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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暋学研组织

冷压行业部分相关学术组织和专门学会、协会如下所

列。

IDDRG (InternationalDeepDrawingResearchGroup)
国际深拉深研究会,成立于1957年,两年一届举行学术讨论

会(现由国际板成形研究会组织,近年来又改为一年一届)

IMSA (InternationalMetalStampingAssciation)国际

金属冲压工业协会,成立于1961年,三年一度大会

ICFG (InternationalColdForgingGroup)国际冷锻组

织,成立于1963年(实际是1967年改为此名),五年一度大

型年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塑性加工学会,成立于1963年,以前

四年一度大会,现两年一届大会

中国锻压协会,成立于1986年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成立于1984年

……
科学技术研究机构、院所如下所列。
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 始建于1953年

北京机电研究所 始建于1958年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始建于1952年

北京航空工艺研究所 始建于1957年

上海交通大学模具CAD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始建于1996年

上海模具技术研究所 始建于1983年

中国兵器工业第五九研究所 始建于1963年

华中科技大学塑性成形模拟及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始建于1989年

济南铸锻机械研究所 始建于1956年

……
定期出版的专业期刊如下所列。

SheetMetalIndustry 创刊于1927年

MetalStamping 创刊于1967年

JournalofMaterialProcessingTechnology
创刊于1994年

ChineseJournalofMechanicalEngineering
创刊于1988年

ChineseScienceBulletin 创刊于1955年

欁欖櫣技術 创刊于1963年

金属欁欖櫣 创刊于1969年

塑性樔加工 创刊于1963年

理化学研究所報告 创刊于1924年

洭涘涃涍浿涢涍涏灢浐涗浹涋涐涏浻涢涍涏浿洷涒涏涄涃浻涏涖涗浻涏 创刊于1950年

洠浿涖涗涍涄涇洰浹涥涄涍浹涖涗涒涏浿涍涄涶 创刊于1935年

锻压技术 创刊于1958年

锻压装备与制造技术(曾名锻压机械) 创刊于1958年

塑性工程学报 创刊于1994年

模具工业 (曾名模具通讯) 创刊于1975年

模具技术 创刊于1983年

金属加工 (曾名机械工人) 创刊于1950年

材料科学与工艺(曾名金属科学与工艺) 创刊于1982年

精密成形工程(曾名金属成形工艺) 创刊于1983年

锻造与冲压 创刊于1983年

兵器材料科学与工程 创刊于1977年

应用科学学报 创刊于1982年

机械工程学报 创刊于1953年

中国机械工程(曾名湖北机械,机械工程)
创刊于1979年

科学通报 创刊于1950年

……

2暋冷压理论技术书籍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国内外已出版论述冷压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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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书籍或高等院校教材不下百种,其中,兼有外文原版和

中译版的权威书籍有《冷压手册》、《冷压技术》、《冲压加工手

册》、《会田冲压手册》、《模具设计手册》、《金属压力加工原

理》等。以下按文种择列不断出版发行的一些主要新书。

1)中文版。包括:《冲压工艺学》、《冷挤压技术》、《板料

成形塑性原理》、《板料冷压成形的工程解析》、《冲压工艺与

模具设计》、《锻压手册》(第2卷)-冲压(如图1所示)、《中

图1暋《锻压手册》冲压卷各版本

国模具设计大典》第3卷-冲压模具设计(如图2所示)、《中
国模具工程大典》(第4卷)-冲压模具设计(如图3所示)、

图2暋《中国模具设计大典》
图3暋《中国模具工程大典》

暋暋暋暋暋第4卷

《中国材料工程大典》第20卷(如图4a所示)中第3篇板料

冲压成形、21卷(如图4b所示)中第7篇板管特种成形,以及

《冲模设计图册》、《冲模设计手册》、《冲模技术》、《精冲技

术》、《简明精冲手册》、《冷冲模的设计与制造》、《冷挤压实用

技术》、《冷挤压工艺实践》、《冷温挤压技术》、《冲压工艺模具

学》、《冷锻工艺模具学》、《金属体积冷成形技术》……

图4暋《中国材料工程大典》

2)日文版。包括:《欁欖櫣加工便覧》(如图5所示)、
《薄板樜欁欖櫣加工》、《新欁欖櫣加工櫱-櫩欀櫭櫙》(如图6
所示)、《冷間鍛造櫹欝櫳欀櫭櫙》……

3)英文版。包括:PressToolsandPresswork(如图7所

示),Extrusion,DieDesignHandbook,SheetMetalForming
ProcessesandDieDesign(如图8所示)……

4)俄 文 版。包 括:《洯涄涖涗涏浻浹涶 浐涗浹涋涐涏浻涇浹》、《洶涖涍涏浻涰

暋
图5暋《冲压加工手册》

暋暋暋(日文版)
图6暋《新冲压加工手册》

暋暋暋(日文版)

