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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图样这种“工程界技术交流的统一语言”向更通用化、实用化、
国际化方面发展，制图手段也由手工制图的方式逐步地向计算机制图的方式转变。
本书是丛书之一的《机械制图国家标准应用图册》。
全书采用表格形式，让使用者对机械制图的国家标准一目了然。
表格中的“基本规定”的内容主要取自机械制图国家标准；“正确图例”主要取自机械制图国家标准
中的图例和生产实践中成熟的机械工程图；“错误图例”主要取自旧标准被修订之处、学生的作业易
错之处、现场的一些不规范的简化臆测图及编者推测可能出现的错误图等。
该书可供一线现场的技术人员和工人能够快速地查找机械制图国家标准的基本内容、方便地参照应用
图例、准确地判别应用的正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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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述1.3 中国制图标准化1.3.1 中国制图标准化的发展历程中国是一个图形研究及应用的古国，例
如，人面鱼形图、浑天仪图、水碾图等，都被公认为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精品。
但近代中国的图形学远远落后于世界。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制图领域更混乱，甚至连投影法都没有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对标准化工作十分重视。
制图标准化工作也得以确立并发展。
建国之初，我国的制图标准主要是借鉴前苏联的制图标准体系。
1951年政务院颁布了《工程制图标准》草案，制定第一角画法、标题栏、明细栏等。
1956年，第一机械工业部颁布了《机械制图》部颁标准，其主要参照了前苏联1952年颁布的机械制图
标准，结合中国的实际，作了少量的修改和增补，共21项。
1959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发布了国家标准《机械制图》。
在国家标准《机械制图》及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启发推动下，我国其他一些工业领域根据自身的特点和
需求，分别制定了适合本行业或专业的制图标准，例如“建筑制图标准”、“电气制图标准”等。
我国于1978年重新进入ISO，并积极地参与了ISO的多项工作。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标准化工作加快了向国际标准化靠拢的步伐；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标准化工
作更引起国家及企业等部门的极大重视，身为技术标准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图标准化当然首当其冲。
1989年，“全国技术制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后更名为“全国技术产品文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
现它在“中国标准化管理委员会”（SAC）的管理下工作，是SAC第146技术委员会，简称SAC／TC
146（中国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第146技术委员会）。
SAC／TC 146主管全国的“技术产品文件标准化”工作，其主要职能之一是开展制定及修订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技术产品文件”的国家标准等工作。
SAC／TC 146和ISO／TC 10在业务上相对应，并积极参与了ISO／TC 10的部分工作。
多年来，各类制图标准也都进行了若干次的修订和完善；例如，机械制图国家标准就经历了1970年
～1974年、1984年和1989年～2006年的3次修订和完善。
1.3.2 中国现行制图标准的体系1989年开始至2006年底，SAC／TC 146及其前身不断地对我国的制图标
准进行了复审及制修订，现该项工作已基本完成，形成一个新的“中国制图标准体系”，分为四个层
面：第一层面：技术制图国家标准。
是将各类制图（例如机械制图、建筑制图、电气制图等）中共性的基础内容（例如图纸幅面、比例、
图线、视图、字体等）统一起来制定的制图标准，比各专业制图标准高一个层次，技术制图标准一经
颁布，各专业制图都应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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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机械制图国家标准应用图册》可供一线现场的技术人员和工人能够快速地查找机械制图国家标准的
基本内容、方便地参照应用图例、准确地判别应用的正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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