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控技术专业 

毕业设计标准 

 

 

专业名称: 数控技术 

专业代码: 460103 

适用年级: 2021 级 

所属学院: 航空制造学院 

专业负责人: 陈立 

制(修)订时间: 2023 年 9 月 

 

 

 

 



数控技术专业毕业设计标准 
 

本标准依据《关于印发< 关于加强高职高专院校学生

专业技能考核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高职高

专院校学生毕业设计工作的指导意见> 的通知》（湘教发

〔2019〕22号）精神，结合我校及本专业实际制定。 

一、毕业设计选题类别及示例 

数控技术专业毕业设计为工艺设计类，具体情况见下表。 

毕业设计
选题类别 

毕业设计
选题 

对应人才培养规格能力目
标 

主要支撑课程 
是否今
年更新 

工 
艺 
设 
计 
类 

1. 扳 手 头

机 制 工 艺

设 计 与 编

程 

具备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机械制造工艺与夹具 

是 

2.数控编程与加工 

3.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 

具备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

力和沟通的能力； 
1.大学语文 

具备本专业必需的信息技术

应用和维护的能力； 
1.信息技术 

2.信息素养 

具备识读、手绘各类机械零件

图和装配图的能力； 
1.机械制图 

具备进行常用金属材料选用，

成型方法和热处理方式选择

的能力； 

1.机械工程材料 

具备刀具、量具和夹具的选用

和使用能力； 

1.金属切削与机床 

2.机械制造工艺与夹具 

具备数控加工程序编制的能

力： 
1.数控编程与加工 

具备使用CAD/CAM、仿真软件

进行零件的二维平面图绘制、

三维建模和仿真加工、多轴建

模和仿真加工的能力； 

1.计算机辅助绘图 

2.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 

3.多轴加工技术 

具有编制零件机械加工工艺

的能力； 
1.机械制造工艺与夹具 

具备产品质量检测及质量控

制的能力； 
1.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 

 

二、毕业设计成果要求 



（一）工艺设计类成果要求 

工艺设计类成果只包含零件机制工艺设计与编程(机

械工艺编程员岗位）类，具体要求如下。 

1、成果表现形式为成果报告，成果报告中包括零件图、

工艺规程、数控加工工序的程序清单与仿真加工图、

零件工艺设计等内容。 

2、零件图应绘制正确、清晰、符合国标规范。 

3、零件的加工工艺路线应科学合理；工序图应绘制正

确、清晰、符合国标规范；定位方案、夹紧方案应合

理；工序技术参数应正确、合理；工艺规程填写应完

整、规范、正确。 

4、数控加工程序应正确、合理；刀路图应合理；刀路图

和仿真图应与工序图相匹配。 

5、工艺分析内容通常包括零件结构与功用分析、零件的

精度与技术要求分析、零件的材料分析；毛坯的选

择；定位基准的选择；表面加工的选择；加工工艺路

线的确定；机床与工艺装备的选择等，内容应合理、

且符合本零件加工实际情况 

6、成果报告格式规范、逻辑清晰、文字描述正确、通

顺、流畅。 

三、毕业设计过程及要求 
 

阶段 教师任务及要求 学生任务及要求 时间安排 

选题指导 

采取双导师制，选题力求合

理、可行。可以由校内指导

教师提供，也可由企业导师

提供，或者是学生从生产实

每个学生一个题目，避免重

复，学生选题一旦确定，原

则上不能更换题目。 
2023.11.20前 



践中发掘的具有实际意义的

自拟项目等。并经二级学院

审批通过。 

每位校内指导教师指导学生

数最多不超过 15人。 

任务下达 
至少 3位教师参与开题论

证，评估工艺设计方案。并

下发任务书。 

初步完成工艺方案设计。 2023.11.30 前 

过程指导 

督促学生按时保质完成相关

资料，定期检查并反馈意

见，同时填写“毕业设计指

导记录” 

按模板及时完成成果报告，

要求独立完成，定期交给指

导教师检查，并及时修改，

并填写“毕业设计指导记

录”。 

2024.5.1前 

成果答辩 

同时指导学生准备答辩，坚

持公平、公正原则，检查学

生所有毕业设计资料，答辩

过程提出 5个问题，综合考

查学生的专业能力。 

熟悉课题内容，按时准备好

答辩资料，参加答辩。 

2024.5.21~5.

