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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工程制图基础习题集》 是根据教育部制定的 《普通高等学校工程图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以及现行 《机械制图》 《技术制图》

等国家标准， 在继承传统内容精华的基础上， 结合编者多年的教学经验编写而成的。

与本习题集配套的教材是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同时出版的由王迎、 栾英艳主编的 《工程制图基础》。

本习题集的内容符合非机械类工程制图教学的基本要求， 紧密结合教材， 充分反映教材的知识点、 重点和难点， 由浅入深， 循序

渐进， 层次分明。

建议读者在练习过程中按照内容顺序依次练习， 学习一章练习一章， 逐步提高作图水平。

参加编写工作的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王迎、 栾英艳、 王熙宁、 宫娜、 姜文锐、 曲焱炎、 李利群和崔馨丹。 本习题集由王迎、 栾英

艳任主编， 罗云霞教授为主审。

罗云霞教授认真阅读了本习题集， 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 习题集中难免存在错误和疏漏之处，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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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制图的基本知识
1-1　 数字、 字母书写练习

　 用铅笔练习书写数字和字母。

1234567890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bcdefgh i jkl mnopqrstuvwxyz

·1·



1-2　 汉字书写练习 （一）
　 用铅笔练习书写笔划和部首。

·2·



1-3　 汉字书写练习 （二）
　 用铅笔练习书写汉字。

·3·



1-4　 汉字书写练习 （三）
　 用铅笔练习书写汉字。

·4·



1-5　 图线练习

　 按 2 ∶ 1 的比例把图样抄绘在 A3 图幅上。

°

°

°

·5·



1-6　 尺寸注法 （一）
　 按要求注尺寸。
（1） 注出各方向的尺寸。 （2） 注出角度。

（3） 注出直径。 （4） 注出半径。

·6·



1-7　 尺寸注法 （二）
　 为图形标注尺寸， 尺寸数值按 1 ∶ 1 的比例测量并取整数。
（1） （2）

（3） （4）

·7·



1-8　 几何作图 （一）
　 按要求作图。
（1） 作正六边形 （外接圆直径为 70mm）。 （2） 作五角星 （外接圆直径为 70mm）。

·8·



1-9　 几何作图 （二）
　 作带斜度和锥度的图形， 并标注。
（1）

1 8:

（2）

:

·9·



1-10　 几何作图 （三）
　 已知椭圆长轴为 70mm， 短轴为 45mm， 作椭圆。
（1） 同心圆法 （2） 四心圆弧法

·01·



1-11　 几何作图 （四）
　 按给出的图形及尺寸， 完成下面的作图。
（1） （2）

·11·



1-12　 尺寸标注

　 按 1 ∶ 1 的比例在 A4 图纸上绘制图形 （任选一题）， 并标注尺寸。
（1）

°

（2）

° °

·21·



第 2 章　 点、 直线和平面的投影
2-1　 点的投影 （一）

　 根据立体图画点的投影图 （按 1 ∶ 1 的比例量取）。
（1）

′

′

′

″

″

″

′

（2）

′

′

′′

″

″

″
″

·31·



2-2　 点的投影 （二）
　 根据点的坐标画出其投影图和立体图。
（1） A （15， 10， 25）， B （25， 15， 20）， C （15， 15， 20）。 （2） M （10， 15， 20）， N （20， 0， 25）， P （10， 20， 20）。

·41·



2-3　 点的投影 （三）
　 根据点的两面投影作第三面投影， 并比较各点的相对位置。
（1）

′

′

′

″

B、 C 和 A 比较 B C

在 A 点的上下

在 A 点的前后

在 A 点的左右

（2）

′

′

′
″

′

″

B、 C、 D 和 A 比较 B C D

在 A 点的上下

在 A 点的前后

在 A 点的左右

·51·



2-4　 直线的投影 （一）
　 补画出直线的第三面投影， 并判断是什么位置直线。
（1）

Y

′

′

线

（2）

Y

Y

′

′

线

（3）

(   )

