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图样画法



为了适应生产实际中机件结构形状的多样化，

将机件内外结构形状正确、完整、清晰地表达出

来，国家标准《机械制图》专门对图样画法作了规

定。本章主要介绍视图、剖视图和断面图的分类和

画法中的有关规定，同时还介绍一些相关的简化画

法。

第九章 图样画法



第一节 视 图

国家标准《机械制图》中规

定，采用正六面体的六个面作为基

本投影面。如图所示，将机件放面

正六面体中，由前、后、左、右、

上、下六个方向，分别向六个基本

投影面投影，得到六个基本视图，

如图所示。

视图分为基本视图、向视图、局部视图、斜视图四

种。

一、基本视图

机件向基本投影面投影所得到的视图称基本视图。



第一节 视 图
（续）

六个基本视图的名称是：主视图、俯视图、左视图、后视图、仰视

图、右视图。投影面的展开，如图所示。



第一节 视 图 （续）

六个基本投影面展开后，六个基本视图的配置如图所示时，不需标注视图

的名称。

六个基本视图仍然保持：“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的投影规律。基本视

图在实际应用时，主要表达机件的外部形状，应根据机件的结构形状特点、复

杂程度，选择必要的视图数量。



第一节 视 图 （续）

例9-1    如图所示

为一阀体，其形体结构

为左端、下方为带孔的

方板形状。中间和上面

是U形结构，内部有空

腔。



阀体的左、右两端面形状不同，如选用主、俯、左三视图表

达，则阀体右端面U形结构形状必须在左视图中用虚线表达，如图

b所示。

第一节 视 图 （续）



第一节 视 图 （续）

若增加一个右视图，就可以清晰地表达阀体右端面的结构形状

了，如图所示。从这两种表达方案比较，可以看出，用四个基本视

图表达阀体，比用三视图表达阀体更好。



第一节 视 图 （续）

例9-2    图所示为一支架，支架的左、右结构不同。图所示为该支架用三视图

表达。主视图反映了零件的特征和内、外结构；左视图表达了该零件左端凸台和左

端孔腔的形状。可见，采用主、左两个视图，已经将零件的各部分结构形状表达清

楚了，所以，俯视图是多余的。又由于支架的左、右结构都在左视图中表达，其中

虚线、实线重叠在一起，很不清晰。



第一节 视 图 （续）

如图所示，对支

架增加一个右视图，

该零件右端的孔腔结

构就可以用实线表达

了。两种方案比较，

用主、左、右三个视

图表达比用主、俯、

左三个视图表达支架

更清晰。



第一节 视 图 （续）

二、向视图

向视图是可以自由配置的视图，如图所示，在视图上方分别标注大写

拉丁字母A、B、C的三个视图均为向视图，在相应的视图附近有箭头和相

同的大写字母表示该向视图的投射方向。图中另外三个未加标注的视图是

基本视图：主视图、俯视图和左视图。



第一节 视 图 （续）

向视图在实际应用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向视图是基本视图的

一种表达形式，其主要差别在

于视图的配置不同。由于基本

视图除了主视图以外，其他视

图都围绕主视图确定关系，所

以，省略了标注。而向视图的

配置是随意的，就必须明确标

注才不致产生误解。



2、向视图的视图名称“×”为大写字母A、B、C……，无论是在箭头上

方的字母，还是视图上方的字母，均应与正常的读图方向一致，以便于识

别。

3、由于向视图是基本视图的另一种表达形式，所以，表达投影方向的

箭头应尽可能配置在主视图上，以便于所获视图与基本视图一致。

第一节 视 图 （续）



第一节 视 图 （续）

三、局部视图

局部视图是将物体的某一部分向基本投影面投射所得到的

视图。



第一节 视 图 （续）

例9-3  图所示的支座，它采用了主、俯左、右四个基本视图表达。这四个

基本视图将机件的各部分形状表达的很清楚。但是，从图中可见，左、右视图

中，机件底板和圆柱筒的结构与主视图表达重复，增加了画图工作量。



第一节 视 图 （续）

若将左、右视图中需要表达的结构单独表示，就可简化作图。如图所

示，支座采用两个基本视图，对左、右结构再补充画出了A向局部视图和B

向局部视图。这样，重点突出，清晰明了，作图方便。



第一节 视 图 （续）

局部视图在实际应用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局部视图与基本视图都是将机件向基本投影面投影所得，但