25 

资料整理 
对学生的毕业设计资料全面

检查并提出修改意见。 

按照答辩意见修改完善毕业

设计资料并及时提交指导教

师检查。完成所有毕业设计

资料的检查、修改、整理工

作。 

2024.5.26~6.

1 

质量监控 

组织专业教师对毕业设计资

料的相互检查，专业负责人

抽检。建立毕业设计质量反

馈机制，收集学生、指导教

师等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对

毕业设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总结和分析。根据反馈

结果，制定改进措施，如优

化选题机制、加强导师指

导、完善评审标准等，不断

提升毕业设计质量监控体系

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总结毕业设计的收获，评价

在毕业设计过程中对专业知

识与技能掌握程度，反馈毕

业设计的组织管理、需要获

得支持和帮助等、改进意见

等。 

2024.6.2~6.2

0 

四、毕业答辩流程及要求
 

（ 一）答辩流程 

1、制定数控技术专业毕业生毕业设计答辩方案，成立答

辩小组。 

2、学生向指导教师提交毕业设计资料，由指导教师在



“毕业设计评阅表”上填写评语并签署意见，准备参加

答辩。 

3、答辩小组具体安排学生毕业设计答辩工作。 

4、学生按时参加毕业答辩。 

5、学生根据答辩意见修改毕业设计资料。 

6、指导教师将审查合格的毕业设计资料归档。 

（ 二）答辩要求 

1、为了保证学生毕业设计质量，提高学生的能力和水平，

答辩小组认真组织专业的毕业设计答辩。 

2、集中审核学生毕业设计资料的真实性；检查学生毕业设

计资料的齐全性；审查学生毕业设计的科学性、规范性、完整

性和实用性。 

3、确保毕业设计资料齐全、及时整理、按时归档。 

五、毕业设计评价指标 

表1 工艺设计类毕业设计评价指标及权重  

评价指标 指标内涵 
分值权重 
（%） 

设计过程 

有严谨的工作态度，有清晰的目标和计划，明确自己的设计内容，

有能力进行独立的设计和分析，规划了设计步骤和时间节点，定期

找指导教师检查并及时修改错误。 

8 

注重信息的搜集与整理，注意设计过程的规范性和结果的准确性。 

主动积极地学习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以提升自己的设计能力，勇于

尝试和探索新的思路和方法。 

10 

遵守学术道德规范，不抄袭他人作品，正确引用他人的设计成果，

且诚实、公正地对待自己的设计结果。 
10 

作品质量 

工艺技术路线科学、可行，工艺规程、相关图纸等技术文件表达准

确。技术标准等运用正确，工具选择恰当，工艺设计相关数据选择

合理、计算准确。应用了本专业领域中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新方法、新设备。 

15 

成果报告中的零件图、工艺流程、数控程序等技术文件规范，符合

国家或行业标准。工艺分析条理清晰，体现了工艺设计思路和过

程，格式、排版规范，参考资料的引用及标识规范准确。 

15 



提交的成果符合任务书规定要求，能完整表达设计内容和要求，完

整回答课题所要解决的问题。成果报告完整记录技术要求分析、工

艺路线拟定、工序设计、技术参数确定等基本过程及其过程性结

论。设计有针对性，能有效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有一定应用价值。 

12 

答辩情况 

学生自述时论述正确、完整，有独到之处和深度文字表达能力、分

析能力。 
6 

5个问题的答题情况。 18 

毕业设计资料检查情况，课题的难易度。 6 

 