Y

Y

′′

线

（4）

Y

Y

′
′

线

（5）

b
Y

Y

′

′

线

（6）

Y

Y

″ ″

线

（7）

Y

(   )″″

线

（8）

Y

Y

″

″

线

·61·



2-5　 直线的投影 （二）
　 补画出三棱锥的侧面投影， 并判断各棱线是什么位置直线。
（1）

′

′

′
′

SA： 线

SB： 线

SC： 线

AB： 线

AC： 线

BC： 线

（2）

′
′

′

′

SA： 线

SB： 线

SC： 线

AB： 线

AC： 线

BC： 线

·71·



2-6　 直线的投影 （三）
　 根据所给的条件作出直线的三面投影。
（1） 已知线段端点 A 坐标为 （30， 10， 10）， 点 B 坐标为 （10，
20， 20）。

Y

Y

（2） 已知直线 AB 为正平线， 实长为 20mm， α = 30°， 点 A 坐标为

（30， 15， 10）。

Y

Y

（3） 过点 A （已知其水平投影）， 作一侧垂线 AB， AB 实长为 30mm
与 V、 H 面等距。

Y

Y

（4） 作侧平线 AB， AB 实长为 20mm， 且与 V、 H 面倾角相等。

Y

Y

′

·81·



2-7　 点和直线的从属关系 （一）
　 判断点 C 是否属于直线 AB， 在括号内填写 “是” 或 “否”。
（1）

′
′

′

（　 　 ）

（2）

″ ″ ″′′′

（　 　 ）

（3）

′

′

′

（　 　 ）

（4）

′

′′

（　 　 ）

·91·



2-8　 点和直线的从属关系 （二）
　 根据条件， 在线段上求点。
（1） 在直线 AB 上确定点 C， 使 AC ∶ CB= 2 ∶ 3。

′

′

（2） 在直线 AB 上确定点 K， 使点 K 到 V 面与 H 面距离之比为 2 ∶ 3。

′

′

（3） 在直线 AB 上确定点 C， 使其与 V、 H 面等距。

′

′

（4） 在直线 AB 上确定点 C， 使其距 W 面为 20mm。

′

′

·02·



2-9　 两直线相对位置 （一）
　 判断两直线的相对位置， 将结果填写在右下角的横线上， 并作出 （3） （4） 题中两直线的第三面投影。
（1）

′
′

′
′

（2）

′

′ ′

′

（3）

′′

′ ′
″ ″

″″

（4）

′ ′

′

′

·12·



2-10　 两直线相对位置 （二）
　 已知直线 AB 和 CD 相交， 完成其两面投影。
（1）

b

X

b

O

′

′

′

（2）

d

O

′

′

′

（3）

b

b

X

d

O

′

′

′

（4） 交点距 H 面为 20mm。

X O
b′ ′

′

·22·



2-11　 直线的投影 （四）
　 根据要求作出直线。
（1） 过点 E 作直线与 AB、 CD 都相交。

b 
e

′

′

′

′
′

( )

（2） 过点 E 作一正平线与 AB、 CD 都相交。

X
c

d

c

( )

