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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的主要内容包括：制图的基本知识与技能、投影法、立体投影、轴测图、组合体视图、机
件的表达、零件图、装配图及计算机绘图等共十二章。
本教材在编写中全面贯彻了最新的《技术制图》与《机械制图》国家标准。
本教材可供高职高专院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自学的主
要参考书，还可用作制图员考证练习及参考资料。
与本书配套使用的《机械制图习题集》同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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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1章制图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1.1手工绘图工具、仪器及用品
1.1.1图板、丁字尺、三角板
1.1.2比例尺
1.1.3圆规和分规
1.1.4直线笔和绘图笔
1.1.5绘图用品
1.1.6专用绘图机
1.2制图的基本规定
1.2.1图纸幅面和图框格式（GB/T 14689—1993，等效采用ISO 5457）
1.2.2图线及其画法（GB/T 17450—1998，等同采用ISO 128?20）
1.2.3字体（GB/T 14691—1993，等效采用ISO 3098/1及3098/2）
1.2.4比例（GB/T 14690—1993，等效采用ISO 5455）
1.2.5尺寸标注（GB/T 4458.4—2003）
1.3常用几何图形的画法
1.3.1几何作图
1.3.2斜度和锥度
1.3.3圆弧连接
1.4平面图形的分析与画法
1.4.1平面图形的尺寸分析
1.4.2平面图形的线段分析
1.4.3平面图形的画法
1.5绘图的一般方法和步骤
1.5.1用绘图工具和仪器绘制图样
1.5.2用铅笔绘制徒手草图
第2章投影的基本知识
2.1投影法概述
2.1.1投影的概念
2.1.2投影的分类
2.1.3平行投影的特性
2.2物体的三视图
2.2.1三投影面体系的建立
2.2.2三视图的形成
2.2.3三视图之间的投影关系
2.2.4三视图之间的位置关系
2.2.5物体与三视图之间的方位关系
2.2.6画三视图的方法与步骤
2.2.7第三角投影
第3章立体表面基本元素及基本体的投影
3.1平面立体的投影
3.2回转体的投影
3.3基本体的尺寸标注
第4章截切体与相贯体的投影
4.1截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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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截切体的有关概念及性质
4.1.2平面截切体
4.1.3曲面截切体
4.2相贯体
4.2.1相贯体的有关概念及性质
4.2.2立体表面的相贯线
4.3过渡线
4.4相贯线的简化画法
4.5截断体（常常是带有切口和穿孔的基本体）和相贯体的尺寸标注
4.5.1截断体（常常是带有切口和穿孔的基本体）的尺寸标注
4.5.2相贯体的尺寸标注
第5章轴测图
5.1轴测投影的基本知识
5.1.1轴测投影图的形成
5.1.2轴测投影的基本概念
5.1.3轴测轴的设置
5.1.4轴测投影的特点
5.1.5轴测投影图的分类
5.2正等测轴测图
5.2.1正等测图的形成
5.2.2正等测图的参数
5.2.3平面立体的正等测图的基本画法
5.2.4回转体的正等测图的基本画法
5.3斜二测轴测投影图
5.3.1斜二测图的形成
5.3.2斜二测图的参数
5.3.3斜二测图的画法
第6章组合体
6.1组合体的形体分析和组合形式
6.1.1组合体的形体分析
6.1.2组合体的组合形式及表面连接关系
6.2组合体视图的画法
6.2.1叠加型组合体视图的画法
6.2.2切割型组合体视图的画法
6.3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6.4看组合体的视图
6.4.1看图要点
