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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子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产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对人才需求的增长，技术的进步必然
要求人员素质的提高。
因此，近年来企业对电类人才的需求量逐年上升，对技术工人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相应地，为满足电类行业对人才的需求，中等职业学校电类专业的招生规模在不断扩大，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法也在不断调整。
　　为了适应电类行业快速发展和中等职业学校电类专业教学改革对教材的需要，我们在全国电类行
业和职业教育发展较好的地区进行了广泛调研，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出发点，以各地中职教育教研成
果为参考，以中职教学需求和教学一线的骨干教师对教材建设的要求为标准，经过充分研讨与论证，
精心规划了这套《中等职业学校电类规划教材》。
第一批教材包括4个系列，分别为《基础课程与实训课程系列》、《电子技术应用专业系列》、《电
子电器应用与维修专业系列》、《电气运行与控制专业系列》。
　　本套教材力求体现国家倡导的“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精神，结合教育部组织修订《
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的成果、职业技能鉴定标准和中等职业学校双证书的需求，精简整合理论课
程，注重实训教学，强化上岗前培训；教材内容统筹规划，合理安排知识点、技能点，避免重复；教
学形式生动活泼，以符合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认知规律。
　　本套教材广泛参考了各地中等职业学校电类专业的教学实际，面向优秀教师征集编写大纲，并在
国内电类行业较发达的地区邀请专家对大纲进行了评议与论证，尽可能使教材的知识结构和编写方式
符合当前中等职业学校电类专业教学的要求。
　　在作者的选择上，充分考虑了教学和就业的实际需要，邀请活跃在各重点学校教学一线的“双师
型”专业骨干教师作为主编。
他们具有深厚的教学功底，同时具有实际生产操作的丰富经验，能够准确把握中等职业学校电类专业
人才培养的客观需求；他们具有丰富的教材编写经验，能够将中职教学的规律和学生理解知识、掌握
技能的特点充分体现在教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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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参照中等职业学校机械常识与钳工技能实训教学大纲编写的，主要分为理论模块和实训模块两
大部分，其内容包括机械识图、机械基础知识及钳工技能训练。
机械识图部分着重于学生识图能力的培养，介绍了识图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机械基础知识主要包
括常用金属材料、摩擦轮传动和带传动、定轴轮系、平面连杆机构和凸轮机构等方面的基本知识；钳
工实训则采用了项目式写法，分项目训练学生的钳工技能。
　　本书可作为中等职业学校电类相关专业的通用教材，也可作为职工培训教材或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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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读图时便于找出投影关系，剖视图一般需要用剖切符号标注剖切面的位置、投射方向和剖视
图名称。
剖切平面的起、迄和转折位置通常用长约5的粗实线表示，它不能与图形轮廓线相交，在剖切符号的
起、迄和转折处注上字母、投影方向，如图1-21主视图所示。
剖视图名称是在所画剖视图上方用相同的字母标注，如图1-21中的A-A，B-8所示。
　　在下列两种情况下，可省略或部分省略标注。
　　（1）当剖视图按投影关系配置，且中间又没有其他图形隔开时，由于投射方向明确，可省略箭
头，如图1．21中的“A-A”剖视。
　　（2）当单一剖切平面通过机件的对称面或基本对称面，同时又满足情况（1）的条件，此时，剖
切位置、投射方向以及剖视图都非常明确，故可省去全部标注，如图1-19所示的支架的剖视图。
　　2．剖视图的种类　　按机件被剖开的范围来分，剖视图可分为全剖视图、半剖视图和局部剖视
图3种。
　　（1）全剖视图。
　　用剖切面完全剖开机件所获得的剖视图，称为全剖视图。
前述的各剖视图例均为全剖视图。
　　由于全剖视图是将机件完全剖开，机件外形的投影受影响，因此，全剖视图一般适用于外形简单
、内部形状较复杂的机件，如图1．22所示。
　　（2）半剖视图。
当机件具有对称平面时，向垂直于对称平面的投影面上投射所得的图形，允许以对称中心线为界，一
半画成剖视图，另一半画成视图，这样获得的剖视图称为半剖视图。
半剖视图主要用于内外形状都需要表达、结构对称的机件，如图1-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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