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器测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机器测绘>>

13位ISBN编号：9787810925532

10位ISBN编号：7810925539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陶冶、李明、 吴慕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9-08出版)

作者：陶冶，李明，吴慕春 著

页数：12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器测绘>>

前言

“机器测绘”是工科院校的一门基础实践课，是学生学习工程技术基本知识、培养工程素质和动手能
力的重要载体。
目前这方面的经典教材不多，然而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深入，新专业的设置，“机器测绘”课程将越
来越多地被重视。
本书是在认真总结几年来教学改革的经验，并根据教育部工程图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对普通高等院校“
工程图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分析了当前高校工程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征求许多教学一线教师的
意见，同时也吸取了一些同类教材的成功经验而编著。
本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将制图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强化动手能力的培养。
将现代教育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成果融入其中，可以使学生在学习工程制图知识的同时，培养科学思
维方法，让学生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得到提高和增强。
编写中注重突出各种工具的使用方法，尽量与制图教材中使用的举例相吻合。
在内容的选择和组织上尽量做到主次分明，深浅恰当，详略适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取舍方便；
做到图文并茂，言简意赅，以便于教师教学，学生自学。
教材的主要特点如下：1.针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本书内容不繁杂，难度应适中。
本书适用机械类、近机类一周或两周实践学时的教学要求。
在难度上，以现在大学教材常用举例机器——减速器、齿轮油泵、台钳、滑动轴承等为主。
2.体系上遵循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的循序渐进过程。
第一章 为机器测绘概述，强调机器测绘重要性、意义以及机器测绘的步骤；第二、三章介绍拆卸工具
、拆卸方法及注意事项；第四章 介绍各种典型零件的测绘方法；第五章 对各种机器的测绘任务书进
行了规范；第六章 对常用机器测绘进行了举例；最后一章是测绘总结即书写测绘报告书、答辩。
3.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
书的内容全部围绕着工具的使用、画图等实用技能方面的训练，让学生在走向单位前对未来的工作有
个基本认识。
4.为了培养应用型和综合型人才，可应用本书作为教材的机械类、近机类专业较广，如机械制造、汽
车维修、交通运输、化工机械、农业机械、林业机械、建筑机械等专业。
5.本书在编写中力求术语准确，符合国家标准；语言严谨并易于自学，图文明确；论述着眼于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培养学生吸纳新知识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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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器测绘》是根据教育部工程图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修订的《工程图学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以
及对21世纪工程技术人员基本素质的要求，结合教学实践和教学改革的成果而编著。
教材体系上按照当前我国教改的发展趋势，在内容上进行了优化，以适应当前高等学校拓宽专业面、
优化课程结构、精选教学内容等的发展趋向。
在编著中注重突出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和工程意识的培养，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优化其知识结构。
　　全书共分七章，主要内容是机器测绘概述、机器的拆卸、机器的尺寸测量、典型零件测绘、测绘
任务书、装配件测绘综合举例、测绘报告书、答辩。
　　《机器测绘》可作为高等学校机械类、近机类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其他高职、高专院校相关专
业使用，同时也可作为参加工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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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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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工艺结构尺寸的测量轴套零件上常见的工艺结构有退刀槽、倒角和倒圆、中心孔等，先测得
这些结构的尺寸，然后查阅有关工艺结构的画法与尺寸标注方法，按照工艺结构标注方法统一标注，
如常见倒角标注为C1（c代表45。
倒角），退刀槽尺寸标注为2.1（2表示槽宽尺寸，1表示较低的轴肩高度尺寸）。
4.1.5轴套类零件的技术要求I.尺寸公差的选择轴与其他零件有配合要求的尺寸，应标注尺寸公差，根
据轴的使用要求参考同类型的零件图，用类比法确定极限尺寸。
主要配合轴的直径尺寸公差等级一般为IT5～9级，相对运动的或经常拆卸的配合尺寸其公差等级要高
一些，相对静止的配合其公差等级相应要低一些。
如轴与轴承配合尺寸其公差带可选为f6，与皮带轮的配合尺寸公差带选为k7，与齿轮配合尺寸其公差
带也可选k7。
对于阶梯轴的各段长度尺寸可按使用要求给定尺寸公差，或者按装配尺寸链要求分配公差。
套类零件的外圆表面通常是支承表面，常用过盈配合或过渡配合与机架上的孔配合，外径公差一般
为IT6～7级。
如果外径尺寸不作配合要求，可直接标注直径尺寸。
套类零件的孔径尺寸公差一般为11_7～9级（为便于加工，通常孔的尺寸公差要比轴的尺寸公差低一等
级），精密轴套孔尺寸公差为IT6级。
轴套类零件的公差等级和基本偏差的应用参考附表6、附表7。
2.形状公差的选择轴套类零件通常是用轴承支承在两段轴颈上，这两个轴颈是装配基准，其几何精度
（圆度、圆柱度）应有形状公差要求。
对精度要求一般的轴颈，其几何形状公差应限制在直径公差范围内，即按包容要求在直径公差后标注
。
如轴颈要求较高，则可直接标注出允许的公差值，并根据轴承的精度选择公差等级，一般为IT6～7级
。
轴颈处的端面圆跳动一般选择11_7级，对轴上键槽两工作面应标注对称度，轴的形状公差可参考表4-1
选择。
套类零件有配合要求的外表面其圆度公差应控制在外径尺寸公差范围内，精密轴套孑L的圆度公差一
般为尺寸公差的1／2～1／3，对较长的套筒零件，除圆度要求之外，还应标注圆孔轴线的直线度公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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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机器测绘》是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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