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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精神，落实鼓励企

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要求，总结、推广电力类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成果，进一步

深化 “工学结合”的专业建设，推进 “行动导向”教学模式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满足电力发展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促进电力发展方式的转变，在中国电力企业联合

会和国家电网公司的倡导下，由中国电力教育协会和中国电力出版社组织全国14所电力高

职高专院校，通过统筹规划、分类指导、专题研讨、合作开发的方式，经过两年时间的艰苦

工作，编写完成全国电力高职高专 “十二五”规划教材。

本套教材分为电力工程、动力工程、公共基础课、工科专业基础课、学生素质教育五大

系列。其中，工科专业基础课系列汇集了电力行业高等职业院校专家的力量进行编写，各分

册主编为该课程的教学带头人，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材以行动导向形式编写而成，既体现

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规律，又融入电力行业特色，适合高职高专工科专业基础课的教学，

是难得的行动导向式精品教材。

本套教材的设计思路及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按照 “行动导向、任务驱动、理实一体、突出特色”的原则，以岗位分析为基础，

以课程标准为依据，充分体现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规律，在内容设计上突出能力培养为核心的

教学理念，引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职业规范，科学合理设计任务或项目。

（2）在内容编排上充分考虑学生认知规律，充分体现 “理实一体”的特征，有利于调动

学生学习积极性，是实现 “教、学、做”一体化教学的适应性教材。

（3）在编写方式上主要采用任务驱动、行动导向等方式，包括学习情境描述、教学目

标、学习任务描述、任务准备、相关知识等环节，目标任务明确，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专

业针对性和实用性。

（4）在编写人员组成上，融合了各电力高职高专院校骨干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充分体

现院校合作优势互补，校企合作共同育人的特征，为打造中国电力职业教育精品教材奠定了

基础。

本套教材的出版是贯彻落实国家人才队伍建设总体战略，实现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

要举措，是加快高职高专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具体实践，必将

对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套教材的编写是一项创新性的、探索性的工作，由于编者的时间和经验有限，书中难

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恳切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全国电力职业教育教材编审委员会



本书依据高等职业教育工程制图与识图课程目标，围绕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所必需的知

识、能力和素质要求，密切结合岗位需求和职业发展的需要，遵循 “知识传授、技能训练、

素质养成”三位一体并行的原则，重新提炼、整合教学内容；以培养学生机械图样的绘图、

识图能力为主线，设计合理有效的学习性工作任务，明确每个任务的学习目标，并按照由易

到难的渐进顺序设计学习任务，选定教学方法，规划教学过程；以完成工作任务和学习后续

课程需要为目的，选取和组织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的内容。

1.编写思路

（1）本书在编写上以学生为中心，以就业为导向，遵循高等职业教育规律，由浅入深、

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体现职业教育特色。

（2）突出职业教育 “做中学、做中教”的理念。采用任务模式编排，通过工作任务引出

相关知识点和技能点，强调课堂互动。

（3）突出实践教学环节，“技能训练”模块贴近工程实际，强调团队协作，以加强学生

实践能力及职业能力的培养。

（4）贯彻最新颁布的 《机械制图》、《技术制图》及相关国家标准。

2.教材特点

（1）打破传统课程内容的结构，设计了符合课程特点的学习项目和学习任务，以任务为

载体，引领和组织知识、技能的学习，实现了 “理实一体、任务驱动、做学相济”的设计

思想。

（2）本书采用最新 《技术制图》和 《机械制图》国家标准，引用AutoCAD新版本为绘

图平台，及时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突出实践应用教学，具有职业教育特

色；内容翔实，通俗易懂，图例典型，分析全面。

（3）采用 “做中学、做中教，理实一体”的编写模式，以不同的学习任务组织相关的知

识、技能，将基本知识学习和制图技能训练相结合；书中配有 “小提示”、“技能训练”、“小

技巧”、“知识拓展”等，可操作性强，学习上手快；采用任务驱动、示例教学，便于学生理

解和接受，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有效培养了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和制图的基本

技能。

（4）技能训练后面附有考核标准，方便教师对学生学习和训练情况进行考核与评价，达

到以评促学的目的。

（5）本书另配有 《全国电力高职高专 “十二五”规划教材 工科专业基础课系列教材 工

程制图与识图习题集》，以便学生练习与讨论。

本书由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阮予明、西安电力高等专科学校黄洁担任主编，福建电力

职业技术学院吴育钊、周冬妮，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李富波，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郑垚



担任副主编，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王燕、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李诣参与编写。其中，阮

予明编写项目1，黄洁编写项目2，李富波编写项目3，郑垚编写项目4，吴育钊编写项目5，

周冬妮编写项目6～8。

本书由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林党养主审，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由衷

的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作者水平有限，教材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同仁及广大读者批评

指正。

编 者

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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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1

工程制图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工程图样是工程界用于表达设计思想和进行技术交流的工具，作为交流的共同

