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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第一版自2001年出版以来，经过4年多的教学实践以及陆续有
修订或新制定的《技术制图》、《机械制图》等国家标准发布，第一版教材需要做些修改。
本次修订仍保持第一版的编写体系，主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修改。
　　1.全面贯彻2003年年底以前发布的、在用的《技术制图》、《机械制图》以及与机械制图相关的
国家标准，有关名词术语、图例、标记、数据等都作了相应的修改。
　　2.考虑到中等职业教育的特点以及配套习题集中作题的要求，在第四章 轴测图中增加了第四节 轴
测草图的画法。
　　3.由于微型计算机应用的迅速普及，计算机绘图（CG）和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的快速发展，
很多学校已另行开设计算机绘图课程或将有关内容在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中介绍，因此删去了原来的
第十章 计算机绘图。
　　4.更正了第一版文、图中的错误或不够严谨之处。
　　本书第一版于2004年由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评审获第六届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畅销书二等奖，这
是对我们的鼓舞和鞭策。
为构建“多元化教学资源”，我们对机械制图课程的系列教学资源进行了整体设计和规划。
与本书同期修订出版的还有《机械制图习题集》。
此外，还开发了与本书配套使用的网络教学资源，包括网络课程、电子教案、多媒体课件、多媒体素
材、与制图相关的国家标准信息和习题参考答案等。
与本书配套使用的辅助教学用书《机械制图教学指导》（附光盘）和多种助学光盘与助教光盘、教学
挂图等也将陆续出版。
　　参加本书修订工作的主要有：杨师麟、张春英和王瑞丽等。
本书由刘兴祥主审。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望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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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王幼龙主编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机械制图》（第一版）的基础上，为满足中等职
业学校的教学需求，依据最新颁布的与制图相关的国家标准修订的而成的。
    本书主要内容有制图的基本规定，几何作图，正投影法与三视图，轴测图，组合体视图，图样的基
本表示法，常用件的特殊表示法，零件图，装配图以及展开图、焊接图等。
本书注重职业技能培养，可作为中等职业学校机械类专业教材，也可作为岗位培训用书，供相关人员
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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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零件图是加工和检验零件的依据，因此在视图选择、尺寸标注、技术要求等方面都比组合体视图
有更进一步的要求。
　　本章主要内容如下：　　1.视图选择　　零件的视图表达要做到完整、清晰、合理、看图方便。
在上述前提下，力求表达简洁。
主视图是核心，是确定表达方案的关键。
　　（1）主视图选择主视图的选择必须遵循三个原则，即形状特征原则、工作位置原则和加工位置
原则。
一般回转体零件在确定主视图投射方向时主要依据加工位置原则，并将回转轴线水平放置于主视图中
；非回转体零件在确定主视图投射方向时主要依据工作位置原则，并同时考虑形状特征原则。
与组合体一样，零件的主视图应较明显地反映零件的主要结构形状和各组成部分的相对位置。
　　在具体应用各原则时还应作具体分析，因各原则有时也会相互矛盾，会顾此失彼，要从有利于看
图出发，充分考虑各原则的实现。
　　（2）其他视图选择不论组合体或零件，视图数目和表达方法的选择是否恰当，对看图方便和能
否表达清楚都有很大影响。
因此，在保证充分表达零件结构形状的条件下，视图的数量应尽量减少。
　　2.尺寸标注　　零件图的尺寸标注，除了组合体尺寸注法中已提出的要求外，更重要的是要切合
生产实际。
必须正确地选择尺寸基准，基准的选择要满足设计和工艺要求。
基准一般选择接触面、对称平面、轴线、中心线等。
零件图上，设计所要求的重要尺寸必须直接注出，其他尺寸可按加工顺序、测量方便或形体分析进行
标注；零件间配合部分的尺寸数值必须相同。
此外还要注意不要注成封闭尺寸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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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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