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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普及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复合型应用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就要求
高等院校培养的学生既要懂管理，又要懂技术，要求从事经济管理类工作的学生应具备基本的工程素
养，不仅了解各种工程材料和机械制造技术的特点、应用范围和经济性，也要了解先进材料与制造技
术的发展趋势，从而对工业生产有一个初步认识。
    机械工程基础正是为了适应上述需要而编写，这是一门面向非工程类学生开设的综合技术基础课，
以建立工程观点为基本出发点，旨在向经济、管理、国际贸易、市场营销等专业学生传授机械工程的
基本知识，使其宏观地了解有关机械工程方面的常识，开阔视野、丰富知识结构，为将来更好地从事
管理工作打下基础。
    本教材的内容依据机械工程的基本内容确定，共9章，主要包括：工程制图、公差与配合、工程力学
、工程材料与成形工艺、机械零件与机械原理、机械制造技术、特种加工方法、机器人简介、计算机
软件在机械工程中的应用等章节，涵盖了从零件的设计到加工制造的各个环节，力图使非工程类学生
从机械设计、机械原理到机械制造，建立完整的机械工程概念。
    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了经济管理类学生的学科背景，在加强知识性、科普性和实用性的
同时，力求简单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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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先观察组合体的大致形状：三个视图中基本上是由直线形成的若干个矩形，可以看出其基
本形状是棱柱（板）类。
　　其次，从最大的图形读起。
一般在组合体中最大的形体往往是底座、支架、套筒等，其它部分以此为基础，叠加、切割而成。
　　三视图中俯视图的最外圈可以清晰看到一个特征明显的矩形投影，我们初步认为是一个板类结构
，然后利用长对正、宽相等的方法去找一下对应的主视图和左视图。
找到尺寸对应的部分后，进行仔细分析，确定其形状。
　　利用主俯视图长对正、俯左视图宽相等的方法找到对应的三视图如图1-33所示。
从俯视图可看出这块形体的总体形状是块板（棱柱），从主视图中可看到板的厚度，再对应左视图，
看到这块板的后、下方好像被切掉了一个通槽（从图中可以看出是通透的），返回再看主视图，与“
通槽”高度对应的是一条从左到右贯通的虚线，俯视图中也有一条对应通槽的宽度的虚线，证明我们
前面的分析是正确的。
因为槽从上向下、从前向后看时均不可见，所以两个视图中的投影是虚线。
　　此外，底板上还有两个小圆，对应主、左视图可看出是两个从底板的上平面至槽底的通孔。
读出的形状参见图1-36。
　　另外一个比较有特征的图形是主视图中带半圆的部分，因半圆的上方是通透的，所以初步分析是
一个板上挖掉一个半圆孔。
接着利用尺寸对应关系，找出它的俯视图和左视图.如图1-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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