二者的区别是：基本视图要求将整个机件向投影面投射，而局部视

图是将机件的某一部分向投影面投射。



2、局部视图可按基本视图的形式配置，也可以按向视图配置。

3、局部视图一般用波浪线或双折线表示断裂部分的边界。当表示的局

部结构轮廓线呈完整的封闭图形时，波浪线可以省略不画。

第一节 视 图 （续）



第一节 视 图 （续）

四、斜视图

斜视图是物体向不平行于基本投影面的平面投射所得的视图。

有的机件部分结构是

倾斜的，不平行于任何基

本投影面，在基本视图中

均不能反映真形，既给绘

图和看图带来困难，又不

便于标注尺寸。为了表达

倾斜部分的真实形状，可

采用斜视图。



第一节 视 图 （续）

如图 中的视图B即是斜视

图。



1、斜视图一般按向视图的形式配置

和标注。为了保持斜视图与基本视图

的投影关系，一般用带字母的箭头指

明投影部位和方向，将斜视图配置在

箭头所指的方向上，如图b中的B向视

图。

2、无论箭头和图形怎样倾斜，字母

一律水平书写。

斜视图在实际应用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节 视 图 （续）



3、必要时，允许将斜视图旋

转配置。此时，斜视图的名称要加

注旋转符号，并且大写拉丁字母要

放在靠近旋转符号的箭头端。旋转

符号的旋转方向应与图形的旋转方

向相同。

4、斜视图通常用来表达机件

倾斜面的真实形状，所以，投影不

反映真实形状的部分，一般不必画

出，而是用波浪线断开，如图所示

的A向视图。

第一节 视 图 （续）



第一节 视 图 （续）



第一节 视 图 （续）



例9-4  图a为一摇臂零件及其三视图，由于该零件的臂和圆柱部

分是倾斜的，所以俯、左视图不反映圆柱部分的真形，表达不清晰。

第一节 视 图 （续）



为了使每一部分的结构都能够反映真实形状，图a是将摇臂的倾

斜部分用A向斜视图表达，反映了该部分的真实形状。

第一节 视 图 （续）



下图是用B向局部视图表达U型台的真实形状；用C向局部视图

表达圆柱部分的真实形状。

第一节 视 图 （续）



摇臂的正确表达应该是如图所示，即一个基本视图、两个局部视

图和一个斜视图。

第一节 视 图 （续）



五、第三角画法简介

两个互相垂直的投影面将空间

分成四个分角（四个象限），如图

所示，将物体置于第一分角内进行

投影，画出表达物体形状的图形，

这种方法称为第一角画法。中国、

德国和俄国等国家都采用第一角画

法。将物体置于第三角内进行投

影，画出表达物体形状的图形，这

种方法称为第三角画法。

第一节 视 图 （续）



如图所示，第三角画法

是将物体放在第三分角中，

假定投影面是透明的，将物

体的形状画在投影面上。在

观察物体时规定：由前向后

看，所得到的视图称为前视

图；由上向下看，所得到的

视图称为顶视图；由右向左

看，所得到的视图称为右视

图。

第一节 视 图
（续）



第三角画法中，投影面展开的方法和视图的配置如图所示。可见，顶

视图在前视图的上方，右视图在前视图的右方。

第一节 视 图 （续）



采用第三角画法时，必须在图样的标题栏中画出第三角

画法的识别符号，如图所示。

第一节 视 图 （续）



第一角画法与第三角画法对比

第一节 视 图 （续）

第三角画法 第一角画法



第二节 剖视图

当机件的内部结构比较复杂时，视图中就会出现很多虚线，这些虚线与实

线混合在一起，会影响图形的清晰性，不利于读图和标注尺寸。如图所示的机

件，其内部结构在主视图中都是用虚线表达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常采用剖

视图的方法表达。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一、剖视图的形成和画法

1、剖视图的形成

假想用剖切平面在机件适当的位置剖开机件，将处于观察者和剖切平面

之间的部分移去，余下部分向投影面投射所得的图形，称为剖视图（简称

剖视）。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2、剖视图的画法

画剖视图时，应首先选择最合适的剖切位置，以便充分表达机件的

内部结构形状。

由于对视图的画法已经熟悉，这里以如图所示为例，介绍将视图改

