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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分子材料成型工程课程设计》指导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本科适用） 

 

一、设计性质 

《高分子材料成型工程课程设计》（以下简称《课程设计》）是根据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本

科人才培养计划开设的专业必修课，是配合《高分子材料成型工程》课程课堂教学进行的实践教学

环节。 

二、设计目的 

《课程设计》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的主要专业课之一，是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目的是

通过高分子材料成型模具设计，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专业理论和基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之

掌握工程设计技巧，提高动手能力，为将来从事实际工程设计工作奠定基础。 

三、设计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设计要求学生根据样件或制品图要求，在教师辅导下完成一套高分子材料成型模具的

设计工作。通过课程设计要求学生进一步学习、巩固并正确运用相关专业理论及基础知识，学习工

程设计的思路、方法及设计技巧，获得独立进行工程设计的能力，具体设计内容及要求如下： 

（一） 接受并了解设计任务 

设计任务由指导教师以《课程设计任务书》的形式下达。《课程设计任务书》是本环节教学的

指令性文件。 

学生接受设计任务后须认真学习理解《课程设计任务书》，了解设计任务内容、基本要求、设

计文件提交形式、完成时间等，依据《课程设计任务书》设计完成设计工作。 

（二）分析、消化、整理原始资料 

接受模具设计任务后，首先认真研究设计任务书，分析、消化、整理设计原始资料，为设计

模具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1、绘制塑件图： 

如果任务书给定的原始资料为样件或模型，先对样件或模型进行测绘，形成制品图。并根据

关于塑件的说明，注明原材料品种、牌号，生产批量、技术要求等。（如果任务书给定的原始资料

为制品图，此步工作可省略） 

2、分析、消化塑件图及相关要求，主要考虑并弄清以下问题： 

① 了解制品结构特点及相关技术要求，分析塑件的结构工艺性、尺寸精度、形位公差等，如

塑件的几何结构、斜度、嵌件等情况是否合理，熔接痕、缩孔等成型缺陷的允许程度，有无电镀、

胶接、钻孔等后加工，选择塑件精度最高的尺寸进行分析，估计成型公差是否低于塑件的允差，能

否成型出符合要求的塑件。 

② 了解塑件生产用原材料的性能特点，研究所用物料种类及配方，收集整理原料性能参数：

成型收缩率、塑化温度、热变形温度、比热及潜热、流动性、以及成型工艺参数等。 

③ 了解塑件的用途、用法、使用环境等，对塑件使用性能的要求，如塑件在外观、颜色、透

明度、强度、刚度、耐热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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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了解塑件规格（计算塑件用料体积、投影面积等）、生产规模、成本限定、交货时间等。 