6.4.2看图方法和步骤
6.4.3已知组合体二视图补画
第三视图
第7章机件的表达方法
7.1视图
7.1.1基本视图
7.1.2向视图
7.1.3局部视图
7.1.4斜视图
7.2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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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剖视图的概念
7.2.2剖视图的种类
7.3断面图
7.3.1断面图的概念
7.3.2断面图的种类
7.4局部放大图和简化画法
7.4.1局部放大图
7.4.2简化画法
7.5读剖视图的方法和步骤
7.5.1读剖视图的方法
7.5.2读剖视图的步骤
第8章标准件和常用件
8.1螺纹
8.1.1螺纹的形成
8.1.2螺纹的五要素
8.1.3螺纹的规定画法（GB/T 4459.1—1995）
8.1.4螺纹的种类与标注
8.2常用螺纹紧固件
8.2.1常用螺纹紧固件及其标记（GB/T 1237—2000）
8.2.2螺纹紧固件的连接画法
8.3齿轮
8.3.1直齿圆柱齿轮各部分的名称、代号和尺寸关系
8.3.2直齿圆柱齿轮的规定画法
8.4键连接、销连接
8.4.1键连接
8.4.2销连接
8.5滚动轴承
8.5.1滚动轴承的构造与种类
8.5.2滚动轴承的代号
8.5.3滚动轴承的画法
8.6弹簧
第9章零件图
9.1零件图的作用和内容
9.1.1零件图的作用
9.1.2零件图的内容
9.2零件图的视图选择
9.2.1主视图的选择
9.2.2视图表达方案的选择
9.2.3典型零件的视图表达方法选择示例
9.3零件图的尺寸标注
9.3.1零件图上的主要尺寸必须直接注出
9.3.2合理地选择基准
9.3.3避免出现封闭尺寸链
9.3.4标注尺寸要便于加工和测量
9.3.5典型零件图的尺寸标注示例
9.4零件上常见的工艺结构
9.4.1铸造零件的工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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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零件加工面的工艺结构
9.5零件图上的技术要求
9.5.1表面粗糙度（GB/T 131—2006）
9.5.2极限与配合（GB/T 1800.1—1997）
9.5.3形状和位置公差及其标注
9.6零件测绘
9.6.1零件测绘方法和步骤
9.6.2零件尺寸的测量方法
9.6.3零件测绘时的注意事项
9.7读零件图
9.7.1读零件图的要求
9.7.2读零件图的方法与步骤
9.7.3读零件图举例
第10章装配图
10.1装配图概述
10.1.1装配图的作用
10.1.2装配图的内容
10.2装配图的表达方法
10.2.1规定画法
10.2.2特殊画法
10.2.3简化画法
10.3装配图中的尺寸和技术要求
10.3.1装配图的尺寸标注
10.3.2技术要求的注写
10.4装配图中的零、部件序号和明细栏
10.4.1零、部件序号的编排方法
10.4.2明细栏
10.5装配结构简介
10.5.1接触面的数量和结构
10.5.2转折处的结构
10.5.3螺纹连接的结构
10.5.4维修、拆卸的结构
10.6画装配图的方法和步骤
10.7读装配图及由装配图拆画零件图
10.7.1读装配图及由装配图拆画零件图的方法和步骤
10.7.2读装配图及由装配图拆画零件图举例
第11章测绘概述
11.1测绘分类与相关事项
11.1.1测绘分类
11.1.2测绘过程中需注意的相关事项
11.2测绘前的准备工作
11.2.1组织准备
11.2.2技术准备
11.3常用的测量工具和测量方法
11.3.1测量过程
11.3.2测量工具
11.3.3常用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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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普通螺纹的测量
11.3.5齿轮的测量
11.4零件测绘的步骤
11.4.1零件测绘方法和步骤
11.4.2零件尺寸的测量方法
