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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基础复习题 

一、 判断题（对的在题前的括号中打“√”，错的打“×”） 

 

1.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砂型铸造比金属型铸造的铸件晶粒更细。

（× ） 

2. 固溶强化是指因形成固溶体而引起的合金强度、硬度升高的

现象。（√ ） 

3. 珠光体、索氏体、屈氏体都是铁素体和渗碳体组成的机械混

合物。（√ ） 

4. 碳的质量分数对碳钢力学性能的影响是：随着钢中碳的质量

分数的增加。（  × ） 

5. 硬度、强度增加，塑性、韧性也随着增加。（×  ） 

6. 点焊、缝焊时，焊件的厚度基本不受限制。（  × ） 

7. 切削钢件时，因其塑性较大，故切屑成碎粒状。（  × ） 

8. 回转体外圆表面加工常采用车削、铣削、刨削、磨削及钻削

等加工方法。（×  ） 

9. 车削槽时的背吃刀量(切削深度)等于所切槽的宽度。（√   ） 

10. 珩磨机床上一般珩磨头及机床主轴采用浮动联接来珩磨孔，

保证珩磨孔不会应加工孔的  中心及机床主轴不同心而产生

圆度误差，这种方式符合自为基准定位原则。（  √  ） 

11. 冲压加工只能用于加工金属板材。（×  ） 

12. 冲压产品的尺度精度主要是由模具保证的。（  √ ） 

13. 金属的晶粒越细，其强度越高，塑性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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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材料强度极限
b

 及屈服极限
s

 之比值称为屈强比 /
b s

  。

（×   ） 

1 5 . 刀具的标注角度随着刀具的安装条件和进给量的大小变化而

变化。（×  ） 

16. 通常切削脆性材料，最容易出现后刀面磨损。（  √ ） 

17. 在选择车刀的刃倾角 s 时，粗加工取正值，以保证刀尖强度；

精加工取负值或零，使切屑流向待加工表面一侧，以免划伤

工件已加工表面。（×  ） 

18. 当有色金属（如铜、铝等）的轴类零件要求尺寸精度较高、

表面粗糙度值较低时，不能采用磨削加工的方法，而只能采

用超精车的工艺方法。（√  ） 

19. 在车削细长轴时，为了减小工件的变形和振动，故采用主偏

角较大的车刀进行切削，以减小径向切削分力。（√  ） 

20. 车削有硬皮的毛坯件时，为保护刀刃，第一次走刀，切深应

小些。（×  ） 

22、拉深模上设置压边圈是为了避免拉深件被拉裂。（起皱而非

拉裂） （×）23、金属在 0℃以下的塑性变形称为冷变形。（再

结晶温度）（×） 

24、冷塑性变形的金属，经过再结晶退火后，一般都得到细小

均匀的等轴晶粒。（√） 

25、锻锤的吨位是用落下部分的质量表示。（√） 

26、同号应力状态下的变形抗力大于异号应力状态下的变形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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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27、蒸汽空气模锻锤锤头及导轨间的间隙小，机座及机架连成

一体。（√） 

35、为了获得具有最好机械性能的零件，在设计和制造零件时，

都应使零件在工作中产生的最大正应力方向及纤维方向垂直。

（重合）（×） 

37、钨钴类硬质合金刀具适合加工韧性材料。（脆性） （×） 

28、交流、直流弧焊机都有正、反接法，使用时要注意极性。（只

有直流才有）（×） 

29、闪光对焊是以对接形式，利用两焊件接融面的摩擦热把焊

件焊合的方法。（不是摩擦热的形式而是通以强电流）（×） 

30、焊接电弧是指电极及焊条间的气体介质强烈而持久的放电

现象。（电极及焊件）（×） 

31、焊条接电源负极，焊件接电源正极称为正接，它主要用于

焊接厚板等。（√） 

32、焊接受冲击载荷或动载荷的重要焊件时，可采用酸性焊条。

(这是碱性焊条的范围）（×） 

33、J427 表示焊缝金属抗拉强度大于或等于 420 的结构钢焊

条，用于交流弧焊机焊接。（应该是直流）（×） 

34、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由于有
2
的作用，故适合焊有色全属和

高合金钢。（低碳钢和低合金结构钢）（×） 

35、碳钢的含碳量越高，其强度、硬度愈高，塑性、韧性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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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含碳量的增加塑性、韧性下降，硬度提高，但强度是先增