画为剖视图的方法。



由视图改画成剖视图方法步骤：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3、画剖视图应注意的问题

（1）剖切平面一般剖切平面应平行或垂直于基本投影面，并且要通过

内部结构的对称平面、孔的轴线。

（2）剖视图是假想切开机件画出的，所以，其他视图必须按原来整体

形状画出，如图d所示的俯视图。



（3）剖视图中的剖面线，最好用与主要轮廓成45º角的互相平行的细实线

绘制。同一机件的剖面线方向要相同，间隔要相等。当不需要在剖面区域

中表示材料的类别时，可采用如图所示的通用剖面线表示。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4）画剖视图时，机件的剖切平面后方的轮廓线应全部画出，不

得漏画。如图所示是初学者容易漏画的轮廓线的几种情况。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5）在剖视图中，

只要不影响机件结构的完

整表达，一般看不见的轮

廓可以不画。但是，当虚

线不画，会影响其结构形

状时，虚线就必须画出。

如图所示，如果主视图中

的虚线不画，则不能表示

该结构的位置和形状，此

时，虚线必须画出。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二、剖视图的标注

1、用粗短线表示剖切平

面的位置，用箭头表示投影

方向，在箭头附近标注字

母。

2、在剖视图上方，需要

标注出相应的名称 “ × —
×”。

3、当剖切平面通过机件

的对称平面，剖视图按基本

视图配置，中间没有其他视

图隔开时，允许省略标注。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三、剖视图的种类

按剖开机件的范围多少，可将剖视图分为全剖视图、半剖视图和局部剖视图
三大类。

1、全剖视图——用

一个或多个剖切平面完

全地将机件剖开所得的

剖视图称为全剖视图，

简称全剖。

（1）用单一剖切平

面剖切

剖切平面平行于投影面剖切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剖切平面与基本投影面垂直剖切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画斜剖视图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斜剖视图必须标注，用带字母的粗短线表明剖切位置，用箭头表明

投影方向。在剖视图上方标注相应的字母“×－×”。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用两个或多个互相平行的剖切平面剖开机件后画出的剖视图，如图所

示。从剖视图本身看不出是几个平面剖切的，需从剖切位置的标注去分析，

根据该图的标注可以看出是由三个互相平行的剖切平面剖切后所得的剖视

图。

（2）用几个互相平行的剖切平面剖切



采用这种剖切方法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必须用剖切平面的位置符号表示出各剖切平面的起点、终点和转折位

置。在起点、终点和转折的地方标注相同的字母（当转折的地方有限，又不会

引起误解时，允许省略转折处字母），在剖视图的上方标注相应的视图名称

（相同的字母）。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2）剖切平面的转折处不应与视图中的轮廓线重合，并尽量避免相交。

在剖视图中，两个剖切平面转折处的投影不应该画出。

3）在剖视图中，应避免出现不完整的结构要素。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3）用几个相交的剖切面剖切

用几个相交的剖切面（其交线垂直于某一投影面）剖开机件后所得

的剖视图，如图所示，是由两个垂直于正面的相交剖切面剖切后所画的

剖视图。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采用这种剖切方法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两相交剖切平面的交线应该是机件的回转轴线，且垂直于