技术语言，必须有统一的规范，否则会给生产和技术交流带来混乱和障碍。因此，

国家质量监督总局发布了 《技术制图》和 《机械制图》等一系列国家标准。我国国

家标准 （简称 “国标”）的代号是GB。《机械制图》标准适用于机械图样，而 《技

术制图》标准则普遍适用于工程界各种专业技术图样。

（1）掌握制图标准中的图纸幅面、比例、尺寸标注等基本规定及常用图线的

应用。

（2）掌握常用平面图形的分析方法与作图步骤。

（3）初步掌握三视图的作图方法及识绘简单三视图。

任务1.1 识 绘 简 单 平 面 图 形

【教学目标】

（1）熟悉图纸幅面、格式、字体、图线、尺寸标注的规定。

（2）掌握常用图线的线型及应用。

（3）学会使用常用的尺规绘图工具。

（4）掌握常用平面图形的分析方法与作图步骤。

【任务描述】

手柄及其平面图形如图1-1所示，按如图1-1 （b）所示，将手柄的平面图形绘制在A4

图纸上，并标注尺寸。

【知识准备】

1.图纸幅面及格式

（1）图纸幅面。绘制图样时，应优先采用表1-1中规定的基本幅面尺寸。各基本幅面之

间的尺寸关系如图1-2所示。必要时允许选用加长幅面。采用加长幅面时，长边不加长，短

边加长，加长量按基本幅面短边的整数倍增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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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手柄及其平面图形

（a）手柄 （立体图）；（b）手柄的平面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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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A2
420 594420 594

A4A4
210 297210 297

84
1

84
1

11891189

A3A3
297 420297 420

A1A1
594 841594 841

图1-2 各基本幅面之间的尺寸关系

（2）图框的格式。在图纸上必须用粗实线画出图框，其格式分为留装订边和不留装订边

两种，如图1-3和图1-4所示。但同一产品图样只能采用一种格式。

（3）标题栏的方位及格式。每张图纸上都必须画出标题栏，GB/T10609.1—2008对标

题栏的内容、格式及尺寸做了统一规定，如图1-5所示。标题栏的位置应位于图纸的右下

角，学习使用的标题栏可采用简化样式，如图1-6所示。

（4）附加符号。

1）对中符号。为了使图样复制和缩微摄影时定位方便，各图纸均应在图纸边长的中点

处分别画出对中符号 （线宽不小于0.5mm的粗实线），当对中符号处在标题栏范围内时，

则伸入标题栏部分省略不画，如图1-7所示。

2 工程制图与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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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留装订边的图纸图框格式

ee

ee

ee
ee

ee ee eeBB

BB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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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不留装订边的图纸图框格式

标记 处数 分区 更改文件名 签名 年 月 日

180180
16161212161616161010

1212

77

1212 1616 1212 1212 1616 5050

99
99

1010

1818
2121

12121212

1010

8 
7

8 
7（
=5
656
）

设计

审核

工艺 批准

（签名）（年月日） （年月日） 阶段标记

（材科标记） （单位名称）

（图样名称）

（图样代号）

（投影符号）

重量

第  张

比例（签名）标准化

4 64 6.55（=2626）

共  张

图1-5 标题栏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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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校核

审核

班级 学号

比例

共  张 第  张

（材科） （校名）

（图名）

（图号）

4 
7

4 
7.55
（
=3
030
）

图1-6 学习使用的标题栏格式

对中符号

看图方向

图1-7 对中符号和看图方向 

2）方向符号。对于使用预先印制的图纸，需要

改变标题栏的方位时，必须将标题栏旋转至图纸的

右上角。此时，为了明确绘图与看图时图纸的方向，

应在图纸的下边对中符号画出一个方向符号，如

图1-7所示。

2.比例

比例是指图样中图形与其实物相应要素的线性

尺寸之比。

绘制图样时，应优先在表1-2规定的系列中选

取比例。必要时，也可选用表1-3中规定的比例。

为了从图样上直接反映实物的大小，绘图时应优先

采用原值比例———1∶1。

  表1-2 常用绘图比例

种 类 比 例

原值比例 1∶1

放大比例
5∶1 2∶1

5×10n∶1 2×10n∶1 1×10n∶1

缩小比例
1∶2 1∶5 1∶10

1∶2×10n 1∶5×10n 1∶1×10n

  注 n为正整数。

  表1-3 必要时选用的比例

种 类 比 例

放大比例
4∶1 2.5∶1

4×10n∶1 2.5×10n∶1

缩小比例
1∶1.5 1∶2.5 1∶3 1∶4 1∶6

1∶1.5×10n 1∶2.5×10n 1∶3×10n 1∶4×10n 1∶6×10n

3.字体

图样和技术文件中书写的字体必须做到：字体工整、笔画清楚、间隔均匀、排列整齐。

图样中的汉字应写成长仿宋体。字体的号数即字体的高度 （h），分为20、14、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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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5、1.8mm八种。汉字字体的宽度一般为h/㊣2。

