件结构的组成；了解标准型数控系统软、硬件结构的组成。

模块3：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约 8学时）（2/4）

1、  进给伺服系统概念

掌握伺服系统的组成；掌握开环、半闭环和闭环伺服系统的区别

2、  开环伺服系统

了解步进电动机的组成、特点及分类；掌握步进电动机的工作原理

3、  交、直流伺服驱动

了解交、直流伺服电动机的类型和特点。

4、  进给系统的机械传动部件

掌握滚珠丝杠螺母副的组成、分类、作用；了解滚珠丝杠螺母副的预紧方式；了解滚珠

丝杠螺母副的支撑形式

5、  进给运动参数的设置

了解运动参数控制参数的设置，如正负向存储行程极限、间隙与螺距误差、机床参考点

的坐标值单向定位参数和报警保护参数设定等。

6、  坐标轴的零点和参考点设置

掌握机床参考点与机床零点的概念；了解机床返回参考点的三种动作细节的区别；了

解工件零点设置的方法。

7、  对主轴驱动的要求

了解对主轴驱动拖动特性的要求；了解对主轴驱动的控制要求

8、  主轴驱动的速度控制

了解变频器在主轴驱动的作用；了解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了解主轴分段无级变速的概

念及常用机构。

9、  主轴部件

了解刀具的装夹、主轴轴承的配置、主轴的润滑和电动机与主轴的联接方式等

模块4：数控机床辅助控制（约10学时）（2/4）

1、  PLC概述



了解数控机床中PLC的结构、特点、分类和配置方式。

2、  PLC基本编程方法

掌握PLC基本编程语句；了解PLC功能语句；掌握梯形图的绘制；

教学建议：

由于PLC型号繁多，讲解时着重讲解一种类型，根据数控设备讲解配套的PLC编程语句；

若无设备着重讲解流行的数控系统中使用的PLC，如FANUC和 SIEMENS等。

3、  M、S、T功能的实现

能看懂数控机床中PLC实现 M、S、T功能的梯形图；了解数控机床中PLC实现 M、S、T功能

的运行过程。

4、  数控机床的其他辅助装置

了解润滑装置的作用及分类；了解自动排屑装置的作用及分类。

模块五：数控机床的故障诊断与维修（2/4）
1、  数控机床的故障诊断

了解数控机床的故障规律；了解数控机床的日常维护与保养；了解数控机床的故障分类；

了解故障诊断的一般方法。

2、  数控机床的故障维修

了解机械部分故障的处理方法；了解液压与气压系统故障的处理方法；了解机床电气故

障故障的处理方法。

教学建议：

该主题的内容与实际操作密切联系，授课教师最好具备该方面的经验和知识，讲解时应

以实际发生的典型故障进行讲解，如条件允许，可设置部分故障让学生直接参与维修过程中。

表 1  学时分配

序

号

模   块 课

时

课 时 分 配

讲授 实训

1 数控

技术

概论

模块

认识数控机床 2 2 0

数控机床的组成和分类

数控机床的特点和应用范围

数控机床的有关规定



2 计算

机数

控系

统模

块

计算机数控系统的基本原理 6 4 2

插补原理

计算机数控系统软、硬件结

构

3 数控

机床

的伺

服系

统模

块

进给伺服系统概念 8 6 2

进给系统的机械传动部件

坐标轴的零点和参考点设置

对主轴驱动的要求

主轴驱动的速度控制

4 数 控

机 床

辅 助

控 制

模块

 PLC概述 10 10 0

 PLC基本编程方法

 M、S、T功能的实现

 数控机床的其他辅助装置

5 数 控

机 床

的 故

障 诊

断 与

维修

数控机床的故障诊断与维修 28 8 20

合计 54 30 24

4．实施要求

4.1教案编写
本课程标准对教案的定义是指在本课程完成整体教学设计，确定课程学习项目及各项

目组成任务明确的基础上，对每一任务的教学内容按每一教学单元(原则上是 4学时为一

教学单元，理论与实训交叉进行)进行的教学方案设计，它包括对本模块学习目标、工作任

务、能力要求及教学内容分解到本教学单元中的具体授课内容、课堂活动教学的组织方式与

教学要求、课时建议等。特别是要通过设计清楚阐述针对工作任务如何将典型实践性环节所

需实践知识融入理论知识学习中，并根据能力要求，如何将技能实践融入学习过程中。

4.2教学要求
(1)本课程具有五个技术模块，条理清晰，教师在教学项目内容在安排时，应根据教



学需要和教学风格进行调整组合，可以采用连续教学或分段教学两种方式实施。

(2)本课程教学宜采用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方法，教学中应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增强感性认识和实际动手机会，充分利用机加工现场实践及数控仿真软件等实践教学方法。

通过项目训练加强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在完成相关实验或训练项目的过程中，引导

学生学习有关的技术知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成就感，强化学生的团队协作

精神。

(4)在教学过程中，要尽量应用多媒体、投影等教学资源辅助教学，起到了提高效率、

增强理解、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作用。同时，要重视介绍本专业领域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的发展趋势，贴近生产实际。

(5)在教学过程中，应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为学生提供职业生涯发展的空间，努

力培养学生获取、分析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积极引导学生提升职业素养，提高职业道德，努

力培养创新能力。

4.3考核方式与标准
考核方式：1）出勤；2）课堂测试；3）期末考试；4）实践教学测试；5）平时作业；

表 2 考核标准

测试成绩（%） 平时成绩比例（%）

出勤 平时成绩 实践教学 期末测试

100 10 10 20 60

4.4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根据课程的要求结合学院实训条件组织编写《数控加工编程及操作实训指导资料》、

拍摄课题录像制作后上网。

4.5教材编写与选用
主讲教材：《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护》自编讲义。本教材是由广州机床厂技术人员并

总结了编者在数控机床应用领域的教学和工程实践经验而编写的。

教学参考教材： 《数控加工工艺与编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杨建明

《数控车削加工技术》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姜惠芳

《数控铣削加工技术》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谷育红

实训资料：实训项目工作任务书（自编）



5、教师要求

理论课要求教师有“双师素质”，实训教师需要有技师以上职业资格，有实际操作经验，

责任心强的教师。

6、其他说明

1、本课程教学标准适用于高等职业学校数控技术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模具专业专

业（三年制）。

2、与本课程模块相关的实践教学内容有：数控编程专用周、数控中级工强化实训。

7、《数控加工编程与操作》课程标准审批

编写教师 编写日期

教研室审批 审批日期

系部审批 审批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