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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普通高等职业“十一五”规划教材。
在编写本教材时，注意贯彻“基础理论教学要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须、够用为度，以掌握概念，强化
应用，培养技能为教学重点”的原则，充分反映职业教育特色，减少不必要的理论知识，做到基本概
念准确，重点内容突出，文字简明扼要，图例典型实用，全书采用最新颁布的机械制图和技术制图国
家标准，在总结了多年的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另外，与本教材配套使用的《机械制图习题集》也同时出版。
　　本书由魏增菊、李莉任主编，金波、常丽英任副主编。
参加编写的单位及人员有：新乡学院魏增菊（绪论、第八章）、陈波（第一章），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李莉（第二章），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常丽英（第三、四章），金华职业技术学院金波（第五、六
章），成都电子高等专科学校郭成操（第七章），保定科技职业学院郑艳博、蒋云飞（第九章、附录
）。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校及本科院校的二级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的
机电或近机类专业制图课程的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师生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鉴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改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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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教育部高职高专院校机械制图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而成。
主要内容包括：制图基本知识、正投影的基本理论、立体的投影、组合体、轴测图、机件常用的表达
方法、标准件和常用件、零件图、装配图等。
另外，与本书配套使用的《机械制图习题集》同时出版，供教学时配套使用。
全书采用了我国最新颁布的机械制图和技术制图国家标准。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校及本科院校的二级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的
机电或近机类专业制图课程的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师生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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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相贯线的性质　　当相交两基本体的形状、大小及相对位置不同时，相贯线的形状也不同，但
相贯线都具有下列两个基本性质：　　1）相贯线是相交两立体表面的公有线，是一系列公有点的集
合。
　　2）相贯线一般为封闭的空间曲线，特殊情况为平面曲线或直线。
　　2.求相贯线的常用方法　　根据相贯线的性质，求相贯线的实质就是求出两基本体表面上的一系
列公有点。
常用的求相贯线方法有积聚性法和辅助平面法。
具体作图步骤如下：　　.　　1）找出一系列特殊点。
　　2）求出一般点。
　　3）顺次连接各点的同面投影并判断其可见性。
　　相贯线可见性判断原则如下：凡同时处于两回转体可见表面上的点，其投影是可见的，否则为不
可见。
　　3.4.1 利用积聚性法求相贯线　　当轴线垂直于投影面的圆柱与另一回转体相贯时，可利用圆柱投
影的积聚性直接得到相贯线的一个投影。
由于相贯线是公有线，所以相贯线也必定在另一个回转体的表面上。
因此，可利用已知曲面上点、线的一个投影求另外两个投影，即在表面上取点的方法求得相贯线的其
余投影。
　　1.两圆柱正交时的相贯线　　【例3.8 】如图3.2 5（a）所示，求两圆柱正交的相贯线。
　　分析两圆柱轴线垂直相交为正交。
如图3.2 5（a）是一个铅垂圆柱与水平圆柱正交，相贯线为前、后和左、右对称的空间曲线。
其水平投影积聚在铅垂圆柱的水平投影圆上，侧面投影积聚在水平圆柱的侧面投影圆上，已知相贯线
的两个投影，即可求出其正面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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