b 

′

′

′

′

′

（3） 过点 M 作直线与 AB 平行且与 CD 相交。

X

d

c

c

′

′

′

′

（4） 过点 N 作水平线与 AB、 CD 都相交。

X
d

b ′

c′

′

′

′

·32·



2-12　 各种位置平面及其投影特性 （一）
　 判别给出的平面是何种位置平面， 将结果填在横线上。
（1）

′
′

″

″

（2）

′

′

′

″

″″

·42·



2-13　 各种位置平面及其投影特性 （二）
　 完成平面图形的第三面投影， 并判断该平面属于何种位置平面。
（1）

X
O

：

（2）

X O

：

（3）
b

c

b
：

′

′

′

（4）

O

：

·52·



2-14　 平面上的点、 直线和圆 （一）
　 按要求完成下面各题。
（1） 点 M 是否属于平面△ABC？

：

′

′

′

′

O

（2） 点 K 是否从属于两平行直线所确定的平面？

：

′

′
′

′

′

O

（3） 点 K 从属于相交两直线决定的平面， 求其水平投影。

′

′

′

′

′ O

（4） 过点 A 作铅垂面与 V 面倾角为 45°。

′

·62·



2-15　 平面上的点、 直线和圆 （二）
　 补全平面图形的两面投影。
（1）

′

′

′

′

′

（2）

′ ′

′

·72·



2-16　 平面上的点、 直线和圆 （三）
　 按题目要求， 在平面内求作线、 点和图形

（1） 在平面内过点 A 作水平线， 过点 B 作正平线。

′

′

′

（2） 在平面内确定点 K， 使其距 V 面和 H 面均为 15mm。
′

′

′

（3） 求平面 P 内直径为 50mm 圆 （圆心为 O） 的水平投影。

′

·82·



2-17　 直线和平面的相对位置 （一）
　 按照题目要求作图和判断。
（1） 直线 DE 平行于△ABC， 求其水平投影。

′

′

′

′

′

（2） 作△ABC 平行于直线 ED。

′

′ ′

′

（3） 判断直线 MN 是否平行于△ABC？

′′
′

′

′

：

（4） 判断两平面是否平行？
′ ′ ′

′′′

：

·92·



2-18　 直线和平面的相对位置 （二）
　 求直线与平面的交点， 并判别可见性。
（1）

d
b

c

e
OX

d
c

e

b

′
′

′

′′

（2）

Oe

d
b

X

b

c

c

ed

′

′′

′

′

（3）

OX

b
f e

d e

bc f

c d

′
′′

′

′

′

（4）

O

d

c

b

b

de

f

c

X

e f

′

′

′

′

·03·



2-19　 平面与平面的相对位置 （一）
　 求两平面的交线， 并判别可见性。
（1） ′

′

′

′

′′

′

（2）

′

′
′ ′

′ ′
′

（3）

′

′

′

′

′

′

′

′

（4）
′′

′′

′′′′

·13·



2-20　 平面与平面的相对位置 （二）
　 过点 K 作一平面平行于给出的平面。
（1）

′

′

′
′

（2）

′

′

′

′

′

·23·



第 3 章　 立　 　 体
3-1　 平面立体的投影

　 补出平面立体的第三面投影， 并求出表面上各点的投影。
（1） 五棱柱

b′

′

（2） 正三棱锥

b′

（3） 四棱台

b
′

″

（4） 六棱柱

b

·33·



3-2　 平面与平面立体相交 （一）
　 完成立体被截切后的各投影图。
（1） （2）

·43·



3-3　 平面与平面立体相交 （二）
　 按要求补画立体被截切后的投影。
（1） 补画出水平投影及侧面投影。 （2） 补画出侧面投影及水平投影。

·53·



3-4　 平面与平面立体相交 （三）
　 补画出带缺孔的四棱台的水平投影和侧面投影。 　 补全平面立体被截切后的正面投影和侧面投影。

·63·



3-5　 曲面立体的投影

　 补出曲面立体表面上点的各投影。
（1）

b(   )

′

′

（2）

b
′

″

（3）

(  )