六、实施保障 

（一）指导团队要求 

1.指导教师导师 

毕业设计实行指导教师导师负责制。校外企业导师与
校内指导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导师应对
整个毕业设计阶段的教学活动全面负责。指导教师导师应
保障投入足够时间和精力完成毕业设计环节的各项指导任
务。 

2.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一般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硕
士（含硕士）以上学位，初级职称旳教师需在具有高级职
称教师旳带领下，指导毕业设计。每位教师指导学生人数
原则上不超过15人。对于以往指导工作欠佳的老师，教研
室应适当减少该教师的指导学生人数。 

3.企业导师 

企业导师一般应具备高级工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
者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年龄一般不超过55周岁。
企业导师需熟悉高职教育的政策法规，能认真履行指导教
师的职责，治学严谨，作风正派，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二）教学资源要求 

1.企业实践项目资源 

与10家校外实习基地合作开发企业实践项目资源库，



作为学生毕业设计课题的主要来源，定期开展总结交流活
动，保持每年至少30%的课题更新率。 

2.数字化教学资源 

建设包括图像视频素材、毕业设计指导书、毕业设计
模板等文本资源、优秀毕业设计作品案例库、软件和工具
资源等专业数字化教学资源库，方便师生进行学习和交
流，提升毕业设计质量，增强学生的信息素养和创新能
力。毕业设计数字化教学资源应与本专业各资源库保持信
息畅通，并注重与行业企业合作共同开发，使资源种类丰
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满足毕业设计也涉
及与个体化学习需求。 

七、附录 

  



附录1：毕业设计任务书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任务书 

学  院         航空制造学院             专  业         数控技术              

学生姓名  班  级  学  号  

毕业设计类型 □产品设计类     □方案设计类     □√工艺设计类 

毕业设计 

课题名称 
***机制工艺设计与编程 

校内指导老师  校外指导老师  学生联系方式  

设计目的 

（含课题背

景，设计最终

要达到什么效

果，解决怎样

的实际问题） 

 

设计任务 

及要求 
 



进程安排 

（含任务分

析、实施方案

制定、资料收

集与整理、任

务实施、答辩

准备等主要工

作内容及时间

安排） 

序号 工作内容 时间安排 

1 领取毕业设计任务  

2 资料收集与整理、完成零件图绘制  

3 完成工艺规程制定和数控程序编制  

4 完成毕业设计成果报告  

5 毕业设计资料的修改与答辩  
 

提交的 

设计成果 

（主要描述毕

业设计成果以

何种类型呈

现） 

毕业设计成果报告1份 

指导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教研室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注：产品图及技术要求可另附页。 

 

  



附录2：毕业设计成果报告书 

 

 

 
毕业设计成果报告 

 

题    目         ***机制工艺设计与编程        

毕业设计类别 □产品设计类□方案设计类□√工艺设计类 

学生姓名                 学  号               

二级学院              航空制造学院            

专    业      数控技术   班  级               

校内导师姓名            职务/职称             

校外导师姓名            职务/职称             

校外导师所在单位                              

 

 

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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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品展示 

1.1 零件图 

 



2 

1.2 实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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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艺规程 

1.3.1 工艺过程卡 

张家界航空 

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机械加工工艺过程卡 型别  零（组）件图号 

零（组）件名称 复杂轴  

基本材料 45 钢 
毛坯 

样式 
尺寸 每个零件需要量 

 

代用材料  锻件    

工序号 工序名称 加工单位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附注 

0 毛坯     

      

10 热处理     

      

20 车工  普通车床 CA6140  

      

30 车工  数控车床 CK6140  

      

40 车工  数控车床 CK6140  

      

50 精磨内孔  内圆磨床 M215A  

      

60 钳工     

      

70 检验     

      

80 入库     

更 

改 

栏 

更改单号 更改者 日期 编制 某某某 日期 年.月.日 页数 

   校对  日期  1 

   同意  日期  页号 

   批准  日期  1 

 



4 

1.3.2 工序卡 

 

