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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地区模具行业 CA/ DCAM 技术应用现状及对策
’

刘德仿 陈 军
(盐城工学院 CA D中心

,

江苏 盐城 乞州刀3 )

摘 要 在对盐城地 区模具行业 CA D / C AM 技术进行广泛调 查的基础上
,

分析 了本地 区模具

技术的需求量
、

需求层次
、

加工精度
、

加工能力等应用现状
,

并针对 CAD /CAM 技术在模具行业

运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 的对策和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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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模具制造工业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

许

多新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模具

制造的水平
、

精度及其制造成本
。

特别是在汽车
、

轻工
、

电子
、

航空等行业尤为突 出
,

模具工业已成

为国民经济中的独立行业
。

C AD /CAM 技术是现代模具制造业主要 的技

术源泉和最重要的发展方向
。

模具 CAD /CAM 是

知识密集
,

技术密集
,

涉及计算机信息技术
、

数控

技术
、

机械制造
、

模具制造工艺等多学科交叉与渗

透的技术
。

利用 C AD /CAM 技术可 以生产出精度

提高一个数量级
,

使用寿命提高 5 一 10 倍
,

材料消

耗低的模具
。

我国的工业经济已经到了大批量规

模经济和小批量多品种经济同时发展的时期
,

但

就对模具的依赖性来说
,

则是大同小异
。 “

九五
”

期间我国模具工业发展迅速
,

年均增速约 13 %
,

至 2 X( X) 年
,

我 国模具总产值预计为 260
一 27 0 亿

元 l[]
。

为了解 CAD I CAM 技术在盐城地区模具行

业 中的应用现状及其发展前景
,

我们对盐城地区

的模具需求情况
、

模具设计和生产水平
、

模具市场

进行了调研
。

1 调研的范围及对象

本次调研的范 围以盐城市直大中型企业为

主
,

同时兼顾建湖
,

大丰等地的企业
。

在选择对象

上既有前几年效益很好
,

而现在效益滑坡的企业
,

也有效益一直处于较好状态的企业
。

有对模具依

赖较强 的企业
,

也有对模具使用要求一般的企业
。

当然这些被调查企业都是在模具的设计
、

使用和

生产上有一定特色和特长的企业
。

调查时我们特

别注意听取企业决策人员和第一线负责人员及技

术人员三方面的意见
,

并深人到 车间了解模具的

设计
、

加工和使用过程
,

注意分析各企业在模具技

术方面的特色
,

以便使所收集的信息更具有代表

性和典型性
,

确保较全面地分析各企业对模具市

场预测 的准确性
,

力求排除企业人员受各企业效

益影响而对市场预测所产生的片面性
。

1
.

1 所调查的企业分布

本次调研时间持续约 4 星期
。

所调查企业的

行业分布如下
:

总共调查了 12 家企业
,

由表 1 可知
,

这次调

查的行业面较广
,

覆盖了本市机械制造业的大部

分行业
,

这种行业分布比较符合盐城地区经济发

展的特色
,

因此认为是合理的
,

适当的
。

每家被调

查企业都具有一定的模具生产或使用的特色
,

较

全面地反映了本地区模具应用现状
,

符合本次调

研的目的
。

1
.

2 所调查企业的规模

被调查企业的规模情况反映了盐城地区各企

业的总体分布格局
,

有大型企业
,

但以中小型企业

为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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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分类

农业机械类

电机电器类

机床类

机械零件类

汽车类

一般工业机械类

其它

企业数

表 1 所调查企业行业分布

肠佣团夕盆司 印血印政姗 山议击。 d阅

特色

CA D技术应用较为成功
、

有加工中心
、

压铸模和冷冲模

注塑模
、

级进模
、

冷冲模

木模

冷冲模
、

热锻模
、

冷精锻模

车身冷冲模

锻压模
、

冷冲压模

鞋模

2 盐城地区模具技术的应用概况

我国 CAD / CA M 技术的开发起始于 20 世纪 印

年代
,

经过几十年努力 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
。

盐

城地区特别 是近几年来
,

CAD / CAM 技术已经开始

被应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模具制造业
,

少数企

业如江动集团已在生产中发挥 了重大作用
。

但

是
,

运用 CAD / CAM 技术进行模具开发
、

设计和制

造
,

不仅需要企业对实施 C AD / CAM 技术所必需的

软硬件有较大的投人 (如需要配置较高的计算机
、

高档的 CA D /C AM 软件
、

数控加工中心及其配套 的

设备
、

刀量具等 )
,

更需要有熟练掌握 CAD /CA M 技

术
、

具有模具设计制造丰富经验的人才川
。

这 两

个方面对企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

因此
,

就 目前

而言
,

盐城地区在模具设计
、

制造上还处于探索和

摸索评价阶段
,

不少企业还是空白点
。

2
.

