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李华翔

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机床行业产业

规模也得到了很大的扩张。相关统计数据表明，自2006年

以来中国机床产值一直稳居世界第三位，2009年产值更是

跃居世界第一，并连续第9年保持机床消费世界第一。

但有关专家也指出，目前我国高档数控机床的产业化

水平还不高，国内市场所需的高档数控机床仍主要依赖进

口。一大批机床制造企业基础还十分薄弱，其中优质机床

功能部件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正在成为行业健康发展的

瓶颈。

为了解机床功能部件-t4遣产业的整体情况，本刊记者

采访了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滚动功能部件分会李保民理

事长。热处理技术人员出身的李保民理事长，目前担任山

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记者：目前，机床功能部件行业的发展态势如何?

李保民：2009年我国机床产量第一，主要有两个

原因，一方面是国外的机床厂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产量

下滑比较多，主要机床生产大国如Et本、德国基本上都

在30％以上的下滑，另一方面中国是增加的，这样一上

一下加起来，中国成了第一了。其实这个第一只是数量

上，在机床的质量、品种，包括机床的整体设计、制造

能力与国外先进的水平相比还是有相当差距的。

应该说，我们这几年数控机床的发展还是比较快

的，也带动了国内的功能部件的增长，其中包括滚珠丝

杠、直线导轨和高速主轴等产品。从某种角度上讲，我

们国内功能部件的发展之所以比较快，一是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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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得益于国内的生产制造水平的不断提高。

但总的来讲，功能部件的发展速度没有数控机床

快，国内有一些我们认为是高端的机床，大部分还采用

进13的功能部件，虽然他们的产品是最好的，但是整机

的水平不一定是最好的， 另外还存在设计和配合的问

题，因为机床毕竟是一个系统，是一个整体。

目前，功能部件的厂家在国内也是比较多的，我

们协会内部差不多就有近40家，加上一些未加入协会的

合资企业、私营企业，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每

个厂家的产值规模还都不大，像我们山东博特和南京、

汉江排名前三家的企业加起来也不过lOlL的规模。此

外，我们在规模化的生产、工艺、设备等方面与国外发

达国家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记者：近几年，对于功能部件的发展，国家相关部门

和企业是否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李保民：从。十一五”开始，为了更好地发展我

们的装备制造业，国家开始组织力量搞机床和功能部件

调研，并将关键功能部件列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一部

分。以前大家对功能部件的发展重视不够，精力和资源

总是大部分倾向于整机方面。从我们国家的数控机床发

展的过程看，我觉得没有中国台湾地区发展的好，其中

原因之一是功能部件发展的滞后制约了机床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国内高档数控机床而言，系

统、主轴、导轨、丝杠、气动、液压、轴承、刀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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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及电动机等，很多都是进13的，所以我们相关部门也

在反思这个问题，开始重视功能部件，这是一个好的开

端，应该说也是一种进步。

但是，目前我们对功能部件的认识还是有一定的

差距。比如说，功能部件生产的投资往往较大，对关键

设备的投入则更高，需要的生产设备不止几十台。而其

实一个机床厂的投入，主要包括导轨磨、坐标镗、齿轮

磨．加工中心及龙门铣床等，实际上算下来也就十几台

设备。但是在各地注重GDP产值的观念导向下，机床行

业比功能部件行业更容易得到相关支持，这种局面亟待

改变。

记者：就滚动功能部件所用材料而言，现有的国家标

准能否满足行业发展的需要?

李保民：国内在材料方面，我们原来都是基于对

轴承的理解，丝杠材料往往都采用轴承钢。这种钢需通

过多次的锻打来细化晶粒，从而达到提高抗疲劳强度的

目的。但如果将轴承钢用于制作轴类零件，它的工艺性

就比较差，容易形成一些碳化物的聚集，通过常规的热

处理很难实现把晶粒细化到理想的程度。此外，淬火的

不均匀也容易造成内部组织的不均匀，进而导致机加工

的不均匀，应力集中，弯曲变形比较大，这样从源头上

决定了工件的精度不易保证。

从有关资料查明，国外滚珠丝杠早就不使用轴承

钢了。我们博特公司从2003年就开始研究，尝试采用新

的材料，慢慢形成我们自己的一个材料标准和优势。现

在约有50％～60％的材料替代了原来的轴承钢，下一步

就是要实现全部替代。

另外，材料和热处理所造成的现实问题还是比较

明显的。通过多年的探索与研究，现在我们整个的思路

比较清楚了，重点在设备保障方面做一些工作，引进一

些关键的设备。我们计划今年下来将会有一个根本性的

提高，包括导轨、丝杠、螺母和滑块的热处理，将形成

一个很好的质量保障体系。

记者：在高档滚动功能部件方面，我们的差距具体表

现在那些方面?

李保民：主要是精度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我们的

功能部件一开始使用还可以，用一阵子就不行了，精度

丧失特别快。我们用六个月，人家用一年，这个差距就

比较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做过试验，涉

及到材料的稳定性，加工过程中的一致性以及加工流程

的合理性问题，确确实实是一个综合因素，这些因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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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我们国内企业都还没完全认识到，国外的一些做法值

得我们借鉴。

以材料为例，为保证材料的稳定性，国外大的企

业，如NSK、SKF等公司都有自己的材料冶炼厂，材

料自己炼，自己轧制，不对外销售，你在外面是买不到

的。并且每一个厂家都有自己的专用设备厂，专门为自

己改造一些专有的加工设备，以确保高效率和高质量。

记者：国内功能部件的出路在哪里?国内机床功能部

件企业怎样才能缩小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

李保民：首先，基础的研究方面还是由国家统一

来做，对于企业而言，不可能承担那么大的一个基础

研发，只有靠国家来做；第二，就是研发主题必须是

企业，产学研联合，以产为主，企业以客户为中心，

这样研究出来的东西实用性就比较强。企业自身也要

关注自己的技术和研究，否则企业发展就没有根基，

最核心的东西还是要靠企业自己来搞，不可能靠买来

的，也是买不来的，所以企业自身的投入和重视是最

关键的。

应该说现在的大环境不错，国家比较重视，企业

效益都不错。但是许多企业只是简单地把重视体现在买

几台设备上，而没有真正重视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在系

统地考虑产品的加工工艺问题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如

工艺的配套，人员素质的提高，管理的提升，配套体系

的完善等。

记者：在目前的后危机时代，您是怎么看待国内机床

功能部件行业发展的未来?

李保民：落后就意味着差距，而差距则意味着潜

力。我认为越是基础的问题，越要把它做好，机床功能

部件的应用范围很广，不管处于什么时代，我对机床功

能部件这个基础性产业的发展始终充满信心。

近几年，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较快，

这得益于我们的思路明确，走的扎实。我们注重合作，

与相关的科研院所在基础研究方面开展了十几年的合

作，努力做到理论和实践不脱节，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

产品品质。

当前，国内机床正在从量的扩大向质的提高方面

转变，这就要求功能部件的性能随之要跟上。这对于

广大的功能部件厂家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需

要我们各企业认真加以研究和思考，机不可失，时不

再来。I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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