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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程制图》教材是根据教育部制定的“高职高专教学的基本要求”，结合高等电力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的需要，推行模块式课程结构，实行一体化教学改革，由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在长期教改
实践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努力体现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的特点，全面贯彻最新《技术制图和机械制图》
国家标准，更新课程体系，把握办学定位及培养模式的深刻内涵，力求以专业、职业需要为依据，以
应用为目的，以能力为核心，以理论“必须、够用”为度，精选教学内容。
　　本书共由四个模块组成，每个模块包含若干章节，既相互衔接，又自成体系。
模块一为绘图识图基础，保证具有足够的基础知识，教学内容循序渐进，通俗易懂；模块二为计算机
绘图基础，采用AutoCAD最新版本编写，体现了教材的先进性，可适应学生就业对计算机绘图的要求
；模块三、模块四为机械图样和专业图样，为满足机械类、近机类专业以及相关电力专业的不同要求
，紧密结合专业课程、职业技能鉴定和相关的实习内容，增强了专业的针对性。
不同专业、不同学时可以根据需要选用不同模块。
例如，供用电技术、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及运行与维护、电气自动化等专业可以采用第一模块和第二
模块；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可以采用第一模块、第二模块和第四模块的十一章部分；热动、火电厂
集控运行、汽轮机设备安装与检修等专业可以采用第一模块、第二模块、第三模块和第四模块的十二
章部分内容；机械类和近机类专业可以采用第一模块、第二模块和第三模块；当然还可以根据需要取
舍第二模块计算机绘图部分。
同时，不同专业还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模块中“※”号的内容。
　　本书由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李阳担任主编，李爱国担任副主编。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李阳（第一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八一十章、附录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李爱国（第二章、第三章），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蔡玲（第六章），长
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袁东麟（第七章、第十二章），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李音（第十一章）。
　　本书由焦作大学卢杉主审。
主审老师提多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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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全国电力职业教育规划教材。
    本书共由四个模块组成，每个模块包含若干章节，既相互衔接，又自成体系。
模块一为绘图识图基础，保证具有足够的基础知识，教学内容循序渐进，通俗易懂；模块二为计算机
绘图基础，采用AutoCAD最新版本编写，体现了教材的先进性，可适应学生就业对计算机绘图的要求
；模块三、模块四为机械图样和专业图样，为满足机械类、近机类专业及相关电力专业的不同要求，
紧密结合专业课程、职业技能鉴定和相关的实习内容，增强了专业的针对性。
不同专业、不同学时可以根据需要选用不同模块。
本书与李阳主编的《全国电力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工程制图习题集》配套使用。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相关专业的“工程制图”课程的教材，也可供有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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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概述　　1.确定表达方案的原则　　（1）视图数量应适当。
在完整、清晰地表达机件，且在看图方便的前提下，视图的数量要减少，但也不是越少越好。
如果由于视图数量的减少而增加了看图的难度，则应适当补充视图。
　　（2）合理地综合运用各种表达方法。
视图的数量与选用的表达方案有关，因此在确定表达方案时，既要注意使每个视图、剖视图、断面图
等具有明确的表达内容，又要注意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分工，以表达完整、清晰。
在选择表达方案时，应首先考虑主体结构和整体的表达，然后针对次要结构及细小部位进行修改和补
充。
　　（3）比较表达方案，择优选用。
同一机件，往往可以采用多种表达方案。
不同视图数量、表达方法和尺寸标注方法可以构成多种不同的表达方案。
同一机件的几个表达方案相比较，可能各有优缺点，要认真分析、择优选用。
　　2.确定表达方案的步骤　　（1）形体分析。
　　（2）选择主视图。
　　（3）选择其他视图。
　　（4）采用恰当的画法。
　　二、应用举例　　（一）确定支架的表达方案　　1.形体分析　　支架由圆筒、底板和肋板三部
分组成。
倾斜的底板上有四个通孔，支架前后对称。
圆筒用一个非圆视图即可表达清楚，肋板至少需要两个视图来表达，底板也需要两个视图来表达。
　　2.选择主视图　　选择图6-40箭头所示的方向作为主视图的投射方向，它能反映支架的三个组成
部分的外部结构形状。
　　3.选择其他视图　　用局部剖和一个局部视图来表达圆筒内外形，用一个移出断面图表达肋板的
形状。
底板需加一个视图来表达其前后的形状，因是倾斜的结构，不宜用左视图和俯视图，故采用一个A向
旋转的斜视图来表达前后的形状和四个孔的分布情况。
为表达底板上四个孔的形状和位置，在主视图上加一局部剖，左边的孔不剖，只画点画线。
　　（二）确定阀体的表达方案　　图6-41所示阀体的表达方案如图6-42所示。
为了将阀体的内外结构用最简捷的方式清晰地表达出来，阀体采用了五个图形来表达。
主视图采用了旋转全剖视图A A；俯视图采用了阶梯全剖视图B-B，剖视部分表达了阶梯孔的内部结构
，未剖部分则表达了底部法兰Ⅳ外形；上部法兰盘I实形没有表达清楚，用D向局部视图表达；为了避
免重复表达，采用C-C全剖视图来代替左视图，表达了左侧法兰Ⅱ安装孔结构；E向斜视图表达了右前
支管Ⅲ的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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