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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机械制图及计算机绘图是高等工科院校的一门技术基础课。
本教材旨在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在介绍理论技术的同时强化思维方式的培养，教材的着重点主要是解
决形体的图示和表达方法。
为满足现代工程技术人员基本素质的需要，集中介绍计算机绘图命令的使用方法和作图技能，同时本
教材中的插图基本上全是使用计算机绘制的。
　　本教材是将机械制图的基本内容与计算机绘图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较好地处理了经典内容与现代
技术、继承与创新、理论教学与技能训练的关系。
教材内容具有一定的新颖性。
因此，建议读者在学习过程中应善于思维，积极创新。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　　1. 恰当、合理地处理计算机绘图内容是本书最显著的特点。
经过实践发现，将计算机绘图集中介绍既有利于学习也方便于查阅，以AutoCAD 2006版本为主介绍计
算机绘图。
因为各种版本的AutoCAD基本绘图和修改等命令，其功能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读者只要掌握了这
些基本技术，就可以自行深入探讨AutoCAD的其他绘图技术。
　　2. 增加了组合体构形设计以及计算机三维实体造型的内容，两者的有机结合在培养读者空间想象
能力、几何形体和机件表达能力以及创造思维能力、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等方面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
　　3. 精选传统内容。
由于课时的减少和融入新知识的需要，必须精简部分章节内容。
本书删掉了“曲线与曲面”、“立体的表面展开”等内容，对于“投影变换”，只讲述常用的换面法
。
同时，语言的精练易懂也是本教材的特色之一。
　　4. 本教材注重手工仪器绘图和计算机绘图综合能力的培养，并将这两种绘图方法贯穿于整个教材
之中，从而培养提高学生的综合动手能力和图形处理能力。
　　5. 零件图和装配图两章，按认识规律对内容体系作了调整。
根据标准件、常用件的结构特点，将其作为特殊零件，穿插在零件图和装配图中介绍其画法、标记及
连接图画法。
并根据机械零件加工制造的实际要求，强调了图形结构设计和尺寸标注的实战技术。
　　6. 本教材中给出了该课程常用的名词、术语的英语单词及词组。
　　7. 全书采用最新国家标准，表面结构要求为2006年最新标准，并介绍标注实例。
　　本书由山东科技大学郭钦贤负责主编，顾东明、戚美、梁会珍、袁义坤为副主编。
本教材由山东科技大学王颖教授主审，王农教授、杨德星老师对图形处理技术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在此一并表示真挚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各位读者及同仁提出批评和建议，来信请发到
：guoqinx@126.com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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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机械制图和计算机绘图两大部分，在强化理论知识和培养思维能力的同时，注重学生手
工仪器绘图和计算机绘图能力的综合培养。
全书共11章，内容包括画法几何、制图基础、机械制图和计算机绘图基础四部分。
主要讲述制图基本知识、正投影的基本理论、形体的构造及轴测投影图的画法、机件的常用表达方法
、螺纹紧固件等标准件和常用件的绘制、零件图及装配图的绘制与阅读以及计算机绘图等。
　　本书是在原《工程图学与计算机绘图》（ISBN 7810772066）教材的基础上，根据学科的发展和教
学要求修订而成。
本书可作为高等工科学校机械类、近机类各专业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及机械基础系列课程的教材，也
可供各专业师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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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工程图学的基本知识与绘图技能　　图样是高度浓缩的工程信息的载体，是生产过程的
技术资料。
要学会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样，就必须掌握工程制图中有关图样的基本知识和绘图基本技能。
　　1.1　制图国家标准的基本规定　　图样是工程界交流技术思想的共同语言。
为了科学地进行生产和管理，必须对图样的内容、画法和格式做出统一的规定。
我国于1959年首次发布了《机械制图》（《Mechanical Draw—ings》）国家标准，对图样作了统一的技
术规定。
为适应国内生产技术的发展和国际技术交流的要求，我国先后于1970年，1974年，1984年重新修订了
《机械制图》国家标准。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为了与国际接轨，先后发布了《技术制图》（《Technical Drawings》）部分
国家标准。
学习和掌握制图国家标准是每位工程技术人员在绘制图样时必须严格遵守和认真执行的准则。
　　本节摘要介绍标准中有关图幅、比例、字体、图线、尺寸标注以及关于机械工程CAD制图的基本
规定，其余部分将在以后有关章节中分别叙述。
　　1.1.1　图纸幅面及格式　　图纸幅面及格式可阅读GB/T 14689—1993规定。
　　1.图纸幅面尺寸（Sheet Size）　　绘制样图时，应先采用表1.1中规定的5种基本图纸幅面尺寸。
其中，A4为基本装订幅面。
　　2.图框格式（Sheet Lagout）　　在图纸上必须用粗实线画出图框，其格式分为不留装订边或留有
装订边两种，分别如图1.1和图1.2所示。
粗实线框区域内为有效作图面积。
　　3.标题栏（Title Block）　　每张图纸的右下角均应有标题栏，标题栏的格式和尺寸按GB 10609.1
—1989的规定，边框为粗实线，内部分格为细线。
制图作业中建议采用图1.3所示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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