张家界航空 

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机械加工工序卡 
型 

别 
 

零（组件） 

图号 

 
零（组）件名称 复杂轴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工 

序 

号 

0 基本材料 45钢 硬 

度 
232~262HB 

工序 

名称 
毛坯 

代用材料  

过程号码 过程内容 
夹具 刀量具 

号码 名称 号码 名称 

1 备料，Φ50×100     

      

      

      

      

      

      

更 

 

改 

 

栏 

更改单号  更改单号  编制 某某某 日期 年.月.日 

更改编号  更改编号  校对  日期  

更改者  更改者  批准  日期  

日  期  日  期  页数 1 页号 1 



5 

1.4 数控加工工序程序清单与仿真 

1.4.1 工序 30 程序清单与仿真 

数控加工程序清单 
工序名称 车工 

工序号 30 

程序号 01~04 

零件名称 复杂轴 零件材料 45钢 页号  

设备名称 数控车床 设备型号 CK6140 页数  

数控系统 FANUC 0i 编程员  日期 年.月.日 

程序 

O1(车左外圆)  

G99M3S500  

T0101  

G0X51Z2  

G71U1R1  

G71P10Q20U0.5W0.1F0.2  

N10G0X36G42  

G1Z0F0.1  

X38Z-1  

Z-47  

X46Z-50  

Z-61  

N20X51G40  

G70P10Q20M3S1000  

G0X100Z100  

M30 

O2（镗孔）  

G99M3S500  

T0404  

G0X23Z2  

G71U1R0.5  

G71P10Q20U-0.5W0.1F0.2  

N10G0X32.5G41  

G1Z0F0.1  

G3X24Z-7R17  

G1Z-25  

N20X23G40  

G70P10Q20M3S800  

G0X100Z100  

M30 

 

O3（车宽 2 的槽）  

G99M3S400  

T0202  

G0X40Z2  

Z-20  

G1X34F0.05  

X40  

G0X100Z100  

M30 

 

O4（车 60°的槽）  

G99M3S400  

T0202  

G0X40Z2  

Z-34  

G1X24F0.05  

X40  

G0X100Z100  

M30 

 

 
 

图1-1 工序30刀路图 

 

 

 
图1-2 工序30仿真结果图 



6 

 

1.4.2 工序 40 程序清单与仿真 

数控加工程序清单 
工序名称 车工 

工序号 40 

程序号 01~03 

零件名称 复杂轴 零件材料 45钢 页号  

设备名称 数控车床 设备型号 CK6140 页数  

数控系统 FANUC 0i 编程员  日期 年.月.日 

程序 

O1(车右外圆)  

G99M3S500  

T0101  

G0X51Z2  

G71U1R1  

G71P10Q20U0.5W0.1F0.2  

N10G0X18G42  

G1Z0F0.1  

X20Z-1  

Z-4  

X21  

X24Z-5.5  

Z-21  

G2X24Z-29R5.5  

G1X26  

X28Z-30  

Z-36  

G2X34Z-39R3  

G1X44  

X46Z-40  

N20X51G40  

G70P10Q20M3S1000  

G0X100Z100  

M30 

O2（槽）  

G99M3S400  

T0202  

G0X26Z2  

Z-21  

G01X18F0.05  

X26  

G0X100Z100  

M30 

 

O3(车螺纹)  

M3S600  

T0303  

G0X25Z4  

G92X23.1Z-19F2  

X22.5  

X21.9  

X21.5  

X21.4  

X21.4  

G0X100Z100  

M30 

 

 
 

图1-3 工序40刀路图 

 

             

 
图1-4 工序40仿真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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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零件的加工工艺设计 

