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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制图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１　　　　

第 １章　制图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内容提要

图样是现代化工业生产中的重要技术文件，被称为工程界的语言。本章介绍国家标准

《技术制图》和 《机械制图》的基本规定，常用绘图工具及仪器，几何图形、平面图形的画

法及尺寸标注。

能力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国家标准对有关图纸幅面、格式、比例、字体、图线及尺

寸注法的一些规定，从而在作图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标准，自觉地应用国标来规范绘制；正

确使用绘图工具和仪器；掌握几何图形、平面图形的画法。

岗位目标

在生产实践中，凡是与工程图有关系的工作岗位，比如：工程设计、生产制造、安装、

检测等均能应用到本章内容。通过本章对国标的学习，使所有工程人员养成工程制图的严

谨性。

章前案例

如图１－１所示的平面图，请思考一下，这个图形是怎么画出来的？各部分的尺寸是遵
循什么规则标注上的？

图１－１　圆弧、直线的连接和尺寸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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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国家标准 《技术制图》和 《机械制图》的一般规定

图样是现代工业生产中最基本的技术文件，是表达设计思想、进行技术交流、指导生产

的工程语言。国家标准 《技术制图》和 《机械制图》规定了绘制和阅读机械图样应共同遵

守的规则。国家标准 《技术制图》适用于机械、电气、工程建筑等专业领域的制图，在技

术上、内容上具有统一和通用的特点，是通用性和基础性的技术标准；而国标 《机械制图》

则是专业性技术标准。

国家标准简称 “国标”，以代号 “ＧＢ”表示。如 ＧＢ／Ｔ１４６８９—１９９３，其中 “Ｔ”为推荐
性标准，“１４６８９”是标准顺序号，“１９９３”是标准颁布的年份。

本节重点

掌握国标中对工程图纸幅面，绘图的比例、字体、图线及尺寸注法的有关规定。

１１１　图纸幅面与格式
１图纸幅面
《技术制图》ＧＢ／Ｔ１４６８９—２００８中对技术图样的图纸幅面做了相关规定。绘制技术图样

时应优先采用表１－１所规定的基本幅面。必要时，也允许加长幅面，即基本幅面长边尺寸
不变，而短边尺寸成其整数倍增加。

表１－１　图纸幅面及图框格式尺寸 ｍｍ

幅面代号 Ａ０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Ｂ×Ｌ １１８４×８９１ ５９４×８４１ ４２０×５９４ ２９７×４２０ ２１０×２９７
ａ ２５
ｃ １０ ５
ｅ ２０ １０

２图框格式
在图纸上必须用粗实线画出图框，其格式分为不留装订边和留有装订边两种，但同一产

品的图样只能采用一种格式。

图１－２　不留装订边的图纸格式

不留装订边的图纸，图框格式如图１－２所示；留有装订边的图纸，图框格式如图１－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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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图１－３　留有装订边的图纸格式

为了使图样复制和缩微摄影时定位方便，应在图纸各边的中点处分别画出对中符号。对

中符号用粗实线绘制，线宽不小于０５ｍｍ，长度从纸边界线开始伸入图框内约５ｍｍ，伸入
标题栏部分省略不画，如图１－２所示。

３标题栏
每张图纸上必须有标题栏。标题栏的位置一般应位于图纸的右下角，其文字方向就是看

图方向。标题栏的格式、内容和尺寸在 《技术制图》ＧＢ／Ｔ１０６０９１—２００８中已作了相关规
定，如图 １－４所示。学生制图作业，建议采用图１－５所示的标题栏格式。

图１－４　标题栏及明细栏的格式及尺寸

１１２　比例
比例是指图形与其实物相应要素的线性尺寸之比。《技术制图》ＧＢ／Ｔ１４６９０—１９９３中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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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制图作业用简化标题栏

定绘图时，首先应选取表１－２规定的比例系列，必要时也可从表１－３规定的系列中选取适
当的比例，并尽量采用１∶１的原值比例。

带角度的图形，不论放大或缩小都应按实际的角度绘制和标注。

表１－２　规定的比例系列

种　　类 比　　例

原值比例 （比之为１的比例） １∶１

放大比例 （比值＞１的比例）
５∶１ ２∶１

５×１０ｎ∶１ ２×１０ｎ∶１ １×１０ｎ∶１

缩小比例 （比值＜１的比例）
１∶２

１∶２×１０ｎ
１∶５

１∶５×１０ｎ
１∶１０

１×１∶１０ｎ

表１－３　规定的比例系列

种　　类 比　　例

放大比例
４∶１

４×１０ｎ∶１

２５∶１

２５×１０ｎ∶１

缩小比例
１∶１５

１∶１５×１０ｎ
１∶２５

１∶２５×１０ｎ
１∶３

１∶３×１０ｎ
１∶４

１∶４×１０ｎ
１∶６

１∶６×１０ｎ

绘制同一机件的各个视图时，应尽量采用相同的比例，并填入标题栏的 “比例”项内。

无论绘图时采用多大的比例，在标注尺寸时都应按机件最后完工时的实际尺寸标注。

１１３　字体
《技术制图》ＧＢ／Ｔ１４６９１—１９９３中规定了技术图样中的汉字、字母和数字的书写形式及

基本尺寸。绘制图样时必须按国标规定书写，做到：字体工整、笔画清楚、间隔均匀、排列

整齐。

字体的号数即字体的高度 ｈ公称尺寸系列为：１８ｍｍ、２５ｍｍ、３５ｍｍ、５ｍｍ、

７ｍｍ、１０ｍｍ、１４ｍｍ、２０ｍｍ，如需要书写更大的字，其字体高度应按槡２的比率递增。
汉字应写成长仿宋体字，只使用直体，并采用国家正式公布推行的简化字。汉字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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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不应小于３５ｍｍ，其字宽一般为ｈ槡／２（约０７ｈ）。汉字的笔画及示例如图１－６所示。

