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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广泛应用改变了工程设计人员进行产品设计的方
法和手段，产品设计由“二维构形、二维设计”向“三维构形、三维设计⋯方向发展，人们更多地直
接通过构建三维模型来进行产品设计，设计完成后，通过软件投影生成二维图。因此，迫切需要将三
维CAD技术引入到工程制图的教学中，并与传统的课程内容进行有机的整合，以适应现代工程生产实
践需求。　　本教材为江苏省高等学校精品教材建设项目（苏高教[2007]23号），编者遵循以能力培
养为中心的教学指导思想，围绕三维构形和二维工程图表达与阅读能力培养的课程教学重点，将三维
几何建模技术、机械设计基础知识与“画法几何”、“机械制图”进行有机整合，建立了产品三维形
体设计方法和二维零件（装配）图表达方法并重的知识体系结构。教材采用循序渐进的内容安排，由
简单到复杂，从基本体入手，逐步介绍组合体、零件、装配体的构形原理与建模方法；在学习投影理
论后，介绍三维零件、装配体的数字模型向二维视图的转换方法、编辑手段和尺寸标注等，以及国家
标准的有关规定。本教材编写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每一章后，以NX系统为工具给出零件（装配体
）的建模方法、绘制零件（装配）图的思路和操作步骤。经过“三轮使用，三轮修改”，取得了预期
的教学效果。另外编写有《三维建模与机械工程图实践指导》与教材配套使用。　　参加本教材编写
工作的有：王旭华（第1、第3、第4、第8章），陈青（第2、第5、第6章），吴卫东（第9章），严潮
红（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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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维建模与机械工程图》全面贯彻了教育部工程图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最新通过的《普通高等院校工
程图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精神，将三维几何建模技术、机械设计基础知识与“画法几何”、“机械
制图”进行有机地整合，建立了机械产品三维形体表达方法和二维零件(装配)图表达方法并重的教材
体系。
《三维建模与机械工程图》内容包括：绪论、基本体的构形与建模、组合体的构形设计与建模、零件
的构形设计与建模、装配建模与结构分析、正投影法基础、机件形状的常用表达方法、零件图、装配
图等章节。
本教材可作为高等院校机械类本专科生《机械制图》或《工程图学》的教材，也可以作为广大从事机
械产品设计和造型爱好者的工作参考书或自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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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　零件的构形设计与建模　　本章介绍机器零件的构形设计方法、设计准则以及制造工艺的基
础知识，并且还将介绍利用三维设计软件UG NX正确建立机器零件模型的方法。　　4.1零件的构形设
计　　在前一章中，讨论了组合体的构形设计，突出的是几何构形。但是，真实机器零件（以下简称
零件）与组合体是不完全相同的，零件的最大特点是：　　（1）零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定是某
机器部件里的一个组成单元，零件的各部分结构形状是有功用的，这些结构形状是由零件在机器中的
作用、与其他零件的依存关系和制造工艺上的要求决定的。　　（2）根据零件在机器中的作用、装
配联接关系以及工艺要求，对一个零件的几何形状、尺寸大小、工艺结构等进行分析和造型的过程称
为零件构形设计。　　4.1.1零件构形设计要求　　机械产品中，各部件有其确定的功能和性能指标，
而零件是组成部件的基本单元，在部件中，每个零件均起一定的作用，如具有支承、传动、联接、定
位和密封等一项或几项功能；部件中各零件之间按确定的方式结合起来，结合应可靠、装配应方便；
两零件的结合可能是相对固定的，也可能是相对运动的；相邻零件有些部位要求相互靠紧，而有些部
位则必须留有空隙，这反映到零件上往往有相应的结构形状要求，零件的结构形状取决于它在机械产
品中的功能以及与其他零件间的依存关系，同时，在设计零件时，还应考虑零件的可制造性和可装配
性，因此，零件的结构形状、大小和技术要求是由设计要求和工艺要求决定的。　　在零件的构形设
计过程中，必须满足设计要求和工艺要求。由设计要求确定零件的主体结构，由工艺要求确定零件的
局部结构。零件的内形和外形以及各相邻结构间应相互协调。　　1）设计要求　　从设计要求方面
看，零件在机器（或部件）中，可以起到支承、容纳、传动、配合、联接、安装、定位、密封和防松
等一项或几项功用，这是决定零件主体结构的依据。　　根据零件的结构特点，零件可分为轴套类零
件、轮盘类零件、支架类零件和箱体类零件四类，每类零件的构形设计都有其特点。由于支架类和箱
体类零件比较典型，所涉及的问题比较全面，现以它们为例讨论零件主体结构的设计要求。　　支架
类、箱体类零件主要是用来支承或容纳运动零件和其他零件的。由于被支承、容纳的零件的形状多种
多样，支架类、箱体类零件的形状也是多种多样的，其结构功能大体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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