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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是探讨绘制机械图样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的一门技术基础课。
用图形表达思想、分析事物、研究问题、交流经验，具有形象、生动、轮廓清晰和一目了然的优点，
弥补了有声语言和文字描述的某些不足。
特别是对机器设备和工程结构物等结构形状的刻画，一些运动轨迹的描述，更是图形“活动”的广阔
“舞台”，是语言、文字无法相比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图画就是“图话”，工程画就是“工程话”。
因此，图样被人喻为工程界的技术“语言”，就不足为奇了。
“按图施工”，这是工业生产中流行久远的一句话。
它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图样在工业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反映了图样与生产的关系。
作为机械工程技术人员，应有驾驭技术“语言”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进行学习，从事科研
、设计和制造等方面的技术性工作。
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课程将提供打开技术“语言”宝库大门的钥匙。
学好了它，就取得了攻克技术第一关的胜利！
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课程主要研究：1.在平面上图示空间形体的理论和方法；2.在平面上图解空间几何
问题；3.绘图方法和图样的有关问题。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使未来的机械工程师获得如下本领：1.图示空间形体的能力；2.图解空间几何问题
的初步能力；3.绘制和阅读机械工程图样的能力；4.有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和构思能力；5.计算机绘图
原理与方法的初步了解及其应用。
本课程的学习方法：1.在学习图示理论时，要掌握物体上几何元素的投影规律和作图方法，以便更好
地掌握由三维形体到二维图形的转换；2.在学习图示方法时，要多画、多看、多记，要积累一些简单
几何形体的投影资料，掌握复杂形体的各种表达方法，为进行构形设计打下基础；3.由二维图形想象
出三维形体是学习本课程的难点，为了顺利地通过这一关，除了前面讲的两条外，还要掌握正确的分
析方法，如书中提到的“形体分析法”、“线面分析法”和“结构分析法”等；4.要逐步养成实事求
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肃认真、耐心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要遵守国家标准的一切规定，为作一个
有创造性的机械工程师奠定坚实的基础；5.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古老的绘图技术注入了新
的活力。
故在学习仪器绘图技能时，还要加强徒手绘图和计算机绘图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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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程图学教学指导委员会2005年制订的“高等学校工程图学课程教学基本
要求”和近年来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新制图国家标准，吸取了教学改革和计算机图形学发展的
新成果，在华中理工大学等院校编《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第五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是普通
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共19章，主要内容有：制图的基本知识，点、直线和平面的投影，直线与平面、平面与平面的
位置关系，曲线与曲面的投影，立体及平面与立体表面的交线，组合体，机件的常用表达方法，轴测
图，螺纹和齿轮等的规定画法，零件图和装配图，旋转法和立体表面的展开，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形应
用软件等。
为适应当前机械设计的需要，本书以三维创新构形设计为中心，把三维构形设计及计算机绘图等新内
容融入本课程。
重点介绍了基于参数化特征的造型软件Autodesk Inventor和国内外广泛使用的AutoCAD绘图软件。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工科机械类及非机械类各专业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课程的教材，也可供职工大
学、网络学院、电视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和其他业余大学师生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与本书配套的胥北澜、李喜秋、阮春红主编《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习题集》（第六版）也做了相应
的修订。
为了方便教师教学和学生自学，与本书配套的《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多媒体课件》（附书后）、《画
法几何及机械制图电子解题指导》等课件，均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同时出版，可供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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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常见回转体 在曲面立体中，工程上使用较多的是圆锥、圆柱、圆球和圆环等
回转体。
它们的投影画法，与一般回转面相同。
鉴于它们在工程制图中的重要性，有必要对其形成方法、特殊位置的投影特点、尺寸注法略加阐述。
表7—1列出了这几种回转体的形成方法及其投影，下面再分别分析各自的投影特点及在表面上取点、
线的方法。
画图时应注意：回转面只画其转向轮廓素线的投影。
 1.圆柱体 圆柱体的表面由圆柱面和上、下底面所围成。
图7—9所示圆柱的位置与表7—1相同，轴线为铅垂线，亦即圆柱面上所有直素线都是铅垂线。
因此，圆柱面的水平投影积聚为一圆周。
也就是说，圆周上任何一点，是圆柱面上相应位置直素线的水平投影。
同时该圆也是圆柱上、下底面的水平投影。
 在图示情况下，圆柱正面投影中左、右两轮廓线是圆柱面上最左、最右素线的投影。
它们把圆柱面分为前后两半，前半可见，而后半不可见，是可见和不可见的分界线。
最左、最右两素线的侧面投影和柱轴的侧面投影重合，水平投影在横向中心线与圆周相交的位置。
上、下两横向直线段是上、下底面的正面投影。
 圆柱侧面投影中两轮廓线是圆柱面上最前和最后素线的投影，是圆柱面侧面投影可见性的分界线，圆
柱面左半可见，而右半不可见。
最前、最后素线的正面投影与柱轴的正面投影重合，水平投影在竖向中心线和圆周相交的位置。
上、下两横向线段是上、下底面的侧面投影。
 当已知点A在圆柱面上及其（a＇）时，便可根据图示柱面的投影特性以及取点的方法，求得a和a〞。
由于圆柱面的水平投影有积聚性，a必在圆周上；而（a＇）不可见，A必在后半圆柱面上，由此求出a
。
据a、（a＇）便可求出a〞，画法如图7—9所示。
 图7—10表示已知圆柱和圆柱面上的线的水平投影，求正面投影和侧面投影的作图情形。
 在图示情况下，柱轴为侧垂线，圆柱的侧面投影有积聚性，所求线的侧面投影与圆周重合。
有了线的水平投影和侧面投影，就可求出正面投影。
这里要注意两点： 1）线的水平投影与柱轴的水平投影相交，表明该线和圆柱面上的最高和最低素线
相交。
对V面来说这个交点是可见与不可见的分界点。
位于后半柱面上的线是不可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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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机械类专业适用)(第6版)》可作为高等
学校工科机械类及非机械类各专业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课程的教材，也可供职工大学、网络学院、电
视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和其他业余大学师生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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