⑤ 了解拟采用注射机的类型、型号及有关技术规范。如：最大注射量；注射压力；锁模方式

及锁模力；模具安装方式及其对模具外形和工作尺寸的限制（导杆间距、允许模厚、定位孔直径及

深度等）；推出方式及推杆尺寸、位置；喷嘴孔径及喷嘴头球面半径等。 

3、选择成型设备 

根据塑件结构特点、用料体积、投影面积、精度要求、生产批量、成本限定、交货时间等，

设定模具结构类型及主要特征参数，据此选择成型用注射机的种类、规格、型号。 

（三）初定设计方案 

设计准备工作完成后，即可开始构思整体设计方案。模具设计方案的构思，主要根据制品结

构特点、原料性能特点及拟用注射机技术规范，考虑并解决以下问题： 

①根据制品大小及结构特点，确定模具结构、材质、外形尺寸、型腔数目、分型面及流道布

置。 

②根据制品结构，分析物料充模流动方向（充模顺序），估计物料流程、流动阻力及熔接位置，

考虑塑料在型腔内的收缩、取向、结晶等情况。据此考虑流道类型、尺寸、进浇位置和排气问题。 

③考虑侧分型抽芯及制品推出问题，确定侧抽芯方式。 

④考虑模具的加热与冷却问题，确定模温控制方式。 

⑤考虑模具零件的加工、制造、装配方法及有关技术要求，确定模具零件结构。 

根据以上各方面的综合考虑和整体构思，形成模具设计的初步设计方案（总装草图或计算机

3D 模型）。 

模具初步设计方案完成后，将设计方案提交指导教师审阅，并根据指导教师意见对设计方案

进行修正，以便使方案更加完善合理。 

（四）设计计算 

设计方案通过后，即可进行设计计算。设计计算是模具设计中实际而具体的重要工作。设计

计算的结果，模具图纸（零件加工图、装配图）及相关设计资料，是模具设计的主要成果。 

设计计算阶段的主要工作是设计、确定模具的各个细节。 

具体工作内容如下： 

①成型零件尺寸计算。根据制品尺寸精度要求和充模流动要求，计算确定模具型腔、型芯等

成型零件的工作尺寸及流道尺寸。 

②结构件尺寸计算。计算确定模具成型零件安装固定尺寸及其它结构件尺寸，并根据模具零

件工作时的受力情况和所用材料材质特性，对主要受力零部件进行强度、刚度校核。  

③换热量计算。根据制品固化所需换热量对模具的温控系统进行校核计算，以确定温控形式、

介质流道尺寸及布置。 

（五）绘制模具总装配图及加工件零件图 

设计方案确定及设计计算完成后，即可着手绘制模具图。 

1、绘制模具装配图： 

图纸按照国家制图标准绘制，但也要结合国家未规定的工厂习惯画法。要求表明以下内容： 

① 视图表达：模具成型部分结构及装配方式；浇注系统、排气系统的结构形式；分型面及塑

件脱模机构及装配方式；外形结构及所有连接件，定位、导向件的结构及装配方式。通常用标准三

视图表达，必要时可使用剖视、局部视图、辅助视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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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标注模具总体尺寸、配合尺寸及关键尺寸（不强求，根据需要）。 