b

c

′ ″

（4）

b

c

′

′

·73·



3-6　 平面与曲面立体相交 （一）
　 完成曲面立体被截切后的各投影。
（1） （2）

·83·



3-7　 平面与曲面立体相交 （二）
　 完成曲面立体被截切后的各投影 （续）。
（3） （4）

·93·



3-8　 平面与曲面立体相交 （三）
　 完成曲面立体被截切后的各投影 （续）。
（5） （6）

·04·



3-9　 平面与曲面立体相交 （四）
　 画出立体的水平投影。
（1） （2）

（3） （4）

·14·



3-10　 平面与曲面立体相交 （五）
　 完成圆锥被截切后的各投影。 　
（1） （2）

·24·



3-11　 平面与曲面立体相交 （六）
　 完成圆球被截切后的各投影。
（1） （2）

·34·



3-12　 平面与曲面立体相交 （七）
　 画出圆柱体被截切后的侧面投影。
（1） （2）

·44·



3-13　 两曲面立体相交 （一）
　 作出两圆柱相贯的投影。
（1） 圆柱与圆柱相贯。 （2） 圆柱与圆柱孔相贯。

·54·



3-14　 两曲面立体相交 （二）
　 作出两圆柱相贯的投影 （续）。
（3） 圆柱筒与圆柱筒相贯。 （4） 圆柱孔与圆柱孔相贯。

·64·



3-15　 两曲面立体相交 （三）
　 作出两圆柱体相贯线的投影 （续）。
（5）

·74·



3-16　 两曲面立体相交 （四）
　 作出圆锥与圆柱的表面交线。

·84·



3-17　 两曲面立体相交 （五）
　 作出半圆球与圆柱的表面交线。

·94·



3-18　 两曲面立体相交 （六）
　 作出圆台与半球表面交线。

·05·



3-19　 两曲面立体相交 （七）
　 补画立体表面交线的正面投影。
（1） （2）

·15·



3-20　 两曲面立体相交 （八）
　 作出立体的表面交线。
（1） 直径相等的半圆柱表面交线。 （2） 两圆柱孔的表面交线。

·25·



第 4 章　 轴　 测　 图
4-1　 正等轴测图 （一）

　 画正等测轴测图。
（1） （2）

·35·



4-2　 正等轴测图 （二）
　 画正等测轴测图 （续）。
（3） （4）

·45·



4-3　 正等轴测图 （三）
　 画正等测轴测图 （续）。
（5）

·55·



4-4　 正等轴测图 （四） 　 　 　 　 　 　 　 　 　 　 　 　 　 　 　 4-5　 斜二测轴测图 （一）
　 画正等测轴测图 （续）。 　 画斜二测轴测图。
（6） （1）

·65·



4-6　 斜二测轴测图 （二）
　 画斜二测轴测图 （续）。
（2）

·75·



第 5 章　 组　 合　 体
5-1　 组合体的三视图 （一）

　 根据组合体轴测图， 画出其三视图。

（1）

　

（2）

　

·85·



5-2　 组合体的三视图 （二）
　 根据轴测图， 画出组合体的三视图 （按 1 ∶ 1 的比例）， 并标注尺寸。

·95·



5-3　 组合体的三视图 （三）
　 补画主视图中缺少的图线。

（1） （2） （3）

（4） （5） （6）

·06·



5-4　 组合体的尺寸注法 （一）
　 标注下列组合体的尺寸 （按 1 ∶ 1 的比例直接量取并取整）。

（1） （2）

·16·



5-5　 组合体的尺寸注法 （二）
　 标注下列组合体的尺寸 （按 1 ∶ 1 的比例直接量取并取整） （续）。

（3）

·26·



5-6　 补画视图训练 （一）
　 根据组合体的两个视图补画第三视图。

（1） （2）

（3） （4）

·36·



5-7　 补画视图训练 （二）
　 根据组合体的两个视图补画第三视图 （续）。

（5） （6）

（7） （8）

·46·



5-8　 补画视图训练 （三）
　 根据组合体的两个视图补画第三视图 （续）。

（9） （10）

·56·



5-9　 补画视图训练 （四）
　 根据组合体的两个视图补画第三视图 （续）。

（11） （12）

·66·



5-10　 补画视图训练 （五）
　 根据组合体的两个视图补画第三视图 （续）。

（13） （14）

·76·



5-11　 补画视图训练 （六）
　 根据组合体的两个视图补画第三视图 （续）。

（15）

　

（16）

　

·86·



5-12　 补画视图训练 （七）
　 根据组合体的两个视图补画第三视图 （续）。

（17）

　

（18）

　