11.4.3零件尺寸测量的注意事项
11.5零件测绘的技术要求
11.5.1表面粗糙度的选择
11.5.2表面粗糙度参数值的选用方法
第12章计算机绘图
12.1AutoCAD 2009基础
12.1.1AutoCAD 2009的基本知识
12.1.2图层、颜色、线宽、线型
12.1.3图形界限的设置
12.1.4图形显示控制
12.1.5选择对象和使用夹点编辑
12.2二维图形的绘制、注写文本和图案填充
12.2.1二维图形的绘制
12.2.2注写文本
12.2.3图案填充
12.2.4编辑图案填充
12.3二维图形编辑
12.3.1删除对象
12.3.2复制对象
12.3.3镜像对象
12.3.4偏移对象
12.3.5移动对象
12.3.6修剪对象
12.3.7阵列对象
12.4尺寸标注
12.4.1标注样式
12.4.2标注尺寸
附录
附录A螺纹
附录B常用标准件
附录C极限与配合
附录D标准结构
附录E常用材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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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②相邻两零件的非接触面或非配合面，应画出两条线，表示各自的轮廓。
相邻两零件的基本尺寸不相同时，即使间隙很小也必须画出两条线。
如图10-17～图10-19各图中螺栓、螺柱、螺钉穿入被连接零件的孔时既不接触也不配合，画出两条线
，表示各自的轮廓线。
如图102中阀杆12的榫头与阀芯4的槽口的非配合面，阀盖2与阀体1的非接触面等，画出两条线，表示
各自的轮廓线。
 ③在剖视图或断面图中，相邻两零件的剖面线的倾斜方向应相反或方向相同而间隔不同；如两个以上
零件相邻时，可改变第三零件剖面线的间隔或使剖面线错开，以区分不同零件。
如图102中的剖面线画法。
在同一张图样上，同一零件的剖面线的方向和间隔在各视图中必须保持一致。
 ④在剖视图中，对于标准件（如螺栓、螺母、键、销等）和实心的轴、手柄、连杆等零件，当剖切平
面通过其基本轴线时，这些零件均按不剖绘制，即不画剖面线，如图10-17～图10-19中的各标准件和
如图1O-2主视图中的阀杆12。
当需表明标准件和实心件的局部结构时，可用局部剖视表示，如图10-2中的扳手13的方孔处。
 10.2.2特殊画法 ①拆卸画法在装配图中，当某些零件遮挡住被表达的零件的装配关系或其他零件时，
可假想将一个或几个遮挡的零件拆卸，只画出所表达部分的视图，这种画法称为拆卸画法。
图102中的左视图，是拆去扳手13后画出的（扳手的形状在另两视图中已表达清楚）。
应用拆卸画法画图时，应在视图上方标注“拆去件××”等字样，如图10-2所示。
 ②沿结合面剖切画法在装配图中，为表达某些结构，可假想沿两零件的结合面剖切后进行投影，称为
沿结合面剖切画法，如图10-20所示齿轮油泵中的BB剖视。
此时，零件的结合面不画剖面线，其他被剖切的零件应画剖面线。
 ③假想画法在装配图中，为了表示运动零件的运动范围或极限位置，可采用双点画线画出其轮廓，如
图10-2中的俯视图，用双点画线画出了扳手的另一个极限位置；如图10-20齿轮油泵的左视图，用双点
画线画出了安装该齿轮油泵的机体的安装板。
 ④夸大画法在装配图中，对于薄片零件、细丝弹簧、微小的间隙等，当无法按实际尺寸画出或虽能画
出但不明显时，可不按比例而采用夸大画法画出。
如图10-2主视图中件5的厚度和图10-3中的垫片，就是夸大画出的。
 10.2.3简化画法 ①在装配图中，零件的工艺结构如小圆角、倒角、退刀槽等允许不画出；螺栓、螺母
、的倒角和因倒角而产生的曲线允许省略，如图103所示。
 ②在装配图中，若干相同的零件组（如螺纹紧固件组等），允许仅详细地画出一处，其余各处以点画
线表示其位置，如图10-3的螺钉画法。
 ③在装配图中，滚动轴承按GB／T4459.7—1998的规定，采用特征画法或规定画法，见表8-7。
图10-3中滚动轴承采用了规定（简化）画法。
在同一图样中，一般只允许采用同一种画法。
 ④在剖视图或断面图中，如果零件的厚度在2mm以下，允许用涂黑代替剖面符号，如图10-3中的垫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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