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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教材是根据教育部工程图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关于《工程制图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国家标准局最新发
布的新标准》在充分总结院校工程制图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的成果和经验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内容包括
机械制图的基本知识、正投影的基础知识、立体的投影、轴测图、组合体、机件的常用表达方法、电气设备
图。全书以培养学生读图和绘图能力为主，将精选的制图内容与计算机绘图软件相结合，将“教、学、做、
练”融为一体。精选制图内容与例题，力求适时、精练、实用。

本教材可作为本科院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校非机类专业教材，也可供有关的工程技术人
员参考。



前 言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工程图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关于《工程制图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国

家标准局最新发布的新标准》，在我校工程制图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的成果和经验基础

上编写而成的。

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与发展，工程制图课程无论是课

程体系、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与手段，以及现代科技对人才培养的要求等方面都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因此，本书力求反映这种发展变化相关知识，反映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

用为特色。在文字教材中尽量反映现代科学技术和新知识、新内容，以适应现代化教学方法

与手段的需要。工程制图是工程技术人员必修的技术基础课，工程图学的培养目标已由工程

制图的技能训练转向思维方式的引导和创新意识与理念的培养，工程制图面临着教学内容、

教学体系及教学手段的改革。目前，全国高等学校工程制图课程的教学学时大幅度减少，这

就对本课程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工程实际出发，以应用型为主导，以培养学生创新

能力和综合素质为出发点，结合编者多年来的教改成果和教学经验编写而成。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 1) 优化教学内容。在内容编排上，删除了那些从课程系统性和理论完整性出发而安排

的深层次的知识内容。特别是画法几何部分，文字叙述简练，图文并茂，有利于学生自学。

( 2) 引入了 AutoCAD软件绘图。近年来，AutoCAD互换式绘图软件发展十分迅速，并以

其强大的绘图功能，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对于普及计算机绘图发挥

了重要作用。本教材以 AutoCAD 2008 版本为基础，集中在第 2 章中全面介绍了 AutoCAD 软

件绘图的基础知识，并在以后的章节中分别介绍了用 AutoCAD绘图的相关知识。学生通过学

习，可以逐渐具有用 AutoCAD绘制工程图样的能力。本书将工程制图与计算机绘图有机地结

合起来，既可以作为工程制图的教材，又可以作为 AutoCAD软件绘图的教材。

( 3) 适当增加上机实操内容。目的在于强化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及动手能力，培养学生

的创造性思维及实操能力。

( 4) 强化手工绘图和计算机绘图。尺规绘图、手工绘图与计算机绘图是制图的基本技能。

手工绘图和尺规绘图体现在各章节的例题之中，计算机绘图单设一章，便于较系统地介

绍计算机绘图的基本命令，内容精练，图文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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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与本书配套的《工程制图与 CAD 习题集》经过精心编写，既注重学生通过基础题目

掌握基本知识，又注重学生通过做题来提高解题能力。

本书适于作为职高院校非机械类专业工程制图课程教材，也可作为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的

参考用书。

本书由江西电力职业学院机电工程系高宗华、刘礼贵担任主编，江西电力职业学院

宁艳花、贺冬梅、罗培文担任副主编，全书由机电工程系领导蔡锌如教授主审。与本书配套

的《工程制图与 CAD习题集》同时在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江西柘林水力发电厂运维部高级技师万长胜为本书的编写提出了许

多宝贵的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参考了部分同类教材和习题集等( 见书后的参考文献) ，在此谨向文献的作者表示诚

挚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教，欢迎读者批评

指正。

编 者

201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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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制图的基本知识

【内容导读】
机械图样是按照国家标准的规定和投影原理绘制的，用于表达机器和机械零件的结构形

状和技术要求，它是制造机器和加工零件的依据。现行的国家标准《技术制图》和《机械制

图》是阅读和绘制机械图样的准则和依据。
我国标准编号是由标准代号、标准顺序号和批准的年号构成的。国家标准分强制性国家

标准( 代号是“GB”) 和推荐性国家标准( 代号是“GB /T”) 。
要正确地绘制出机械图样，除了熟悉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外，还要能正确地使用绘图工

具，掌握几何作图的方法和技巧，并通过绘图技能的训练以保证绘图质量，提高绘图速度。
【知识要点】

本章将主要介绍国家标准中关于“图纸幅面及格式”、“比例”、“字体”、“图线”、“尺寸

注法”等有关规定; 绘图工具的种类及使用方法; 常用几何图形的画法及平面图形的分析、绘
制方法和步骤。

本章知识的重点是国家标准《技术制图》和《机械制图》的有关规定，平面图形的作图方

法及尺寸标注，以及使用绘图仪器和工具绘制机械图样的方法和步骤。难点是平面图形的线

段分析和已知平面图形的尺寸标注。
【能力目标】

能按国家标准的规定，正确使用绘图工具绘制平面图形并标注其尺寸。

1． 1 机械制图国际标准及相关规定

图样是工程设计结果的一种表达形式，是产品制造和工程施工的依据，是组织和管理生

产的重要技术文件，是“工程技术界的共同语言”。为了便于交流技术思想，国家对图样作出

统一的规定。国家标准《机械制图》中统一规定了在绘制工程图样的过程中应共同遵守的画

图规则。
国家标准简称“国标”，代号“GB”。在 GB /T 14689—2008、GB /T 14690—2003、GB /T

14691—1993、GB /T 4457． 4—2002 和 GB /T 4458． 4—2003 中，分别就图纸的幅面尺寸及格

式、比例、字体、图线和尺寸注法作了规定。

1． 1． 1 图纸幅面及格式(GB/T 14689—1993)