1 模具设计技术还较落后

就所调查的企业而言
,

只有一家企业的模具

设计使用 C AD 技术
,

两家运用数控设备加工模具

外
,

其它企业的模具设计和开发还处在 运用普通

二维软件代替绘图板和依赖于技术人员的实践经

验层次上
,

对于模具的加工绝大多数企业只能利

用普通机床来进行
,

无法保证模具的加工精度和

使用寿命要求
,

如某企业主要依赖于钳工磨削前

道工序所保留的产品大余量来保证精度要求 ;有

些企业虽然购买 了价格昂贵的加工 中心
,

但由于

企业决策人员对 CAD / C AM 软件作用的认识不足
,

不愿意加大投人
,

基本没有把购置软件和培训技

术人员排上议事 曰程
,

至使加工中心只能依靠简

单的手工编程做一些零件孔加工
,

不能充分发挥

加工中心作用
,

造成了经济效益的损失
,

并给企业

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

2
.

2 各企业都有一定的模具生产能力

对于使用模具较多 的企业
,

大都能自行生产

一些本单位经常需要使用 的简单模具
,

但对于模

具新品开发则往往是速度慢
、

见效迟
、

耗费人力

大
,

有时为了确保企业的暂时效益
,

明知开发新模

具是必要 的
,

也不得不放弃对新 品开发 的投人
。

从长远来看
,

这只能降低企业在市场的竞争力
,

最

终难以在市场中立足
。

另外
,

各企业中对模具的

生产大都自成系统
,

企业间不能互相取长补短
,

造

成本地区模具设计制造水平不高
,

不能满 足当前

制造业发展的需求
。

2
.

3 模具市场有较大的潜力

首先
,

从国外的经济发展规律来看
,

在一些经

济发达国家
,

如西德
、

美
、

日
、

英等国每年 的模具产

值超过机床生产 的总产值
,

而我 国模具产值则是

机床产值的零头
,

模具行业将会随着经济发展而

得到长足进步
。

其次
,

国内对模具有着大量 的需

求
。

据中国模协的统计
,

1999 我国从国外进 口 的

模具总价值达 10 多亿美元
,

前年也有 7 一 8 亿美

元阁
。

关键是目前国内能生产高档模具的企业不

多
,

一些技术力量雄厚的企业本着从 自身利益 出

发
,

不愿意公开技术
,

不愿意进行这方面的相互交

流
,

企业之间往往存在着技术封锁
。

调研过程中
,

汽车厂负责模具的领导认为
,

在

汽车行业中
,

对模具的需求很大
,

特别是汽车的改

型
。

他指 出
,

在 日本一个汽车车型一般使用 5 年

左右
,

轿车为 3年左右
,

一个汽车车型有近 2 《X幻套

模子
,

大件为 300 多套模子
,

我 国有汽车厂家 700

多家
,

以前这些模具大都从国外直接进 口
,

随着国

家产业政策的调整
,

限制模具的进 口
,

强调模具必

须由企业或国内研究所 自行开发
,

国内汽车模具

研究和新品开发一定会得到长足的发展闭
。

考虑

到国内没有一家单位能承担该汽车厂全套车身模

具的设计和制造
,

这次该厂一次从台湾某模具开

发公司购进价值 1 亿多人民币 的模具
,

占本次汽

车厂技术改造的 so % 以上
,

由此可见
,

随着国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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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政策的调整
,

