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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制图与计算机绘图》

前言

本书是多年来在对一些非机类少学时专业课堂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研究分析、整合后而编写
的实用性较强的通用教材。随着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化，大学课堂内的教学时数逐渐压缩，而学生
需要的知识和技术信息量不断增加。要求学生既掌握必需的工程制图基本理论和技能，又拥有很好的
计算机绘图技术实用能力。因此，必须将工程制图和计算机绘图进行有效整合，删去专业性较强的零
部件制图内容，使少学时的工程制图课程体系更加完善。本教材主要适用于工业艺术设计、材料、化
工、电子信息和教育理学等相关专业。在培养学生利用所学工程图学知识正确表达构形设计能力的同
时，进一步借助计算机绘图技术提升自己的创新思维能力和想象空间，从而培养学生创造性学习的综
合素质。所以，本教材不仅保证了基本的工程制图知识，又对内容的基本点和重点、难点作了更加科
学的整合与归纳，尽可能发挥学生的空间思维优势和充分利用计算机绘图技术表达个人思维创造能力
的兴趣，并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铺垫较为扎实的技术基础。本教材共分10章，前6章主要介绍工程制
图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基本形体三视图和组合体构成、轴测图绘制和机件表达方法；后4章的计
算机绘图部分，主要介绍AutoCAD基本绘图和修改命令、文字注释和尺寸标注、三维图形及编辑。其
中的工程制图基本理论和基本形体三视图部分主要以特殊实用性为主，即线面的相对位置以投影面的
垂直元素为主，平面截切和两立体表面相交以棱柱和圆柱体为主，其次可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学生掌握
球体截切和圆锥体截切。对于两立体表面相交的一般情况虽有介绍，但不作重点叙述。与本教材配套
的《工程制图与计算机绘图习题集》（郭钦贤，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可以帮助读者在学习完每一
部分内容后及时检查、巩固所学的知识。同时，习题集后面附有AutocAD绘图能力测试题目和工程制
图考试试题样卷，以供课程学习之后自我测试。本教材是大家长期实践教学研究的结晶。由于编者水
平有限，时间紧迫，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及时来信批评指正。来信请发到guoqinx@126.com。
编者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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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制图与计算机绘图》是经过多年的工程制图和计算机绘图教学实践改革，并经集体探讨分析整
合后，针对非机类少学时专业而编写的通用教材。《工程制图与计算机绘图》旨在满足丁科院校非机
类少学时各相关专业的实际教学需要，在保留丁程制图基础知识的同时，增加了计算机绘图部分的内
容。因此，全书包括工程制图基础和AutoCAD计算机绘图两大部分内容。主要包括：了程制图的基本
。知识、工程制图投影理论、基本形体的三视图、组合体的构成及三视图、轴测投影图的画法、机件
图样的表达方法、计算机绘图基础、AutoCAD修改命令、AutoCAD文字注释及尺寸标注、AutoCAD三
维绘图基础等。
《工程制图与计算机绘图》可作为高等工科学校本科和高职、高专少学时专业的工程制图和计算机绘
图课程的通用教材，也可供其他专业师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Page 3



《工程制图与计算机绘图》

书籍目录

第0章　绪论第1章　工程制图的基本知识　1.1  国家技术制图标准的基本规定　　1.1.1　图纸幅面及格
式　　1.1.2  比例　　1.1.3　字体　　1.1.4　图线　　1.1.5　尺寸标注　1.2　绘图工具及使用方法　1.3
　几何作图　　1.3.1　正多边形的画法　　1.3.2　斜度和锥度　　1.3.3　圆弧连接　1.4　平面图形的
分析及画法　1.5　绘图技法第2章　工程制图投影理论  2.1　投影面体系的建立  2.2　点的投影　
　2.2.1　点在三投影面体系中的投影　　2.2.2　投影面和投影轴上的点　　2.2.3　两点的相对位置及
重影点  2.3　直线的投影　　2.3.1　各种位置直线及投影特性　　2.3.2　求一般位置直线段的实长及其
与投影面的倾角——直角三角形法　　2.3.3　直线上点的投影特性　　2.3.4　两直线的相对位置及投
影特性  2.4　平面的投影　　2.4.1　平面的表示法　　2.4.2　各种位置平面及投影特性　　2.4.3　平面
内的点和直线　2.5　几何要素之间的相对位置　　2.5.1　直线与平面及两平面平行　　2.5.2　直线与
平面及两平面相交　　2.5.3　直线与平面及两平面垂直第3章　基本形体的三视图　3.1　三视图的形
成及投影规律　3.2　平面形体及表面取点　　3.2.1　棱柱　　3.2.2　棱锥　3.3　曲面形体及表面取点
　　3.3.1　圆柱体　　3.3.2　圆锥体　　3.3.3　圆球体　　3.3.4　圆环体　3.4　平面与形体表面相交
　　3.4.1　平面与平面形体表面相交　　3.4.2　平面与回转体表面相交  3.5　两基本体表面相交　
　3.5.1  两形体表面相交后相贯线的作图——表面取点法　　3.5.2　辅助平面法　　3.5.3　相贯线的特
殊情况及变化第4章　组合体的构成及三视图　4.1　组合体的构成及表面界线分析　4.2　组合体三视
图的绘制　　4.2.1　组合体构形分析方法　　4.2.2　画组合体三视图的方法和步骤　4.3　组合体的尺
寸标注　4.4　读组合体视图　　4.4.1　读图的基本要领　　4.4.2　读图的基本方法　　4.4.3　读图举
例　4.5　组合体的构形设计　　4.5.1　组合体的构形原则及方式　　4.5.2　组合体构形设计应注意的
问题第5章　轴测投影图的画法第6章　机件图样的表达方法第7章　计算机绘图基础第8章　AutoCAD
修改命令第9章　AutoCAD文字注释及尺寸标注第10章　AutoCAD三维绘图基础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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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工程制图的基本知识图样是设计者表达设计思想的信息载体，也是生产过程的技术文件
。要学会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样，就必须掌握工程制图的基本知识和图样绘制技能。1.1国家技术制图标
准的基本规定图样既然是工程界交流技术思想的共同语言，就必须有统一的理论和严格的标准要求才
有利于制图和阅读。同时，为了科学地进行生产和管理，必须对图样的内容、画法、格式做出统一的
规定。我国于1959年首次发布了《机械制图》国家标准，对图样作了统一的技术规定。随着科学技术
的发展先后于1970年、1974年、1984年重新修订了《机械制图》国家标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为了
与国际技术接轨，我国发布了《技术制图》国家标准。每位工程技术人员在绘制图样时，必须严格遵
守《技术制图》国家标准的各项规定和准则。本节摘要介绍《技术制图》国家标准中有关图幅、比例
、字体、图线、尺寸标注的基本规定，其余部分将在以后有关章节中分别叙述。1.1.1图纸幅面及格式
（GB/T14689——1993）1.图纸幅面尺寸绘制样图时，应优先采用表1.1中规定的5种基本图纸幅面尺寸
。其中，A4为基本装订幅面。如果不能满足实际绘图需要，应根据标准规定扩大图纸幅面。2.图框格
式图幅的粗实线框内为有效作图区域，幅面格式分为留有装订边或不留装订边两种，如图1.1和图1.2所
示。3.标题栏每张图纸的右下角均应有标题栏，标题栏的格式和尺寸按GB10609.1-1989的规定，边框为
粗实线，内部分格为细实线。制图作业中建议采用图1.3所示的格式。

Page 5



《工程制图与计算机绘图》

编辑推荐

《工程制图与计算机绘图》：普通高等院校机电工程类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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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很好？
2、我觉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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