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制图与CAD>>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机械制图与CAD>>

13位ISBN编号：9787508376691

10位ISBN编号：7508376692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时间：中国电力出版社

作者：林党养，吴育钊　主编

页数：24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制图与CAD>>

前言

　　本书为根据教育部《高职高专教育工程制图课程基本要求》，结合当前技术发展，融入CAD技术
应用，并总结了近几年来高职高专院校的教学改革实践经验编写而成。
书中紧密围绕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为目标，注重以应用为目的，将传统手工绘图与CAD技术
有机结合，加强对学生识图及CAD绘图技能的培养，突出实践教学。
书中内容与职业岗位要求相适应，准确导向专业技术，实现“工学结合”理念。
　　机械制图与CAD技术的有机结合，是现代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如何掌握机械制图基本理论及基
本知识，又能熟练应用CAD技术，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课题，在这方面编者愿与读者一起探索学习
。
通过学习，可掌握工程图样的读识，零部件的测绘、以及利用CAD技术绘制工程图样的基本技能，为
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全书共有九章，由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林党养等老师共同编写。
其中，林党养老师编写第四、七章以及各章节的CAD应用部分，吴育钊老师编写第八、九章，颜宝塔
老师编写第二、三章，阮予明老师编写第六章，周冬妮老师编写第一章，王海霞老师编写第五章。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电力技术类、机械设计制造类、自动化类以及电子信息类等专业“机械制图
与CAD”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培训教材及参考用书。
　　由于时间仓促，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之处难免，欢迎同仁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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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全国电力高等职业教育规划教材。
全书共分为九章，主要内容包括制图的基本知识与技能、正投影法基本原理、立体及其表面交线、轴
测图、组合体、机件的基本表示法、常用机件及结构要素的表示法、零件图、装配图。
全书以机械制图为体系，将CAD的内容融人机械制图体系中，在AutoCAD 2006绘图环境中分析讲解作
图的方法、步骤，使机械制图与CAD真正融合；通过实例讲解，任务驱动的方式，讲解应用CAD绘制
机械图样的基本技能和方法，其内容涵盏了Auto-CAD 2006的基本操作、基本绘图及编辑命令、尺寸
及文字的标注、图块的操作等主要内容；精选实例，由浅入深，将各个知识点融于实例操作中。
　　与本书配套编写的习题集，有与各章节内容相适应的练习题。
部分练习题提供相应的CAD格式电子版本，可方便读者在AutoCAD绘图环境中进行练习。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工程技术类专业"机械制图与CAD"，等相关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
工程技术人员的培训教材及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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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绪论第一章  制图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第一节　国家标准《技术制图》和《机械制图》的一般规
定　第二节　绘图的方法和工具　第三节　平面图形的画法第二章　正投影法基本原理　第一节　正
投影法与三面视图　第二节　点、直线、平面的投影第三章　立体及其表面交线　第一节　基本体及
其表面上点的投影　第二节　截交线　第三节　相贯线　第四节　基本体、切割体和相贯体的尺寸标
注第四章　轴测图　第一节　轴测图的基本知识　第二节　正等轴测图　第三节　斜二轴测图　第四
节　用CAD画正等轴测图第五章　组合体　第一节　组合体的形体分析　第二节　组合体三视图的画
法　第三节　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第四节　组合体的读图方法第六章　机件的基本表示法　第一节　
视图　第二节　剖视图　第三节　断面图　第四节　局部放大图和简化画法  　第五节　表达方法综
合应用　第六节　第三角画法简介第七章　常用机件及结构要素的表示法　第一节　螺纹及螺纹紧固
件　第二节　齿轮　第三节　键和销　第四节　弹簧　第五节　滚动轴承第八章　零件图　第一节　
零件图概述　第二节　零件表达方案的确定　第三节　典型零件的表达分析　第四节　零件图的尺寸
标注　第五节　零件图中的技术要求　第六节　零件的工艺结构　第七节　读零件图第九章　装配图
　第一节　装配图概述　第二节　装配图的规定画法和特殊画法　第三节　装配图上的尺寸标注及序
号、明细栏　第四节　装配体上的工艺结构　第五节　装配体测绘及装配图画法　第六节　读装配图
和拆画零件图  附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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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八章 零件图　　第四节 零件图的尺寸标注　　零件各部分的大小及其相互位置尺寸由标注的
尺寸决定，零件图上的尺寸是加工、检验零件的重要依据。
零件图上的尺寸标注应做到正确、完整、清晰、合理。
有关尺寸标注的正确、完整、清晰，在平面图形和组合体尺寸标注中已经讨论过了，本节将讨论尺寸
标注的合理性问题。
所谓尺寸标注的合理，就是指标注的尺寸既要符合零件的设计要求，又要满足加工工艺要求，便于零
件的加工和检验。
下面介绍一些合理标注尺寸的基本知识。
　　一、尺寸基准的选择　　零件在设计、制造和检验时度量尺寸的起点，称为尺寸基准。
在选择尺寸基准时，必须考虑零件在机器或部件中的位置、作用、零件之间的装配关系以及零件在加
工过程中的定位和测量要求。
　　1．设计基准和工艺基准　　根据基准的作用不同，把基准分为设计基准和工艺基准。
　　设计基准在零件设计时，用以确定零件在机器中的位置所选定的点、线、面，称为设计基准。
每个零件的长、宽、高三个方向都各有一个唯一的设计基准。
　　工艺基准零件在加工过程中，用以装夹定位或用于测量所依据的点、线、面，称为工艺基准。
工艺基准又分为定位基准和测量基准。
　　（1）定位基准。
零件加工过程中装夹定位所依据的点、线、面。
　　（2）测量基准。
测量、检验零件已加工表面尺寸的起点。
　　2．主要基准和辅助基准　　在零件的加工、测量过程中，长、宽、高三个方向都至少有一个工
艺尺寸基准，同一方向上可以有多个工艺基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称为主要基准，其余的称为辅助基
准。
辅助基准与主要基准之间必须有直接的尺寸联系。
　　尺寸基准的选择原则是：尽量使主要基准与设计基准和工艺基准重合，工艺基准与设计基准重合
，这个原则称为“基准重合原则”。
当工艺基准和设计基准不能重合时，首先满足设计要求，即主要尺寸基准与设计基准重合，重要的设
计尺寸从设计基准直接标注，次要尺寸可从工艺基准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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