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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制图》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旨在培养学生绘制和阅读机械工程图样的基本能力
。《工程制图》内容翔实，涵盖国家大纲所要求的全部知识点，章节编排合理，思路清晰，层次分明
，内容循序渐进，重点突出，符合学生的学习规律，便于组织教学。《工程制图》所举的实例大多和
工程应用相结合，加强零件、装配体的测绘方法及常用测量工具的应用，注重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
际工程问题的能力。书中各个章节的能力和岗位目标清晰，注重对学生的自学能力的培养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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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作好绘图前的准备工作。首先准备好绘图用的图板、三角板、丁字尺、绘图仪器
及其他工具，将铅笔和圆规铅芯按照绘制不同线型的要求削、磨好。2）选择图幅、固定图纸。根据
所绘图形大小和比例及所确定的图形分布情况，选择合适的图纸幅面。使丁字尺尺头紧靠图板左边，
图纸的水平边框与丁字尺的工作边对齐后，用胶带纸将图纸固定在图板上。注意使图纸下边与图板下
边之间保留l-2个丁字尺尺身宽度的距离。绘制较小幅面图样时，图纸尽量靠左固定，以充分利用丁字
尺尺身根部，保证作图准确。3）画图框及标题栏。按表1-1及图1-5的要求画出图框及标题栏，注意不
可急于将图框和标题栏中粗实线描黑，而应当留待与图形中的粗实线同时描黑（若采用的图纸已印制
好图框和标题栏则跳过此步）。4）布图及绘制底稿。布图时，要注意各图形分布均匀。图形之间要
留有标注尺寸的余地，不要拥挤，亦不能相距甚远。按设想好的布图方案先画出各图形的基准线，如
中心线、对称线和底线等，再画各图形的主要轮廓线，最后绘制细节，如小圆、圆角和标注尺寸等。
绘制底稿时，铅笔用2H铅芯并磨成锥形，圆规用H铅芯。可用细而淡的细实线代替细点画线。细虚线
等，以提高绘图速度并便于擦除和修改。5）检查、修改和清理。底稿完成后进行检查，将图形、尺
寸标注等方面的错误擦除、改正。将绘制底稿时的作图线擦掉，将图面掸扫干净。6）加深、整理。
加深是指将粗实线描粗、描黑，将细实线、细点画线和细虚线等描黑、成型。要注意线条的均匀和光
滑，线型要符合国标规定。加深图线时，应先画圆弧和曲线，后画直线；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
水平线，再垂直线，后斜线的顺序加深直线。然后标注尺寸、填写标题栏等。经检查无误后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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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程制图》高等院校“十二五”精品课程建设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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