模具的研究开发是有潜力和市场

的
。

从盐城地区的实际来看
,

在一些 国有企业模

具车间效益不好的同时
,

一些私营的专业生产模

具的厂家效益却很好
。

另外
,

个别熟练掌握模具

技术的人员单独做模具却很红火
,

某企业经个人

租赁承包后
,

充分发挥该厂规模生产优势为其它

企业服务
,

效益却很好
。

由于盐城地区模具设计

和生产水 平 的相对滞后
,

并且加工价格高
、

周期

长
,

使得部分厂家将模具转而送到外地加工
。

总之
,

盐城地区的模具行业应该是有市场的
,

有潜力可挖的
。

可以说
,

机会和挑战同时并存
。

3 造成目前模具市场不景气的原因

首先
,

盐城地区 C AD /C AM 技术与其它地区如

上海
、

苏南一带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
,

部分企业 只

注重硬件投人
,

对 CAD八二AM 技术的应用投人和数

控加工设备投人不能协调发展
。

其次
,

在盐城地区还没有能带动整个模具行

业发展的机构
,

没有能单独搞好从 G叼 ) , C AM”
模具设计生产的企业

,

没有一个过得硬的模具开

发中心
,

各厂家之间技术保密
。

最后
,

企业决策层和领导部门对 C AD /C AM 技

术没有做到足够的投人
,

或者是在投人一部分资

金后
,

就希望能尽快出效益
,

至使投人不足
。

当然
,

模具始终与产品相关联
,

一个地 区模具

发展状况与本地 区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
,

经济发

达地区其模具的研究开发大都较先进
,

相信随着

盐城经济的持续发展
,

C AD /CAM 技术必将在盐城

地区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

模具市场也必将繁荣
。

4 几点建议

考虑到 C AD /0 仆1技术 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

时期
,

在企业中开始得到迅速的推广应用
,

因此结

合本次调研的体会
,

对盐城地区应用和推广模具

CAD /CA五I技术提出如下建议
:

( l) 模具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
。

设计和生产

好一个模具从进料
、

选材
、

设计
、

加工
、

后处理如热

处理和修配等每个环节都很重要
。

(2 )模具的设计开发需要丰富的知识
。

只有

精通 CAD /C AM 技术的人员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

人员密切合作
,

才能充分发挥两者优势
。

( 3) 人才是 CAD /CAM 技术充分发挥作用的保

证
。

注重人才培养
,

留住人才
。

保证以提升企业

开发创新能力为宗旨
,

以出效益为 目标
,

不让应用

CAD /CAM 技术成为企业的负担
。

( 4 )开 阔科研人员 的视野
,

增进行业间交流
,

以获得各方面的信息
,

提高科研人员 的工作 积极

性和工作效率
。

(5 ) 以点带面
,

注重示 范企业 的辐射作用
。

以个别企业的成功实例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

( 6) 对已经使用 CAD /C A M 技术的企业
,

技术

部门应结合所使用软件系统的特点
,

对企业标准

进行修订或订立新的标准
,

统一企业的标准
,

使企

业技术文件符合标准化要求
。

( 7 )领导意识是关键 5[]
。

领 导要对国内外同

行业 CAD 应用的现状和发展
、

本企业 CA D 技术应

用的长远规划等有 足够认识 ;要对本企业建立

CAD 系统的重要性
、

必要性 以及 CAD 技术在本企

业中如何应用和发展有长远计划 ;如何坚实本企

业的 CAD 应用基础
,

人才如何培养等方面要有充

分的认识和重视
,

只有这样
,

才能更好地领导软件

的选型工作
,

统一选型人员的指导思想
。

(8 )软件选型人员构成至关重要 圈
。

选型人

员的构成最好由参与 CAD 软件开发应用 和技术

支持人员以及这方面的领导构成
。

并结合考虑软

件公司的技术服务能力
、

软件厂 商后 续产品开发

状况
、

软件与加工中心等硬件接 口问题
。

(9) 软件选型 目的要明确
。

应紧密结合本单

位新品开发的实际特点
,

考虑本厂的特点
、

软件特

点和本企业资金承受能力
,

以够用为前提
,

不求功

能模块的大而全
,

而应考虑到企业未来发展的可

能需求
。

5 结束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
,

C AD 技术推广应用的不断

深人
,

企业领导对 C户工) 技术的进一步重视
,

充分

利用各企业的本身优势
,

盐城地区的模具应用水

平将会得到长足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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