后减的，以 0.9%为界）（×） 

36、可锻铸铁最适合生产形状复杂经受振动的薄壁铸件。（因为

球墨铸铁难以保证其质量）（√） 

37、刚性夹持法既能消除焊接应力，又能消除焊接变形。（不能

消除焊接应力，它是反变形措施）（×） 

38、在磨削的三个切削分力中，最大。（注意此处是磨削）（×） 

39、当以很小的刀具前角、很大的进给量和很低的切削速度切

削钢等塑性金属时，形成的是带状切屑。（较大的前角，较高的

切削速度和较小的进给量）（×） 

40、金属材料拉深时采用压边圈的作用是为了避免工件被拉裂。

（避免工件被起皱）（×） 

 

 

二、单项选择题（在 A、B、C、D 四个答案中，在一个正确答

案的英文字母上打“√”） 

1. 钢在淬火后所得的组织是（A  ）。 

 A.淬火马氏体 B.回火索氏体 

  C.回火屈氏体                 D.索氏体 

2. 在淬火钢中，当含碳量增加到 0.6％以后，随含碳量的增加，

硬度增加缓慢，这是因为（A） 。 

A. 随含碳量的增加，残余奥氏体的量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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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随含碳量的增加，片状马氏体的量增多 

C. 随含碳量的增加，淬火内应力增大 

D. 随含碳量的增加，非马氏体的量减少 

3. 若钢中加入的合金元素能使 C 曲线左移，则将使钢的淬透性

（B）。 

   A.提高    B.降低    C.不改变    D.对小试样堤高，对大

试样则降低 

4. 下列钢铁材料中切削性能较好的是（B）。 

  A.工业纯铁     B.45 钢          C.白口铸铁 12A 钢 

5. 钢锭中的疏松可以能过下面哪种方法改善（B）。 

   A.完全退火    B.足够变形量的锻轧    C.扩散退火    

D.正火 

6 . 顶尖、鸡心夹、拔盘等机床附件是用来加工（  C  ）类零件

的。 

   A．套筒类     B．盘类     C．轴类    D．圆销类 

7. 为降低磨削表面的值，应从选择（ B ）方面入手。 

A. 粗磨粒的砂轮      B. 小磨削进给量       C. 

夹具 

8. 加工过程中若表面层以冷塑性变形为主，则表面层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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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A. 压应力              B. 拉应力               C. 

无应力层 

9. 沿一光滑圆柱的中心轴线钻通孔，实际上限制了除绕中心轴线

转动之外的其余五个自由度，就已满足加工要求，这种定位

方法是（  C ）。 

A. 完全定位              B. 欠定位             C.不

完全定位 

10. 光整加工长径比大于 10 以上的深孔，最好采用（    B  ）。 

   A．研磨    B．珩磨     C．超级光磨    D．抛光 

11.式样拉断前承受的最大标称拉应力称为（  B  ）。 

A 屈服强度   B 抗拉强度   C 塑性强度   D 抗压强度  

12 常用金属的塑性判断依据是断后伸长率和（  C  ）。 

    A 硬度    B 强度   C 断面收缩率   D 屈服极限   

13 金属的韧性通常随温度降低   （  B  ）。 

    A 变好   B 变差   C 不变    D 都不对 

14 铁碳合金相图中，线是（ D   ）。     

     A 液相线   B 共析线   C 固相线    D 共晶线   

15下面（  D  ）不是洛氏硬度法的优点。 

A. 测量迅速                 B. 压痕小  

C. 适应于成品零件的检测     D. 硬度范围的上限比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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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维氏硬度高 

16.加工硬化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 B  ）。 

A. 晶粒破裂细化   B. 位错密度增大   C. 晶粒择优取

向   D. 形成纤维组织 

17.机床床身应选用（C   ）材料。 

A. Q235 钢    B. T10A 钢    C. 150 钢       D. T8

钢  

18.淬硬工件表面的精加工，一般采用（  C ）。 

A．车削   B．铣削   C．磨削    D．刨削 

19.根据模具零件的功用分类，凸模、凹模、凸凹模属于（ D  ）。 

A、主要零件     B、导向零件 

C、辅助结构零件    D、工作零件 

20.现要加工一批小光轴的外圆，材料为 45 钢，淬火硬度为

40~45，批量为 2000 件，宜采用的加工方法是（  D ）。 

A．横磨    B．纵磨     C．深磨    D．无心外圆磨 

21、高碳钢最佳切削性能的热处理工艺方法应是（B ） 

A、完全退火(亚共析钢）  B、球化退火（过共析钢）  C、

正火（中碳合金钢、高碳钢以退火为宜）   D、淬火 

22、下列几种碳素钢中硬度最高的为（D ）                             

A、20（优质碳素结构钢）B、Q235（最低屈服点 235 的普

通等级碳素结构钢）C、45D、T12（平均含碳量为 1.2%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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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工具钢） 