·96·



5-13　 综合训练

　 根据所给的组合体的两个视图补画第三视图， 并标注尺寸 （按 1 ∶ 1 的比例直接量取， 并取整数）。

　 　 　 　 　 　 　 　

·07·



第 6 章　 机件的表达方法
6-1　 基本视图

　 补全机件其他四个基本视图， 保留图中虚线。

·17·



6-2　 局部视图和斜视图 （一）
　 根据机件的轴测图和主视图， 画出必要的局部视图和斜视图。

R16
8

50  50

36  36

R8

×

×

32

·27·



6-3　 局部视图和斜视图 （二）
　 画出机件的 A 向局部视图。

A

·37·



6-4　 剖视图 （一）
　 在指定位置上， 把主视图改画为全剖视图。

（1） （2）

·47·



6-5　 剖视图 （二）
　 作出全剖的主视图。

（1）

·57·



6-6　 剖视图 （三）
　 作出全剖的主视图 （续）。

（2）

　 　

A    A

A

A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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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剖视图 （四）
　 按要求作出机件的剖视图。

（1） 作出全剖的主视图。 （2） 作出全剖的左视图。

·77·



6-8　 剖视图 （五）
　 画出 A—A 及 B—B 剖视图。

A    A

B    B

A

BBA

__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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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剖视图 （六）
　 在给定位置上作全剖视图。

（1）

A

A

A

（2）
A

AA

·97·



6-10　 剖视图 （七）
　 在给定位置作全剖视图 （续）。

（3） （4）

·08·



6-11　 剖视图 （八）
　 看懂主、 俯视图， 补画取半剖视图的左视图， 并将主视图改为半剖视图， 在需要去除的线打上 “×”。

　 　 　 　 　 　 　

·18·



6-12　 剖视图 （九）
　 根据轴测图把主、 左视图画成半剖视图， 并标注尺寸 （按 1 ∶ 1 的比例从三视图中直接量取， 并取整）。

　 　 　 　

·28·



6-13　 剖视图 （十）
　 在视图的适当位置上取局部剖视图。

（1） （2）

·38·



6-14　 剖视图 （十一）
　 在视图的适当位置上取局部剖视图 （续）。

（3） （4）

·48·



6-15　 剖视图 （十二）
　 根据剖视规则， 画出图中缺漏的可见轮廓线。

（1） （2）

·58·



6-16　 剖视图 （十三）
　 补画出剖视图中缺漏的可见轮廓线。

（1） （2） （3）

（4） （5）

10

16
16
×

（6）

·68·



6-17　 剖视图 （十四）
　 根据给出的剖视图， 画出俯视图的外形图。

A

A A

A

__

·78·



6-18　 断面图 （一）
　 在指定位置上画出轴的移出断面图。

·88·



6-19　 断面图 （二）
　 画出轴上指定位置的移出断面图， 键槽深度为 3. 5mm。

181027

8

·98·



6-20　 剖视图 （十五）
　 在给定位置上画出全剖视主视图。

（1） （2）

·09·



6-21　 综合训练 （一）
　 选择适当的表达方案， 在 A3 图纸上用 2 ∶ 1 比例画出机件的主、 俯、 左三视图， 并标注尺寸 （尺寸从图中直接量取， 并取整数）。

（1） （2）

·19·



6-22　 综合训练 （二）
　 选择适当的表达方案， 在 A3 图纸上用 2 ∶ 1 比例画出机件的主、 俯、 左三视图， 并标注尺寸 （尺寸从图中直接量取， 并取整数） （续）。