图１－６　长仿宋体汉字示例

字母和数字分为 Ａ型和 Ｂ型。Ａ型字体的笔画宽度 ｄ为字高 ｈ的１／１４，Ｂ型字体的笔
画宽度为字高的１／１０。在同一图样上，只可选用一种形式的字体。

字母和数字可以写成斜体或直体，但全图要统一。斜体字的头部向右倾斜，与水平基准

线成７５°。汉字及字母数字的笔画及书写示例如图１－７所示。

图１－７　Ｂ型字体、字母和数字书写示例



６　　　　 工程制图 （第２版）

１１４　图线
《机械制图》ＧＢ／Ｔ４４５７４—２００２中对图线的线型、宽度及应用作了相关规定。
１）基本线型：有实线、虚线、点画线、双点画线、波浪线、双折线等 （见表１－４）。

表１－４　基本线型及主要应用

图线名称 图线形式 线宽 图线主要应用举例

细实线

细波浪线

细双折线

ｄ／２

（１）尺寸线和尺寸界线
（２）剖面线
（３）重合断面的轮廓线
（４）投射线
（５）螺纹的牙底线

（１）断裂处的边界线
（２）视图与剖视的分界线

断裂处的边界线

粗实线

粗点画线

ｄ

（１）可见轮廓线
（２）视图上的铸件分型线
（３）相贯线

限定范围的表示，例如热处理

细虚线

细点画线

细双点

画线

ｄ／２

不可见轮廓线

（１）中心线
（２）对称中心线
（３）轨迹线

（１）相邻零件的轮廓线
（２）移动件的限位线
（３）先期成型的初始轮廓线
（４）剖切平面之前的零件结构状况

２）图线的宽度：在机械图样上一般只有两种宽度：粗线和细线，其宽度比为２∶１，在
通常情况下粗线的宽度应按图的大小和复杂程度在０５～１ｍｍ之间选择。国标中规定的常用
宽度系列有：０１８ｍｍ、０２５ｍｍ、０３５ｍｍ、０５ｍｍ、０７ｍｍ、１ｍｍ、１４ｍｍ、２ｍｍ，此

数系的公比为槡２。
３）图线的综合应用举例如图１－８所示。
４）图线的画法：
（１）同一图样中，同类图线的宽度应基本一致，细虚线、细点画线及细双点画线的线

段长度和间隔应各自大致相等，一般在图样中要显得匀称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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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　图线及其应用

（２）绘制圆的对称中心线时，圆心应为线段的交点。点画线的首末两端应是线段，并
且应超出图形外２～５ｍｍ。在较小的图形上绘制细点画线或细双点画线有困难时，可用细实
线代替。

（３）细虚线的画法如图１－９所示，当细虚线与细虚线，或细虚线与粗实线相交时，应
该是线段相交。当细虚线是粗实线的延长线时，在连接处应断开。

图１－９　细点画线与细虚线的画法

（４）两条平行线之间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０７ｍｍ。
（５）当各种线条重合时，应按粗实线、细虚线、细点画线的优先顺序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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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　尺寸注法
图样中尺寸是确定物体大小的依据，尺寸的标注要严格遵守国标规定。

《技术制图》ＧＢ／Ｔ１６６７５２—１９９６和 《机械制图》ＧＢ／Ｔ４４５８４—２００３中对尺寸的注法
做了相关规定。

１基本规则
１）机件的真实大小应以图样上标注的尺寸数值为依据，与图形的大小及绘图的准确程

度无关。

２）图样中 （包括技术要求和其他说明）的尺寸以毫米为单位时，不需标注单位的代号

或名称。如采用其他单位时，则必须注明，如 ３０°、ｃｍ（厘米）、ｍ（米）等。
３）图样中所标注的尺寸，为该图样所示工件的最后完工尺寸，特殊情况时应加以

说明。

４）机件的每一个尺寸，一般只标注一次，并应标注在最清晰的反映该结构的图形上。
２尺寸的组成
一个完整的尺寸，由尺寸界线、尺寸线、尺寸线终端 （箭头或斜线）和尺寸数字组成，

如图１－１０所示。

图１－１０　尺寸的组成及标注

１）尺寸界线表明所注尺寸的范围，用细实线绘制。尺寸界线应由图形的轮廓线、轴线
或对称中心线处引出，也可利用轮廓线、轴线和对称中心线作尺寸界线。

尺寸界线一般应与尺寸线垂直，必要时允许倾斜 （见图１－１１）。

图１－１１　尺寸界线允许倾斜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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