23、固溶体的晶体结构特点是（A ） 

A、及溶剂相同        B、及溶质相同 

C、形成新的晶型     D、各自保持各自的晶型 

24、现需制造一汽车传动齿轮，要求表面具有高的硬度、耐磨

性和高的接触疲劳极限，心部具有良好韧性，应采用如下哪种工

艺及材料（C ） 

A、T10 钢经淬火＋低温回火                B、45

钢经调质处理 

C、20 经渗碳后淬火＋低温回火      D、20 钢经表

面淬火 

25、制造手用锯条应当选用（A ） 

A、T12 钢淬火＋低温回火      B、12 钢淬火＋低

温回火 

C、65 钢淬火＋中温回火       D、T8 钢淬火＋

低温回火 

26、602 钢的热处理工艺是（B ） 

A、淬火＋低温回火         B、淬火＋中温回

火 

C、淬火＋高温回火       D、正火  

27、机架和机床床身等一般应选用（A ） 

A、灰口铸铁   B、可锻铸铁    C、球墨铸铁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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蠕墨铸铁 

28、制造柴油机曲轴应选用（C ） 

         A、灰口铸铁     B、可锻铸铁     C、球墨铸铁       

D、白口铸铁 

29、要提高 15 号钢零件的表面硬度和耐磨性，可直接进行（A ） 

         A、正火      B、淬火       C、表面淬火         

D、渗碳 

30、铸铁 450-10 的石墨形态为（D ） 

A、片状（灰口铸铁）   B、团絮状（可锻铸铁）    C、

蠕虫状（蠕墨铸铁）         D、球状 

31、选择和评定塑性材料的主要依据是  （B ）     

        

A、抗拉强度    B、伸长率   C、抗弯强度   D、疲

量强度  

32、生产具有厚大截面、强度要求较高、耐磨性较好的重要灰

铸铁，应选用的合金是 （C ）       

A、普通灰铸铁    B、可锻铸铁   C、孕育铸铁   D、

球墨铸铁 

33、铸件中产生应力，变形和裂纹的原因是（C） 

A、液态收缩 B、凝固收缩      C、固态收缩    D、

A 和 B 

34 、 下 列 成 分 中 流 动 性 最 好 的 铁 碳 合 金 为 。 （ C ）             

     A、3.5%           B、4%        C、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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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35、摩托车发动机罩盖壁薄形状复杂，其材料为 114 大批量生

产时需采用 （D） 

A、金属型铸造   B、熔模铸造   C、离心铸造    D、

压力铸造 

36、单件生产直径为 1m 的飞轮，应采用的铸造方法是（C） 

         A、整模造型      B、挖砂造型      C、刮板造型    

D、活块造型 

37、浇注普通车床床身时，应将其上导轨面 （B） 

A、朝上放置     B、朝下放置    C、倾斜放置   D、

垂直放置 

38、机械制造中，形状复杂的箱体零件或支架零件常选用（C）  

          A、锻件 B、型材   C、铸件    D、焊接

件 

39、生产批量较大时，可用假箱造型代替（C ） 

         A、挖砂造型     B、地坑造型      C、刮板造型     

D、活块造型 

40、尽量使铸件全部或大部分放在同一砂箱中主要是为了防止

（D ） 

A、浇不足     B、冷隔       C、夹砂       D、错箱 

41、提高型（芯）砂的耐火性、降低浇注温度等可防止铸件产

生（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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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夹砂    B、粘砂    C、夹渣     D、砂眼 

42、减少拉深件拉穿的措施是（B） 

    A、减少拉深系数  B、增大拉深系数    C、采用压板   

D、A 和 C 

43、下列钢中锻造性较好的是（C） 

A、中碳钢       B、高碳钢     C、低碳钢    D、

合金钢 

44、将板料或坯料弯曲时，弯曲变形量决定于(C) 

A、板料厚度δ      B、弯曲件内侧圆角半径 r  

 C 、 δ          D、δ 和弯曲件的强度 

45、在锤上模锻中，带有飞边槽的模镗是（B） 

A、预锻模镗  B、终锻模镗   C、制坯模镗   D、切

断模镗 

46、金属材料承受三向压应力的压力加工方法是（D） 

    A、拉拔      B、轧制        C、冲压      D、挤

压 

47、轧制麻花钻螺旋槽（或斜齿轮、人字齿轮等；或阶梯轴毛

坯；或长轴、长杆类锻件）可采用（ C） 

A、辊锻      B、横轧      C、斜轧       D、

楔横轧 

48、将坯料的一部分相对另一部分平行错位的自由锻工序是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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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弯曲      B、扭转      C、错移        D、