（3） （4）

·29·



第 7 章　 标准件及常用件
7-1　 螺纹的规定画法

　 分析图中的错误， 在下面画出正确图形。

（1） 外螺纹 （2） 内螺纹

（3） 螺纹连接 （4） 螺纹连接

·39·



7-2　 不通孔螺纹画法及螺纹规定代号

　 将不通孔螺纹画法的错误填写在下方横线上。

　 说明螺纹规定代号的意义， 并逐项填入表内

　 　 　 意义

代号　 　 　
螺纹种类 公称直径 导程 螺距 线数 旋向

M10

M20-LH

M16×1.5

Tr44×14（P7）

G1 / 2-LH

·49·



7-3　 螺纹的标注
　 按照已知条件在图中标出螺纹部分的尺寸。

（1） 普 通 螺 纹， 公 称 直 径 16mm， 螺 距
2mm， 长度 28mm， 右旋， 倒角 1. 5×45°

（2） 普 通 螺 纹， 公 称 直 径 24mm， 螺 距

1. 5mm， 长度 28mm， 右旋， 倒角 2×45°
（ 3 ） 普 通 螺 纹， 公 称 直 径 14mm， 螺 距

1. 5mm， 长度 28mm， 左旋， 倒角 1. 5×45°

（4） 梯 形 螺 纹， 公 称 直 径 20mm， 导 程

8mm， 长度 28mm， 线数 2， 右旋， 倒角

2×45°

（5） 梯 形 螺 纹， 公 称 直 径 24mm， 导 程

10mm， 线数 2， 长度 28mm， 左旋， 倒角

2. 5×45°

（6） 55°非密封管螺纹， 公称直径 1 / 2in， 长度

32mm， 中径公差为 A 级， 左旋， 倒角 1. 5×45°

·59·



7-4　 螺纹紧固件的标记
　 根据给出的图形及尺寸， 写出标准件的规定标记。

： ：

.

：

.

.

：

.

：

·69·



7-5　 螺纹紧固件连接画法 （一）
　 下面螺栓连接画法有错误， 在右边按正确画法画出。

·79·



7-6　 螺纹紧固件连接画法 （二）
　 下面螺柱连接和螺钉连接画法有错误， 在图右边按正确画法画出。

·89·



7-7　 螺纹紧固件连接画法 （三）
　 在 A3 图纸上按照给出要求画出螺纹紧固件连接图， 并在下方写出规定标记。

（1） 螺栓连接
① 螺栓　 GB / T 5782 M20×l
（ l 由计算后查表确定）
② 螺母 GB / T 6170 M20
③ 垫圈 GB / T 97. 1 20
④ 上板厚 δ1 = 30

下板厚 δ2 = 35
板长 65
板宽 60

要求：
按 1 ∶ 1 比例画出螺栓连接三视图， 主视图

作全剖视， 左视图不剖， 可用比例画法或简化画
法， 不标尺寸。

（2） 螺柱连接
① 螺柱　 GB / T 897 M20×l
（ l 由计算后查表确定）
② 螺母 GB / T 6170 M20
③ 弹簧垫圈 GB / T 93 20
④ 上板厚 δ1 = 30

下板厚 δ2 = 50， 材料为钢

板长 65
板宽 60

要求：
按 1 ∶ 1 比例画出螺柱连接主、 俯视图， 主

视图作全剖视。 可用比例画法或简化画法， 不标
尺寸。

（3） 螺钉连接
① 螺钉　 GB / T 68 M10×25
② 上板厚 δ1 = 15

下板厚 δ2 = 32， 材料为铸铁

板宽 30

要求：
按 2 ∶ 1 比例画出螺钉连接主、

俯视图， 主视图作全剖视。 可用比
例画法或简化画法， 不标尺寸。

·99·



7-8　 齿轮画法
　 用 1 ∶ 1 比例画出直齿圆柱齿轮的啮合图， m = 2， z1 = 22， z2 = 30， 齿轮宽为 24mm， 非圆视图作全剖视。 小轴直径 ϕ20mm， 大轴直径

ϕ32mm， 用 A 型普通平键连接， 要求画出轴和键。

　 　 　

·001·



第 8 章　 零　 件　 图
8-1　 表面粗糙度 （一）

　 判别左图中表面粗糙度代号在标注方面的错误， 并在右图中正确标注。

R 6.3

R
3.2

R
6 .
3

R 3.2

R 6.3

°

R
3 .2

R
3.2

R
6.
3

R
3.
2

°

R
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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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表面粗糙度 （二）
　 根据轴测图中指定的表面粗糙度 （见下表）， 在视图的相应表面上标注。