（标题1样式，宋体2号，加粗，段前0.5行，段后1行，1.5倍行距，居中） 

2.1 零件的分析 

（标题2样式，宋体3号，加粗，段前段后0行，1.5倍行距） 

2.1.1 零件的结构与功用分析 

（标题3样式，宋体4号，加粗，段前段后0行，1.5倍行距） 

2.1.2 零件的精度与技术要求分析 

2.1.3 零件的材料分析 

2.2 毛坯的选择 

2.3 定位基准的选择 

2.4 表面加工方法的确定 

2.5 加工工艺路线的确定 

2.6 机床与工艺装备的选择 

（正文格式：宋体小四，首行缩进2个字符，段前段后0行，1.5倍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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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标题1样式，宋体2号，加粗，段前0.5行，段后1行，1.5倍行距，居中） 

（正文格式：宋体小四，首行缩进2个字符，段前段后0行，1.5倍行距） 

转眼间，我们大学的学习即将结束，我们的毕业设计也划上了圆满的句

号。 

通过这次的毕业设计“***机制工艺设计与编程”我学习到了很多知识，使

之前掌握的不太好的知识又得到了巩固。尤其是对如工艺路线的确定，基准的

概念等有了更详细的掌握。 

自入学以来，我们学习的是大部分以理论为主。所以在课堂上掌握的仅仅

是一些专业知识的理论基础。但是现实中应该如何去应对具体的各种零件的设

计和加工又该怎么把我们的所学知识用到工作上去是我们一个重大难题。我感

触最深的就是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大量的查阅课本和各种资料以及每天重复的

一句话“老师，您在哪？我现在来找您”都是为了让毕业设计完成的更加完

善，更符合实际加工要求。 

完成这篇成果报告，意味着我的学生时代就此落下帷幕。在此，特别感谢

我的指导老师给予我的悉心指导。借此机会我想感谢我的家人永远无条件的尊

重、支持我，当我迷失对未来自我的时候，指引着我走出那迷雾森林，给我的

永远是最无私的爱。感谢我的朋友们愿意倾听我的所有疑问并耐心地为我答疑

解惑，为我加油鼓劲，是他们给予了我前进的动力，在我“枯竭”时不断鼓励

我，让我有了一往无前的信念，让我能够不断的完善自我，一步一步坚定的走

向更好的自己。 

  



9 

参考文献 

（标题1样式，宋体2号，加粗，段前0.5行，段后1行，1.5倍行距，居中） 

（正文格式：宋体小四，段前段后0行，1.5倍行距） 

[1]刘守勇，李增平.机械制造工艺与机床夹具（第 3 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8 

[2]赵学清,欧阳海非.数控手工编程.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  

[3]刘让贤.几何量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第 2 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2018  

[4]刘坚.金属切削与机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10 

附录3：毕业设计指导记录表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指导记录 

学  院          航空制造学院            专  业         数控技术          

学生姓名  班    级  学    号  

课题名称 ***机制工艺设计与编程 指导教师   

指导日期 指导内容及提出的要求 指导方式 

   

   

   

   

   

   

   

 

附录 4：毕业设计评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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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届毕业设计评阅表 

学  院     航空制造学院        专  业     数控技术        班  级            

姓    名  学    号  指导教师   

课 题 

名 称 
***机制工艺设计与编程 

评 

 

 

 

 

 

语 

 

 

 

 

 

 

 

 

 

 

 

 

是否具备答辩资格： 是 □否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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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毕业设计总评成绩表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届毕业答辩成绩评定及毕业设计总评成绩表 

课题名称 ***机制工艺设计与编程 答辩者  

指导教师   主审教师  答辩时间  

序号 项目 评定内容 评分 总分 

1 

学生 

自述 

（20%） 

论述正确、完整（5%）  

 

有独到之处和深度（10%）  

文字表达能力、分析能力（5%）  

2 
答辩 

（60%） 

问题1： 

 

问题2： 
 

问题3： 
 

问题4： 
 

问题5： 
 

3 

成果 

审核 

（20%） 

毕业设计成果复查（15%）  

课题难易程度（5%）  

毕业设计评阅成绩  毕业设计总评成绩  

答辩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教研室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注：毕业设计总评成绩按设计评阅成绩70%、答辩成绩30%进行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