图7暋《冲压模与冲压加工》

暋暋暋(英文版)
图8暋《钣料成形与模具设计》

暋暋暋(英文版)

洿浿涏涒涄涄洯涄涖涗涏浻涏涆 浐涗浹涋涐涏浻涇涄》、《洿浿涏涒涄涶洶浺涒浹浻涏涗涇涄 洰浿涗浹涊涏浻

洢浹浻涊浿涍涄浿涋》(如 图 9 所 示 )、《洺涐涒涏浻涏涢涍涄涇 涐涏 浄涏涊涏浾涍涏涆
浐涗浹涋涐涏浻涇浿》(如图10所示)。

图9暋《金属压力加工原理》

暋暋暋(俄文版)
图10暋《冷压手册》

暋暋暋(俄文版)

3暋专业队伍的形成

前苏联总结成功经验时,认为主要有:一批学者的努力,
如前所述涌现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国家在材料冷压方面创办

了各种工业学校,培养形成了一支对发展材料冷压技术作出

巨大贡献的队伍;由于境界很高,技术与科学及艺术有结合

前苏联建立了艺术冲压、艺术锻造博物馆,现俄罗斯还有传

统的“锻工节暠,这些都是将技术融入了艺术和文化。

日本除了有学者、专业工作者钻研精神外,也是非常重

视发挥“群体暠精神的。例如,《欁欖櫣加工便覧》就是由宫川

松男主编,有63人参加编写;《薄板樜欁欖櫣加工》也是由中

川威雄、阿部邦雄、林酆等人共著的;《新欁欖櫣加工櫱-櫩
欀櫭櫙》是由中川威雄主编和一批学者参编的。日本的《塑
性樔加工》杂志,每年均有一期年间展望,分小领域综述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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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研究成果。如众所知,日本有一批在冲压工学、冷锻工

学方面闻名于世界的学者、专家们。
中国现有百余所高等院校相关专业中开设有冲压工艺、

冷温锻技术的课程与讲座,培养冷压技术科学的专门人才,
赶超国外先进技术与水平;各单位、部门也在培养冷压技术

骨干并进行创新;较长期开展了全国性、地区性学术活动,如
各种全国性或区域性冲压学术年会(如图11所示)。

图11暋全国冲压学术会议

较早开展了与国外的学术交流,比如从1991年开始的

中日钣金冲压学术交流会(如图12所示),以及较多次数的

中日薄钢板成形学术交流会,1985年开始的中日冷锻学术交

流会(如图13所示)(现演变成亚洲精密锻造学术会),1992
年和1993年分别在北京举办的第二次中苏锻压学术会议和

第四届国际塑性加工会议,2006年开始在重庆举办的中德材

料成形技术与工艺双边研讨会,以及其它双边或多边的多种

国际性学术会议。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塑性工程学会里较早设有了冲压学

术委员会、冷锻学术委员会。不过,有点令人惋惜的是后来

又没有了专门的冷锻学术委员会,但是在其它一些全国性学

术及生产性组织中也有研究冲压、钣金、冷锻、锻造的学组。
中国金属学会、中国电子学会、中国锻压协会、中国模具工业

协会等正在有效地推动冲压(模)、汽车覆盖件成形(模)、锻
造(模)的技术发展工作。

图12暋中日冲压学术交流会

图13暋中日冷锻学术会

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锻压学会编的“锻压手册暠各卷都

有成批专家参加编写,比如其第2卷《冲压》的1,2版均有近

30人共同编写,第3版又增加了新人参与。最近,中国锻压

协会正在组织众多专家编撰,拟有10个分册构成的《冲压生

产技术丛书》。由此可见,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一支冷压科研、
教学和生产技术的队伍。

中国在冷压成形科技领域已奋斗一生并卓有成效的前

辈学者、专家有很多,比如:李硕本、阮雪榆、梁炳文、胡世光、
姜奎华、肖祥芷、周贤宾、吴诗惇、涂光祺、周开华、张鼎承、杨
长顺等。

成果已颇丰,却还依然情趣未减,身体力行持续于谙究

的冷压成形科技领域之同侪也有不少,他们承上启下,传承

学科的发展。
活跃在该领域中具有高学历、广国际交流能力的年轻一

代学者、专家群已崭露头角,且他们大多突破上辈们分冷、热
压成形等界限之研究方向,正在积极地拓展学科的新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