R . R . R . R

·201·



8-3　 公差与配合 （一）
　 已知： 轴与孔的公称尺寸为 ϕ35mm， 采用基轴制配合， 轴的公差等级为 IT6， 孔的基本偏差代号为 N， 公差等级为 IT7。

　 要求： 1. 在零件图上分别注出公称尺寸和公差带代号， 并写出偏差值。
2. 在装配图上标注公称尺寸和配合代号， 并说明其配合种类。

　 　 　 　 　 　 轴的偏差值 　 　 　 　 　 　 孔的偏差值 　 　 　 　 　 孔与轴的配合属于

·301·



8-4　 公差与配合 （二）
　 根据装配图中所注配合尺寸， 分别在相应的零件图上注出公称尺寸和偏差数值并说明这两个配合尺寸的含义。

ϕ30H7 / r6 表示：

ϕ20H8 / h7 表示：

·401·



8-5　 绘制零件图 （一）
　 根据轴的轴测图绘制其零件图。

.

R
.

×

R .

R .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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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绘制零件图 （二）
　 根据支架的轴测图， 绘制其零件图。

C

8

×

1.
2.
3.

R .

R .

R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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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读零件图 （一）
　 看懂主轴零件图， 在指定位置画出 C—C 断面图。

.

.

75

20

.

.

R .

R .
× °

R
.

×

R
.

_

°

:

R . (   )

°

__

R
.

主轴
材料 图号 D-01

45 比例 1 ∶ 1

制图

审核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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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读零件图 （二）
　 看懂连接块零件图， 补出 B—B 半剖视图。

4030

7.
5

. A

×

R .

R .

C1.5

R . (    )

__

__

×

×

连接块
材料 图号 D-02

45 比例 1 ∶ 1

制图

审核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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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装　 配　 图
9-1　 画装配图 （一）

　 根据千斤顶装配示意图和零件图在理解其工作原理的基础上画装配图

　 　 　

.

R .

(   )

R .

+

R
.

×

×

R .

R . R .

R .

R .

( (

底座
材料 图号

HT150 比例 1 ∶ 1

制图

审核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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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斤顶零件图

17 22.5 10

SR25

7 7
23

206
138

8
4

(       )
.3R

.6R C

R
.6

螺旋杆
材料 图号 5
Q235 比例

制图

审核
（单位）

80

14

20

M1
0

C2

16

(       )
.3R

.6R

.6R

.6R

螺套
材料 图号 4

QAT9-4 比例 1 ∶ 2
制图

审核
（单位）

C 

300

(       )
.3R

C 

绞杠
材料 图号 1
Q235 比例 1 ∶ 1

制图

审核
（单位）

.5
SR25

M8 8
33

(       )
.3R

C 

C

R

.2R

10

顶垫
材料 图号 6

Q235-A 比例 1 ∶ 1
制图

审核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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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画装配图 （二）
　 根据空气直角止回阀装配示意图和零件图在理解其工作原理的基础上画装配图。

工作原理

空气直角止回阀用于压缩空气输送管路中的直角通路上， 为防
止介质倒流而设的一种保护装置。 阀盘 6 被弹簧 4 压在阀体 5 上，
密封环 7 起柔性密封作用。 当进气管道中空气压力达到规定数值
时， 阀盘 6 即自行升起， 压缩空气则通过阀体 5 内腔由侧管通往管
网中供使用。 当阀后压 （称为 “背压”）超过正常规定值而发生介质
倒流时， 阀盘 6 则在弹簧力与背压的共同作用下立即自行关闭， 可
防止发生 “反冲” 事故， 待背压消失后， 再自行开启工作。

空气直角止回阀技术要求
（1） 装配后： ①水密封性试验；

②气密封性试验。
（2） 止回阀行程≈8mm。

1.5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1·



　 空气直角止回阀零件图

8
60 

M4
5 

  2

10
085

7

50

35
2

M45   2

78

4

15
0

75

8

45
60 

M45   2

20

4

C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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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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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R

