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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从生产实际需求出发，以培养高职高专机械工程类专业技术应用型人才为目的，结合编者多年的
教学经验编写而成。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了高职高专教育的特色，本着联系实际，够用为度的
原则，突出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画图和空间想象能力，从而学会识读和绘制机械零件图
和装配图。本书将投影知识融人例题中讲解，并辅之以丰富的习题，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从选图上
遵循学生的思维原则，由浅人深，实用性强，并且全面贯彻最新的《机械制图》和《技术制图》国家
标准，内容适度、标准全新。本书特色如下。1.内容和体系结构适合技能型人才培养特点。采用较新
的结构体系，对传统的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内容进行了精心的挑选和适当的整合。将三视图的形成及
投影规律细化，并配合模型详细讲解绘图步骤，使学生尽快建立三视图的概念，以培养学生的读图能
力；在介绍点线面的投影时，为了强化应用，把基本体的投影与点线面的投影相结合，以加深学生对
点线面投影的理解和应用。2.注重对学生技能的培养。机械制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学习时学
生往往难以举一反三，为此本书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引导学生思考，使学生容易理船和掌握。3.图例
简明易懂、典型实用、难易适度。在编写教材时，力求用简明的语言，言简意赅地说明问题，同时增
加了大量图形语言，力争用图形语言说明问题，使教材通俗易懂。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机械工程类专
业（包括机电一体化、数控技术、机械制造、焊接技术等）的通用教材，也可作为成人高校同类专业
的通用教材，参考学时70～100。本书由张秀玲、李风光任主编，宋绍华、陆元三任副主编。由于时间
仓促，在编写过程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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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制图》按照高职高专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需要，本着“淡化理论、够用为度、培养技能、重在应
用”的编写原则，采用最新《技术制图》与《机械制图》国家标准编写而成，主要内容包括制图基本
知识，正投影基础，回转体的三视图及表面交线，组合体，机件的表达方法，标准件与常用件，零件
图，装配图等。
《机械制图》可作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机械类或近机类专业机械制图的教材，也可供有关的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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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中，制造各种机器设备、仪器仪表、建筑房屋和进行水利施工等都是依照
图样来生产或施工的。在设计机器时，设计者要通过图样来表达设计思想和意图；加工零件时，在制
作毛坯、加工零件、检验和装配等各个环节，都离不开图样。因此，图样是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技术文
件，是进行技术交流和指导生产的重要工具。人们通常把图样形象地比喻为“工程界的技术语言”。
作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必须懂得和掌握这门技术语言。【本章要点】了解机械制图的研究对象和任
务。明确本课程的特点和学习方法。按一定的投影方法和有关标准规定，来表达机器及其零件的形状
和大小等内容的图称为机械图样。常用的机械图样有零件图和装配图。零件图是生产中用于制造零件
和检验零件的主要图样，它包括一组视图、尺寸标注、技术要求和标题栏等内容，如图1.1所示。装配
图也是机械设计和机械制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技术文件，它是表达机器或部件的工作原理及装配
关系的技术图样，一般包括一组视图、必要的尺寸、技术要求、零部件序号、标题栏和明细表等内容
，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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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机械制图》编辑推荐：注重培养学生的读图技能，图例简明易懂，实用性强，贯彻新国家机械制图
标准。《机械制图》以培养高职高专机械工程类专业技术应用型人才为目的，结合作者多年的教学经
验编写而成。在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了高职高专教育的特色，本着联系实际，理论够用为度的原则，
突出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着重培养学生的识图和绘图能力。《机械制图》将投影知识融入例题中讲
解，并辅之以丰富的习题，以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在选图上遵循学生的思维规律，由浅入深，实用
性强。《机械制图》特色如下。〈br〉1.内容和体系结构适合技能型人才培养特点。《机械制图》对
传统的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内容进行了精心的挑选和适当的整合，将三视图的内容安排在第1章，让
学生尽早进入到三视图的学习，以培养学生的读图能力；在介绍点线面的投影时，为了强化应用，我
们把基本体的投影与点线面的投影相结合，以加深学生对点线面投影的理解；《机械制图》在各章节
的前面增加了导读和基本要求，并在每章后增加了本章小结等内容。〈br〉2.注重对学生读图技能的
培养。机械制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学生在学习时往往难以举一反三，为此《机械制图》列举
了大量的实例，引导学生思考，使学生容易理解和掌握。〈br〉3.书中所用图例简明易懂，典型实用
。《机械制图》在编写时，力求用浅显易懂的语言阐述，并尽量用图形说明问题，使教材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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