字体示例：

汉字 10号字

7号字

5号字

3.5号字

汉字结构分析

阿拉伯数字 

大写拉丁字母

 

小写拉丁字母

 

罗马数字

4.图线的线型

GB/T4457.4—2002 《机械制图 图样画法 图线》中，详细规定了图线的形式、画法

及应用。绘制图样时，应采用国家标准规定的图线和画法。机械制图的线型及应用见表1-4

和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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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4 图线的线型与应用

图线名称 线 型 线 宽 一般应用

细实线 b/2
 过渡线、尺寸线、尺寸界线、指引线、基准

线、剖面线、重合断面轮廓线、螺纹牙底线

波浪线 b/2  断裂处边界线：视图与剖视图的分界线

双折线 b/2  断裂处边界线：视图与剖视图的分界线

粗实线 b  可见轮廓线、剖切符号用线

细虚线 b/2  不可见轮廓线

粗虚线 b  允许表面处理的表示线

细点画线 b/2  轴线、对称中心线、孔系分布的中心线

粗点画线 b  限定范围表示线

细双点画线 b/2

 相邻辅助零件的轮廓线、可动零件的极限位

置的轮廓线、成形前轮廓线、轨迹线、毛坯图

中制成品的轮廓线、中断线、工艺用结构的轮

廓线

  注 图线的宽度通常采用b=0.5mm或b=0.7mm。

运动机件极限位置的轮廓线
双点画线

可见轮廓线
粗实线

圆的对称中心线
细点画线

移出断面轮廓线
粗实线

轴线
细点画线

断裂处的边界线
双折线

对称中心线
细点画线

视图和剖视的分界线
波浪线

剖面线
细实线

尺寸界线
细实线

不可见轮廓线
虚线

相邻辅助零件的轮廓线
双点画线

尺寸线
细实线

12
0

12
0

图1-8 图线应用示例

图线绘制的注意事项 （见图1-9）：

（1）同一图样中的同类图线的宽度应一致，虚线、点画线及双点画线的线段长度和间隔

应大致相等。

（2）绘制圆的对称中心线时，圆心应在线段与线段的相交处，细点画线应超出圆的轮廓

线3～5mm。

（3）当所绘制圆的直径较小，画点画线有困难时，细点画线可用细实线代替。

6 工程制图与识图



（4）点画线和双点画线的首末两端应是线段而不是短画线。

（5）虚线、点画线与其他图线相交时，都应画相交，点画线应相交于长画处。当虚线处

于粗实线的延长线上时，虚线与粗实线之间应有间隙。

（6）两条平行线 （包括剖面线）之间的最小距离应不小于0.7mm。

（a） （b）

点画线和双点画线的首末两端
应是线段而不是短画

虚线、点画线与其他图线相交时
都应画相交，点画线应相交于长画处

细点画线应超出
圆的轮廓33～～5mm5mm

小圆中心线
可由细线实线代替

细虚线处于粗实线
的延长线上应留空隙

图1-9 图线绘制注意事项

（a）错误；（b）正确

5.尺寸标注

机械图样中的图形只能表示物体的形状，而其大小是由标注的尺寸确定的。GB/T

4458.4—2003，GB/T16675.2—2012中规定了标注尺寸的规则和方法。

（1）基本规则。

1）机件的真实大小应以图样中所注的尺寸数值为依据，与图形的大小及绘图的准确度

无关。

2）图样中的尺寸以毫米为单位时，不需标注单位符号 （或名称）；如果采用其他单位，

则应注明相应的单位符号。

3）图样中所标注的尺寸为该图样所示机件的最后完工尺寸，否则应另加说明。

4）机件的每一尺寸，一般只标注一次，并应标注在反映该结构最清晰的图形上。

（2）尺寸的组成。一个完整的尺寸由尺寸界线、尺寸线和尺寸数字三部分组成，如图1-10

所示。

1）尺寸界线。尺寸界线用细实线绘制，并应由图形的轮廓线、轴线或对称中心线处引

出。也可利用轮廓线、轴线或对称中心线代替尺寸界线。尺寸界线一般与尺寸线垂直，并超

出尺寸线的终端约2mm。

2）尺寸线。用细实线绘制，不能用其他图线代替。其终端有箭头和斜线两种形式 （见

图1-11），同一张图样只能采用一种形式。机械图样中一般采用箭头作为尺寸线终端。标注

线性尺寸时，尺寸线必须与所标注的线段平行，当有几条互相平行的尺寸线时，大尺寸在

外，小尺寸在内，避免尺寸线和尺寸界线相交 （见图1-10）。在圆或圆弧上标注尺寸时，尺

寸线或其延长线应通过圆心。

3）尺寸数字。水平方向的线性尺寸的数字一般应注写在尺寸线的上方，也允许注写在

尺寸线的中断处，由左向右书写，字头向上；垂直方向的线性尺寸，数字应写在尺寸线的左

侧或尺寸线的中断处，由下向上书写，字头向左，如图1-10所示；倾斜方向尺寸数字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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