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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程图学教学指导委员会2005年制定的“普通高等院校工程图学课程
基本要求”和近年来颁布的与机械制图相关的国家标准，以及对高等农林院校工科各专业人才培养的
需要，结合作者近年来的教学研究及实践的成果，借鉴国内多所院校近年来教学改革的经验编写而成
。
　　本教材以解决形体的图示和表达方法为目标，以培养学生徒手绘图、尺规作图、计算机绘图实践
能力为重点。
主要有以下特点：　　（1）采用国家最新颁布的技术制图、机械制图、计算机绘图等有关国家标准
，并根据课程内容的要求穿插于教材中。
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2）强调基础理论以应用为目的，为图示服务的观念，删减和降低了画法几何部分内容和难度
。
　　（3）机械图部分强调“零装结合”，通过典型部件识读和绘制零件图和装配图，并以培养读图
能力为重点。
　　（4）采用最新的AutoCAD软件，讲解计算机绘图的有关内容，培养学生利用现代工具绘图的技
能。
　　本教材内容概念清楚、论述严谨、深入浅出，图例典型、绘制规范、清晰，易学易懂，具有较强
的实用性。
　　本教材内容包括：制图的基本知识、基本几何元素的投影、立体的投影、组合体、轴测投影、机
件的表达方法、标准件与常用件、零件图、装配图、计算机绘图。
　　本教材由山西农业大学张淑娟教授、湖南农业大学全腊珍教授、山东农业大学杨启勇副教授任主
编，参加编写的有全国7所农业院校的11位老师。
编写分工如下：湖南农业大学熊瑛编写第1章；海南大学冯爱国编写第2章及附录中第五、六、七部分
；山东农业大学杨启勇编写第3章；山西农业大学武志明编写第4章；东北农业大学刘冬梅编写第5章：
北京农学院贾友苏编写第6章；青岛农业大学林悦香编写第7章；山西农业大学张淑娟编写第8章；湖南
农业大学全腊珍编写第9章；东北农业大学李季成编写第10章，青岛农业大学杜宏伟编写附录第一、二
、三、四部分。
　　与本书配套的习题集也同时由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为适应多媒体教学需求，还研制了与本教材配套的多媒体课件，可供选用。
　　在本教材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同类教材，从中得到了很多信息和启发，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问题，敬请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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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制图》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程图学教学指导委员会2005年制定的“普通高等院校工程图学课
程基本要求”和近年来颁布的与机械制图相关的国家标准，以及对高等农林院校工科各专业人才培养
的需要，结合作者近年来的教学研究及实践的成果，借鉴国内多所院校近年来教学改革的经验编写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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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确定尺寸基准标注尺寸的起点就是尺寸基准，一般选择组合体的对称平面、轴线或重要的
平面作为尺寸基准，如回转体的轴线、较大的端面或侧面等常被选作尺寸基准。
在标注组合体尺寸时，应当首先明确长、宽、高三个方向的尺寸基准，如图4-20所示的组合体，高度
方向的尺寸基准是底板所在的平面，长度方向的尺寸基准是左侧面，宽度方向的尺寸基准是组合体的
后侧平面。
　　（2）标注定形尺寸确定组合体各基本立体形状和大小的尺寸，在三维空间中，定形尺寸一般包
括长、宽、高三个方向上的尺寸。
如图4-20所示的组合体，底板的尺寸：长42，宽30，高12；立板上圆孔的直径1.5，圆弧半径R15和立板
宽度尺寸12i　　（3）标注定位尺寸确定各基本形体之间的相对位置尺寸。
如图4-20所示的组合体，标注的定位尺寸有：决定底板上右前方斜角的长度方向定位尺寸30和宽度方
向定位尺寸18；立板上圆孔中心高度方向的定位尺寸24。
每个基本立体的相对位置，一般来说在长、宽、高三个方向上均需定位，若两个立体之间的相对位置
为叠加、平齐或处于组合体的对称面上时，在相应方向不需要有定位尺寸。
　　（4）标注总体尺寸总体尺寸是表示组合体所占空间的大小，就是组合体的总长、总宽、总高尺
寸，将组合体尺寸分为定形尺寸、定位尺寸和总体尺寸是尺寸标注的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
如图4-20所示的组合体：总长为42，总宽为30，总高为39，已由标注出的定形尺寸和定位尺寸确定，
不再需要标注。
总体尺寸有时兼有定形尺寸或定位尺寸的作用，如图4-20所示的组合体中，42和30既是组合体的总长
与总宽，又是底板的长和宽。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程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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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