③ 按顺序标注全部零件序号，并且填写图题栏和明细表。明细表通常包括：零件序号、名称、

数量、图号（或标准号）、材料、备注等项目，明细表必须表明全部模具零件，每种零件占一行，

零件序号要与视图中标注的零件序号相互对应。 

④ 标注技术要求和使用说明。模具总装图的技术要求主要包括：某些机构系统的性能要求，

如对顶出系统、侧抽芯结构的装配要求，运动副的润滑要求等；模具装配工艺的要求，如模具装配

后分型面的贴合间隙应不大于 0.05mm，模具上、下面的平行度要求，对由装配决定的尺寸的要求

等；模具使用、装拆、防护保养方法等；有关试模及检验方面的要求。 

2、绘制零件图：  

要求绘制全部加工件的零件图视，由模具总装图拆画零件图的顺序应为：先内后外，先复杂

后简单，先成型零件，后结构零件。由于时间限制，本课程设计只要求绘制 1～2 张零件图（要求

绘制零件图的加工件由指导教师指定）。 

图纸按照国家制图标准绘制，也可结合国家未规定的工厂习惯画法。要求表明以下内容： 

①视图表达：视图按比例绘制，允许放大或缩小。视图选择合理，投影正确，布置得当。为

便于加工、装配，图形方位尽可能与加工位置或工作位置（总装图上的方位）一致，图形要清晰。 

②尺寸标注：标注尺寸要求协调统一、集中、有序、完整（注明所有结构特征的结构尺寸和

定位尺寸），标注尺寸的顺序为：对成型零件先标主要尺寸和脱模斜度，再标注配合尺寸，然后标

注全部尺寸。对结构件先标注配合尺寸，后标注全部尺寸。有公差要求时，标注尺寸公差及形位公

差。 

③表面粗糙度：把应用最多的一种粗糙度标于图纸右上角，其它形面的粗糙度符号在零件图

各表面分别标出。粗糙度等级根据零件精度确定。 

④图题及技术要求：认真填写零件名称、图号、比例、数量、材料、设计者签名等图题信息。

零件图技术要求主要包括：倒角、圆角等未注结构的尺寸，自由尺寸的加工精度，热处理工艺及硬

度要求，表面镀涂处理要求等。 

（六）审核图纸 

模具图纸绘制完成后，根据模具设计结果，校核、检验以下内容： 

① 物料充模流程与物料流动比的关系？能否实现完整充模和良好熔接？ 

② 模温控制系统能否满足制品固化定型要求（模温及其分布、换热效率等）？ 

③ 模具的模腔容积、成型面积、外形尺寸、工作尺寸、定位台尺寸、流道入口尺寸、与喷嘴

对接的球面半径等，是否满足注射机相关技术规范对模具的限定？ 

四、设计文件整理 

1、全部图纸审核无误后，按A4 幅面大小折叠装订。 

2、编制模具设计说明书，对设计过程及结果进行说明、论证。 

设计说明书一律采用A4 幅面书写或打印，装订顺序及撰写要求如下： 

封面（使用学院统一的课程设计封面） 

设计任务书 

目录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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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说明课题来源及要求，设计方法，本文设计内容……） 

二、制品分析及方案设计（制品结构、原料特性、用途用法等对成型模具的要求，设备选型，

模具总体结构……） 

三、结构设计（各部分功能要求、零件构成、设计计算、分析论证……） 

四、设计总结（本设计优缺点、改进设想与展望，设计结果及过程对自己的影响和帮助……） 

致谢（对为本工作提供帮助的单位和个人书面致谢） 

参考资料（依说明书中引用顺序，按国家正式出版物标准格式，依次列出引文出处） 

五、设计成绩评定 

设计完成后，提交全部设计文件（设计图纸及说明书），由指导教师评阅。 

课程设计成绩由指导教师评定，成绩按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五级分制上报。 

考虑各设计组设计课题难易程度对同学成绩的影响，各指导教师选题确定后，经集体讨论确

定各课题难度系数“α”并与设计课题同时公布，α一般应在 0.9~1.4 之间，过易、过难的题目应

予更换。 

设计完成后，由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各阶段工作情况及设计结果，参照“课程设计评分标准”（见

附表）综合评定每个学生的基本得分Pa。基本分Pa 与该生所做课题难度系数α的乘积为该生课程

设计的最后得分P。 

P=αPa 

课程设计成绩根据学生最后得分折算： 

P ≥90 优秀；90 ＞P ≥80 良好；80 ＞P ≥70 中等；70＞ P ≥60 及格；P＜60 不及格。 

附表：课程设计评分标准 

工作阶段 考查项目 分

值
评分标准 

设计准备 资料收集、整理情况 10 资料充分、对题

8～10 
一般 
4～7 

资料准备不足 
0～3 

出勤、守纪情况 10 很好 
8～10 

较好 
4～7 

较差 
0～3 

勤奋、认真程度 10 勤奋、认真 
8～10 

一般 
4～7 

较差 
0～3 

设计过程 

独立工作能力 10 独立完成 
9～10 

基本独立完成 
5～8 

不能独立完成 
0～4 

任务完成情况 10 全面完成 
8～10 

基本完成 
4～7 

未完成 
0～3 

方案合理性、创造性 10 合理、有创新 
9～10 

合理 
6～8 

不太合理 
0～5 

图面表达 15 正确 
12～15 

基本正确 
8～11 

较差 
0～7 

设计结果 

设计计算及说明 15 全面、正确 
12～15 

基本正确 
8～11 

错误较多 
0～7 

自述情况 5 清楚、正确 
5 

较好 
3～4 

较差 
0～2 

答辩情况 
答问情况 5 好 

5 
较好 
3～4 

较差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