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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由电子工业出版社组织编写的中等职业教育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在该书的编写过程中，编者努力按照当前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的总体目标为基础，以国家有
关职业标准（中级）为理论依据，努力体现教学内容的先进性和前瞻性。
　　本教材的编者认真查阅大量的参考资料，汲取了各种现有教材的精华，在编写大纲结构的安排上
，既强调学科体系的完整，又兼顾当今工业发展的现状和目前中职学生的实际情况，对传统教材结构
的运用进行了大胆的处理。
在编写上力求遵循“宽”、“浅”、“新”、“用”的原则，摒弃“繁难偏旧”的内容，重视强基础
与宽专业知识面的要求，拓宽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特别突出创造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努力引入学习领域先进课程理念，创设一体化学习的教学情境。
既有一定的知识讲解，又注意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主学习能力。
本教材编写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对知识结构的处理本教材分“工程制图的基本知识”、“机械知识基础”、“零件、构件与机构
”和“机器、装配与装配图”四个单元。
在机械专业理论课基础上渗入了部分专业课的内容，使原来抽象、枯燥的内容因加入了应用内容而更
符合实用性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材的内容由浅入深，在看图、识图的基础上，逐渐过渡到认识标准件、常用件的图样，进而从
机构组成及图示过渡到机器的组成、功用，到了解常见机构的装配方法，并进而进入装配图内容。
从纯理论的投影知识到零件、构件、机构概念的建立及它们的画法，进而去学习掌握较难的装配图内
容。
第4单元融合了部分机械制造工艺的有关基础知识，以新课标为纲，坚持守正出新，创建了本教材的
特色。
在每节内容的处理上，努力做到基础理论与实用性的结合。
例如“轴”及“齿轮”部分，除了介绍它们的种类及结构特点之外，还加强了轴及齿轮的失效形式及
材料的选用知识，并通过一些实际的例子去启发读者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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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四个单元，第1单元介绍工程制图的基本知识；第2单元是机械知识基础，包括公差与配合的
基本概念及材料分类、性能和应用等基础知识；第3单元介绍零件、构件、机构的基本概念，通过了
解常见标准件和典型零件的种类和画法等有关知识，进而引出机构组成、图示及机构的工作特点、应
用特点等内容；第4单元通过介绍机器的组成，讲解装配精度与装配方法的关系，才进入装配图内容
。
在每节均含有学习目标、想一想、练一练或议一议及内容小结等内容，帮助读者更好地巩固和拓展知
识。
　　本书另配备有《工程制图与机械常识——练习与技能训练》。
　　本书可作为中等职业学校机电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工科其他相关专业（如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模具设计与制造、数控技术应用等）使用，还可作为机电专业高职学生的选用教材。
　　本书配有电子教学参考资料包，详见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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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单元　工程制图的基本知识　第1章　图样基本知识　　1.1　图样、图线　　　1.1.1　图样的定义
　　　1.1.2  图线（GB／T 17450—1998）   　 1.2　图样尺寸的基本知识　　　1.2.1　尺寸标注基本规则
　　　1.2.2　尺寸标注基本要素　　　1.2.3　常见尺寸注法示例  　1.3　图样上的其他规定　　　1.3.1 