绘制图样时，优先采用表 1 － 1 中规定的基本幅面尺寸。
图纸可以横放或竖放。图纸无论装订与否，均用粗实线画出图框线和标题栏框线。需要

装订的图样，其图框格式如图 1 － 1 所示，一般采用 A3 幅面横装或 A4 幅面竖装。不需装订

的图样，只需将如图 1 － 1 所示的尺寸 a 和 c 均改为表 1 － 1 中的尺寸 e 即可。必要时可将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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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加长，对 A0，A2，A4 幅面的加长量应按 A0 幅面长边的 1 /8 倍数增加，对 A1，A3 幅面的

加长量应按 A0 幅面短边的 1 /4 倍数增加。

表 1 － 1 图纸幅面尺寸(mm)

幅面代号 A0 A1 A2 A3 A4

B × L 841 × 1189 594 × 841 420 × 594 297 × 420 210 × 297

a 25

c 10 5

e 20 10

画图框用粗实线绘制。
每张图样都必须有标题栏。标题栏的位置应按如图 1 － 1 所示的形式配置，必要时，也采

用如图 1 － 2 所示的格式。看图的方向与看标题栏的方向一致。

图 1 － 1 需要装订的图框格式

图 1 － 2 标题栏配置的另一种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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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对标题栏的格式、内容和尺寸作了统一规定( GB /T 10609． 1—2008) 。制图作业

的标题栏最好采用如图 1 － 3 所示的简化格式。

图 1 － 3 标题栏格式

图纸幅面代号的几何含义就是对 0 号幅面的对开次数，如 A3 中的“3”表示将 0 号图纸长

边对折裁切 3 次所得的幅面。同学们可将购买的 A0 图纸按此方法裁成所需大小。

1． 1． 2 比例(GB/T 14690—1993)

比例是指图样机件要素与相应的实际机件要素的线性尺寸之比。
绘制图样时一般从表 1 － 2 规定的系列中选取不带括号的合适比例，必要时也可选取表

中带括号的比例。尽量采用 1 1 的原值比例。
绘制同一机件的各个视图应采用同一比例，图样所采用的比例，应填写在标题栏的“比

例”栏内; 当某一视图需采用不同比例时，必须另行标注在视图名称的下方或右侧。
不论采用何种比例，图样上所标注的尺寸数值都是被表达机件的真实大小，与选用的比

例无关。要注意的是，图形中的角度应按实际角度绘制。同一物体采用不同比例绘制的图形

和标注如图 1 － 4 所示。

图 1 － 4 不同比例的图形和尺寸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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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2 绘图的比例

种类 比 例

原值比例 1 1

缩小比例 1 2 1 5 1 10 ( 1 1． 5) ( 1 2． 5) ( 1 3) ( 1 4) ( 1 6)

放大比例 2 1 5 1 10 1 ( 2． 5 1) ( 4 1)

1． 1． 3 字体(GB/T 14691—1993)

图样中书写的汉字、数字和字母必须做到字体端正、笔画清楚、间隔均匀、排列整齐。
字体的号数，即字体的高度，分为 1． 8、2． 5、3． 5、5、7、10、14、20 ( mm) 等 8 种，其宽

度约为高度的 2 /3。为了保证字体大小一致和整齐，书写时最好先按所选字号的高宽尺寸画

好格子。
汉字应写成长仿宋体，并采用国家正式公布的简化字。汉字的高度不宜小于 3． 5 mm。

长仿宋体字的书写要领是: 横平竖直，锋角分明，结构匀称，高宽足格。长仿宋体基本笔画

有点、横、竖、撇、捺、提、钩、折，如图 1 － 5 所示，汉字示例见图 1 － 6。

图 1 － 5 汉字的基本笔画

图 1 － 6 长仿宋体汉字字体示例

数字和字母有斜体和直体两种，通常采用斜体，斜体字头向右倾斜，与水平线成 75°倾
角。数字和字母分为 A 型和 B 型，A 型字体的笔画宽度为字高的 1 /14，B 型字体的笔画宽度

为字高的 1 /10。用作指数、分数、极限偏差、注脚等的数字及字母，一般采用小一号的字体;

图样中的数学符号、物理量符号、计量单位符号及其他符号应符合国家有关法令和标准的规

定。数字及字母的示例如图 1 － 7 所示。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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