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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
程教材和教育部“九五”规划教材。
    本教材按照原国家教委1995年印发的适用于非机类专业的“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及适用于机械类专业的“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根据我校机械制图教改小组
在6届30个班级中对机械制图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吸取了各兄弟院校对制图课程教学改革的经
验编写而成。
    本教材着眼于工程图学思维方式的训练，在概念级融入了计算机实体造型的边界表示法、结构实体
几何表示法和扫描表示法，使课程围绕形体形状的描述与构形和形体形状的投影与表达两条主线并行
展开。
教材抓住形体与图形相互转换这对矛盾，引入计算机实体造型教学环节，促进学生大脑中心像形体形
状的“突现”。
致力于手工绘图和计算机绘图两种绘图方式的共同基础——形体形状的描述与构形、投影法和机械图
样表示法的融合。
    本教材的内容包括：形体的形状与形体的投影，点、直线、平面和平面体的描述及三视图，回转面
和基本回转体的描述及投影，扫描形体的描述及三视图，组合体的构形、描述及三视图，形体的轴测
图(轴测投影)，机械图样的表示法和零件的表达方案，零、部件的结构与表达和附录。
画图中必须遵循但又毋须解释的制图国家标准和基本作图方法作为附录，供画图时查阅。
    本教材经教育部高校工科制图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审稿会审订通过。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非机类各专业60～80学时机械制图课程的教材、机械类机械基础系列课程中机械
制图课程基础平台的教材．亦可作为职工业余大学、函授大学、电视大学等有关专业的教材。
与本教材配套的《机械制图习题集》、“投影基础”多媒体课件和工程制图智能电子习题集软件系统
，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同时出版，供读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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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本课程的性质、任务和内容  二、本课程的学习方法第一章  形体的形状与形体的投影  §1.1
　形体的边界及边界表示法  　一、形体的边界元素  　二、形体的边界信息  §1.2　投影法和形体的三
视图  　一、投影法的基本概念  　二、正投影法的投影特性  　三、形体的三视图及其投影规律  复习
题第二章　点、直线、平面和平面体的描述与投影  §2.1　点的描述及投影    一、一个点的两面正投影
能唯一确定该点的空间位置    二、点的三面正投影规律    三、空间两点相对位置的描述及投影  §2.2　
直线的描述及投影  　一、直线的描述及直线对三面正投影体系的相对位置    二、直线的投影及各种位
置直线的投影特性    三、求一般位置直线的实长及其与投影面的倾角    四、点属于直线的投影特性    
五、两条直线的相对位置及其投影特性  §2.3　平面的描述及投影    一、平面的描述及平面对三面正投
影体系的相对位置    二、平面的投影及各种位置平面的投影特性    三、点和直线属于平面的投影特性   
四、属于一般位置平面的投影面平行线和最大斜度线    五、求某投影体系的投影面垂直面和一般位置
平面的实形    六、求一般位置平面与投影面的倾角  §2.4　平面体的描述及三视图  　一、平面体的描
述  　二、画、看简单形体视图的思维方式 　 三、画平面体三视图的步骤  　四、看平面体三视图  
§2.5　平面体被平面截断    一、截断平面体的描述及其边界    二、直线与平面、平面与平面的交集    
三、画截断平面体的三视图  复习题第三章  回转面和基本回转体的描述及投影  §3.1　基本回转体的形
成及其边界    一、点动成线、线动成面、面动成体    二、基本回转体的形成及其边界  §3.2　回转面的
描述及投影  　一、回转面的描述  　二、回转面的投影  　三、属于回转面的点和线的投影  §3.3　基
本回转体的描述及其三视图  　一、基本回转体的描述  　二、画基本回转体三视图的步骤  §3.4　基本
回转体被平面截断    一、截断基本回转体的描述    二、基本回转体与截断基本回转体的边界比较    三