图纸幅面和图框格式（GB／T 14689—1993）  　　　1.3.2　标题栏（GB／T 10609.1—1989）　　　1.3.3
 比例（GB／T 14690—1993）  　　　1.3.4　字体（GB／T 14691—1993）  　第2章　投影知识 　 2.1　
绘图工具及其使用　　　2.1.1　图板和丁字尺　　　2.1.2　三角板  　　　2.1.3　圆规和分规　　
　2.1.4　铅笔 　 2.2　平面图形的尺寸分析及画法　　　2.2.1　常用等分法　　　2.2.2　斜度与锥度　
　　2.2.3　圆弧连接　　　2.2.4　平面图形的尺寸分析及画法  　2.3　投影法的基本概念　　　2.3.1　
投影法的分类　　　2.3.2　投影面体系的构成 　 2.4　组合体的投影及尺寸标注　　　2.4.1　基本体的
投影及标注　　　2.4.2　截割与相贯　第3章　零件的表达　  3.1　视图  　　　3.1.1　基本视图　　
　3.1.2　向视图  　　　3.1.3　局部视图　　　3.1.4　斜视图   　 3.2　剖视图和断面图　　　3.2.1　剖
视图  　　　3.2.2　断面图   　 3.3　零件图的内容　　　3.3.1　零件图的作用和内容　　　3.3.2　零件
图表达方案的选择  　3.4　零件图的尺寸标注　　　3.4.1　尺寸基准　　　3.4.2　零件图中标注尺寸的
注意事项　　　3.4.3　零件上常见孔的尺寸标注法　　　3.4.4　零件图常见的工艺结构标注方法 　 3.5
　读零件图　　　3.5.1　各类零件的结构特征和作用　　　3.5.2　零件图读图步骤及图例第2单元　机
械知识基础　第4章　公差与配合的基本概念　　4.1　尺寸公差　　　4.1.1　尺寸公差的基本术语　
　　4.1.2　零件的配合 　 4.2　形状和位置公差　　　4.2.1　基本概念　　　4.2.2　零件图上标注形状
公差和位置公差的实例 　 4.3　表面粗糙度　　　4.3.1　表面粗糙度的概念　　　4.3.2　表面粗糙度的
标注方法　第5章　材料分类、性能和应用　　5.1　材料性能与机件失效　　　5.1.1　金属材料的工
艺性能　　　5.1.2　金属材料的物理性能　　　5.1.3　金属材料的化学性能　　⋯⋯第3单元　零件、
构件与机构　第6章　标准件和典型零件　第7章　常见机构基本知识第4单元　机器、装配与装配图　
第8章　机器组成及装配知识　第9章　装配图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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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组合体尺寸标注　　（1）标注尺寸的基本要求　　正确：所注的尺寸要正确无误，注法要符
合国家标准《机械制图》中的有关规定。
　　完整：所注的尺寸必须能完全确定组合体的大小、形状及相互位置，不遗漏，不重复。
　　清晰：尺寸的布置要整齐清晰，便于看图。
　　合理：标注的尺寸要符合设计要求及工艺要求。
　　（2）组合体的尺寸种类　　定形尺寸：确定组合体中各基本几何体的形状和大小的尺寸。
　　定位尺寸：确定组合体中各基本几何体之间相对位置的尺寸。
　　总体尺寸：组合体的总长、总宽、总高尺寸。
　　（3）组合体的尺寸基准　　标注尺寸的起点，称为尺寸基准。
组合体的长、宽、高三个方向（或径向、轴向两个方向）至少应各有一个尺寸基准。
组合体上的点、线、平面都可以作为尺寸基准，曲面一般不能作为尺寸基准。
特别提示：　　通常采用较大的平面（对称面、底面、端面）、直线（回转轴线、转向轮廓线）、点
（球心）等作为尺寸基准。
　　（4）标注组合体尺寸的注意事项　　①遵守尺寸注法的国标规定。
标注时，尺寸应尽量注在视图外边，排列要整齐，小尺寸在里（靠近图形），大尺寸在外，避免尺寸
线和尺寸界线相交。
　　②尺寸应尽可能标注在反映形体形状特征较明显，位置特征较清楚的视图上，同一形体的相关尺
寸尽量集中标注。
如半径尺寸应标注在反映为圆弧实形的视图上，且相同的圆角半径只注一次，不在符号“尺”前注圆
角数目。
　　③为保持图形清晰，虚线上应尽量不注尺寸。
　　④直径尺寸应尽量注在非圆视图上。
但板件上多孔分布时，孔的直径尺寸应注在反映为圆的视图上。
　　⑤避免尺寸线封闭。
如果尺寸注成封闭形式，将产生重复尺寸，并且不易保证尺寸精度。
因此，标注尺寸时，在尺寸链中应选一个不重要的尺寸不标注。
　　支座的尺寸标注示例如图2．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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