切割 

49、假设落料件直径为 d，单边间隙值为 Z，则落料凸模尺寸为

（D ） 

A、d B、d－Z C、d＋Z  D、d－2Z 

50、制造带头部的杆件和带凸缘的空心件等可采用（A ） 

A、正挤压   B、反挤压   C、复合挤压   D、径向挤

压 

51、将板料或坯料弯曲时，弯曲变形量决定于（C ） 

A、板料厚度δB、弯曲半径 r 

C、δD、弯曲材料的弹性模量 

52、刃倾角为正值时，切屑流向（A ） 

     A、待加工表面   B、已加工表面   C、过渡表面   D、

垂直于主刀刃方向 

53、在 6140 型卧式车床上，用来安装钻头、铰刀等的部件为

（B ） 

          A、主轴       B、刀架        C、尾座       D、

床身 

54、机床型号 6140 中的“Q”是哪个字拼音的首位字母（D ） 

         A、屈       B、青       C、球       D、轻 

55、机床型号 6140 中的“40”表示（C ） 

          A、中心高为 400                 B、中心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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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床身上最大回转直径为 400     D、床身上最大

回转直径为 40 

 

 

三、填空题 

1. 铁碳合金室温的基本组织有铁素体、珠光体 、渗碳体、 奥

氏体和莱氏体等。   

2. 在铸造生产中，细化铸件晶粒可采用的途径有增大过冷度、

变质处理、附加振动 

3. 铸铁按碳存在形式分_白口铸铁 、灰口铸铁 、可锻铸铁、球

墨铸铁 

4. 形成置换固溶体的条件一般有溶 质 原 子 和 溶 剂 原 子

直 径 相 近  、晶体结构相近或相同、在 元 素 周 期 表

中 位 置 比 较 接 近    。 

5. 压力加工的加工方法主要有：轧制、挤压、拉拔、自由锻造、

板料冲压等。 

6. 合金的流动性常采用浇注螺 旋 形 试样的方法来衡量，流动

性不好的合金容易产生浇 不 足 、冷 隔 、气孔、夹渣等缺

陷。 

7. 常用的整体热处理有退火 、正火 、淬火 、回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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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技术要求为 7、.6μm 的内孔，最终加工方法可以采用精 镗 、

铰 孔 、 拉 孔 、 磨 孔 完成。 

9. 锻造温度范围是指始 锻 温 度 、终 锻 温 度 之差。后者过

低时，易产生锻 裂 现象。 

10. 在标注刀具角度的静止参照系中，构成正交平面（主剖面）

参照系的辅助平面有正交平面、基面、切削平面，其中经过

主切削刃上一点及切削速度相垂直的平面称为基面。 

11. 若退火亚共析钢试样中先共析铁素体占 41.6％，珠光体

58.4％，则此钢的含碳量  为约 0.46％。 

12. 根据组成合金的各组元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同，合金的结构可分

为两大类：固溶体               和金属化合物。固溶体的

晶格结构同   溶剂，其强度硬度比纯金属的  高。 

13. 共析钢加热至
1
时将发生珠光体向奥氏体的转变，其形成过程

包括四个阶段。 

14. 钢中加入合金元素可提高其强度，合金强化的途径一般有固溶

强化、第二相强化、细晶强化。 

15. 准确的估计铸件上缩孔可能产生的位置，是合理安排冒口和冷

铁的主要依据。生产中，确定缩孔位置的常用方法有凝固等

温线法、内切圆法和计算机凝固模拟法等。 

16. 凡是能引起加工误差的因素，都称为原始误差，加工误差必须

在；误差敏感（工序尺寸）方向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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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实质上零件的加工精度取决于在切削成形运动中刀具和；工件

的相互位置的正确程度。 

18. 工件的尺寸精度可通过试切法、、调整法、、 定尺寸刀具法和

自动控制法获得。 

19. 低碳钢焊接接头的热影响区以熔合区和过热区对焊接接头性

能的影响最为严重。 

20. 塑性金属材料的切削过程分为刃弹性变形、刃塑性变形、 刃

挤裂三个阶段。 

 

21、评定金属材料强度的常用机械性能指标是 

 屈服强度        和   抗拉强度           。 

22、单晶体具有各向  各向异性        的特征，多晶体具有

各向  各向同性      的特征。 

23、结晶过程是依靠两个密切联系的基本过程来实现的，即 

 晶核的形成    和 长大      。 

24、常见钢的退火种类有 完全退火     、 球化退火  和去应
力退 2 火    。 

25、在碳钢中，硫和磷是有害元素，因为硫会引起 热脆性   ，

而磷会引起 冷脆性     。 

26、影响铸铁石墨化的因素为 化学成分        和  

冷却速度        。 

27、200 牌号中的“”表示 灰铸铁   ，数字“200”表示 

最低抗拉强度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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