、画截断基本回转体三视图的步骤    四、截断圆柱的边界及其三视图    五、截断圆锥的边界及其三视
图    六、截断圆球的边界及其三视图  §3.5　用轨迹概念解题    一、直线与平面、平面与平面相互平行
、垂直时的投影特性    二、直线与形体边界面的贯穿点    三、解题举例　复习题第四章　扫描形体的
描述及三视图第五章　组合体的构形、描述及三视图第六章　形体的轴测图（轴测投影）第七章　机
械图样的表示法与零件的表达方案第八章　零、部件的结构与表达附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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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上可见，根据三维形状绘制二维图形的过程，就是用图形来表示工程设计信息的过程，称为画
图。
根据二维图形想象三维形状的过程，就是识别工程设计信息的过程，称为看图（或读图）。
三维形状与二维图形之间的一一映射规律是投影法和制图国家标准。
三维形状是表示和识别工程信息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本教材所涉及的三维形状，限定为正则几何形体，简称形体。
形体是由有限个边界面围成的非空、有界、封闭的三维实体，形体的形状由其边界完全、唯一确定。
画形体的图形只需画出形体边界的图形，根据形体边界的图形就能唯一确定形体的形状。
形体的存在形式可能有三种：客观世界中的真实形体、计算机内的数字形体模型和人脑中的心像形体
模型（分为心像记忆形体模型和心像想象形体模型）。
本课程的教学任务就是要通过画图和看图的实践，使学生在大脑中存储简单形体的心像形体模型，并
能调动心像形体模型进行构形思维，构造形状更为复杂的心像想象形体模型。
为便于研究，本教材把形体分为：简单形体（包括基本形体和扫描形体）、组合体、零件和部件四个
层次。
　　1.简单形体（基本形体和扫描形体）基本形体是从工程界普遍使用的设备中抽象出来的最简单的
几何体——长方体、正棱柱、正棱锥、正棱台、圆柱、圆锥、圆台、圆球、圆环。
扫描形体是指一个二维图形沿其法线方向作平移运动，或绕某一轴线作旋转运动扫描形成的形体，分
别称为拉伸体、同轴回转体。
根据形体边界面的性质，可以分成平面体和回转体两大类。
基本形体的边界一目了然，扫描形体的边界取决于动平面的形状及其运动方式，但都有规律可循。
本教材引入形体的形状参数描述简单形体，促进形数结合。
要求对简单形体的形状和图形之间能形成双向直觉思维。
　　2.组合体由若干个简单形体经过若干次集合（并集合、交集合、差集合）构形所得到的形状更为
复杂的新形体称为组合体。
在一个组合体的构形过程中，随着构形次数的增加，其形状会愈来愈复杂。
参与某组合体集合构形的、形状较为简单的形体统称为构成该组合体的体素，简称体素。
简单形体是构造组合体的树梢体素。
组合体的边界难以一目了然，本教材引入组合体构造树、组合体构造式，以树梢体素为单元来描述组
合体的集合构形过程。
组合体的边界就转换为参与该组合体构形的所有树梢体素有效边界的集合，它们由树梢体素的有效边
界和集合构形方式唯一确定。
要求能在大脑中激活心像记忆形体模型构造组合体，即心像想象形体模型或从组合体中识别出构成它
的树梢体素。
　　3.零件零件是构成机器或部件的最小单元。
零件在机器或部件中的作用决定了它的设计结构形状。
通常组合体只是零件设计结构形状的抽象模型，因此从组合体到零件要有四个方面的拓宽：　　（1
）要把组合体的体素拓宽到零件的设计结构。
不仅能分析零件包含哪些设计结构，还要求能从零件在部件中的作用理解零件的结构形状，能知道零
件为什么要有这些设计结构。
　　（2）零件的结构形状要在设计结构形状的基础上，考虑加工和工艺的需要，拓宽出工艺结构形
状。
　　（3）表达零件结构形状要从三视图（仅是在投影训练阶段的教学用语）拓宽到综合运用国家标
准中规定的机械图样各种表示法，完整、清晰地表达零件。
　　（4）正确表达零件，必须拓宽表达内容，除了表达零件的结构形状外，还必须合理标注零件的
尺寸、技术要求和填写标题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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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掌握零件图的全部内容，仅靠本课程是不够的，许多内容还必须由后继相关课程，甚至在今后工作
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和深化。
本课程只要求做到尺寸数量完整、标注清晰；抄注技术要求；按要求填写标题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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