.2R

.2R .2R

.2R

.2
R. 2

R

.3R

°

×

°

. 。

. ，

阀体
材料 图号 5

ZCuZn38 比例 1 ∶ 2
制图

审核
（单位）

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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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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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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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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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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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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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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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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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
单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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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直角止回阀零件图

54

1.5

M6

12

4

4
C0.5

31

40

C1

15 

8

30
30 

C0.5

C2

M6

11

(       )
.3R

°

.6
R

° 4    4×

阀盘
材料 图号 6
H62 比例 1 ∶ 1

制图

审核
（单位）

111

3.5

8

(       )
R

.2R

.2R

弹簧
材料 图号 4
65Mn 比例 1 ∶ 1

制图

审核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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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直角止回阀零件图

A    A

A A

0.9
5

0 .9

0.8
2.5

(       )
.8R

__

:

°

垫片
材料 图号 3
H62 比例 2 ∶ 1

制图

审核
（单位）

　 　 　 　 　 　 　

C0.5

2

7 (       )
.3R

弹簧座
材料 图号 2
H62 比例 1 ∶ 1

制图

审核
（单位）

.5

1

4

(       )
.3R

°

垫圈
材料 图号 8
H62 比例 2 ∶ 1

制图

审核
（单位）

.5

5

15 °

密封环
材料 图号 7

耐油橡胶 比例 1 ∶ 1
制图

审核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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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拆画零件图 （一）
　 读安全阀装配图， 并画出阀罩和阀体的零件图。

　 　 　

60

G1  2

17H11 c11

M20  1

1

2

3

4

5

6

7

8

A A

A

9

10

11

A
10

3

68
   

68

48
   

48

__

×

× ×

　 　 安全阀是一种安全装置， 装在容器或管路上， 可防止气体或液体等介质的压力超过限
定数值。 阀瓣 2 被弹簧 5 压在阀体 6 上， 弹簧压力的大小可以由调节座 11 来调节。 当容
器内部压力超过限定数值时， 阀瓣 2 被顶起， 介质进入阀罩 1 的内腔， 经管口排出。 当内
部压力下降时， 则弹簧又将阀瓣压在阀体的锥面上。

11 调节座 1 Q235A
10 弹簧箱 1 Q235A
9 GB / T 97. 1 垫圈 8 4 Q235A
8 GB / T 6170 螺母 M8 4 Q235A
7 GB / T 898 螺柱 M8×20 4 Q235A
6 阀体 1 3Cr13
5 弹簧 1 65Mn
4 弹簧座 2 Q235A
3 钢球 2 Cr15
2 阀瓣 1 3Cr13
1 阀罩 1 3Cr13

序号 代号 名称 数量 材料 备注

安全阀
共 1 张 图号

第 1 张 比例 1 ∶ 1
制图

审核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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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拆画零件图 （二）
　 读旋塞装配图并画出壳体的零件图。

16 2
154

68
14

0 H9
h9

1

2

3

4

5

6

G1

A

104
A

4    11×

工作原理

旋塞是装在管道上用来迅速开启、 关闭
管道和控制管路中流量的部件。 当塞子 6 顶
部突起的方向与管道方向一致时， 管道是开
启的； 当塞子 6 顶部突起方向与管道方向垂
直时， 管道关闭了。 旋紧螺母 5 使压盖 4 压
紧填料 2 防止流体渗漏。

6 XC-3 塞子 1 ZH62
5 GB / T 6170 螺母 M10 2 45
4 XC-2 压盖 1 ZL102
3 GB / T 5782 螺栓 M10×10 2 45
2 填料 石棉

1 XC-1 壳体 1 ZL102
序号 代号 名称 数量 材料 备注

旋塞
共 1 张 图号 XC-00
第 1 张 比例 1 ∶ 2

制图

审核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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