某一个基本投影面。

2）剖切后，倾斜于投影面的部分应旋转到与基本投影面平

行，再画出剖视图。

3）这种方法表达必须标注剖切位置、箭头和字母。

上述三类剖切平面，实质上是指绘制物体的剖视图时可供选择的几种剖

切方法，既可单独应用，也可综合起来使用。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2、半剖视图

为了将机件的内外结构形状在一个视图上表达出来，当物体具有对称平

面时，可假想将机件只剖一半，以对称中心线为界，一半画成剖视图，另一

半画成视图，这种表达方法称半剖视图，如图所示。

机件 视图 全剖视图 半剖视图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画半剖视图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在半剖视图中，半个视图与半个剖视图的分界线应该是点画线而不

是粗实线。

（2）在半剖视图中，画成视图的那一半表示外部结构，故表示内部的虚

线不必画出。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3）若机件的结构形状接近对称，且不对称的部分已经在其他

视图中表达清楚了，也可以采用半剖视图表达，如图所示。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4）半剖视图的标注要求与全剖视图完全相同。

如图所示，主视图半剖的剖切位置在对称平面上，所以省略标注。俯视

图半剖的剖切位置不在对称平面上，则必须标注，如“A—A”。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3、局部剖视图

用剖切面局部地剖开物体所画的剖视图，称局部剖视图，如图所示。

局部剖视图一般以波浪线或双折线作为被剖开部分与未剖切部分的分

界线，并且不能与其它图线重合。局部剖视图在表达清晰的情况下，一般

省略标注。



（1）画局部剖视图的一般方法

1）画局部剖视之前，要分析该结构的形状特征，确定在视图中需要保留

多少外部形状，表达多少内部形状。

2）在视图上先画波浪线，作为视图与剖视图的分界线。

3）在反映机件外形部分只画机件的可见轮廓线，一般不画虚线。在反映

机件内形部分将内形轮廓线用粗实线画出，再画出剖面线。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2）局部剖视图示例

如图所示，主视图采用局部剖，其视图部分主要表达了箱体的形

状，保留前面圆柱形凸台的形状和位置。剖视部分主要表达了箱体内部

结构形状及壁厚，还表达了箱体左上方的是通孔。俯视图采用局部剖，

其视图部分主要表达了机件的底板形状，左上方孔的形状和位置。剖视

部分主要表达了箱体内外壁的形状，前面凸台的孔与内壁的关系。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3）局部剖视图中波浪线的画法

1）波浪线应徒手画成细实线

2）波浪线可视为机件的断裂面的投影，因此，机件实体部分才形成断裂

面，在相应的图形上画出波浪线。当机件外形有孔或空洞等结构时，波浪线应

当在那些地方截止，不要穿空而过，更不要超出视图的轮廓线，如图所示。

3）波浪线不要与图形中的轮廓线重合，也不要画在轮廓线的延长线上。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四、图例分析

例1：该图例有二个图形，主视图是两相交剖切面剖开后画的全剖视

图，由主、俯视图对照，机件的右边有上、中、下三个外伸的臂。当采用A-
A剖切面剖切上、下两个臂时，将中间的臂也剖切了一部分，形成了不完整

要素。因为，表达的对象不是中间臂，所以，在主视图中，对不完整要素按

不剖绘制。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例2：该图例有两个图形，主视图是几个相交剖切面剖开后经旋转画的

全剖视图，表达主体内、外部关系和轴线垂直侧面的五个大圆孔及四个小

圆孔均为通孔；此外，从主视图左端还能看到上、下、前、后有四个轴线

平行侧面均匀分布，且内外相通的小圆孔。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例3：该图有四个图形，主视图未剖切。左视图是单一剖切面剖开后画的局

部剖视图，表达底板凹槽及通孔。“A—A”是单一剖切面剖开后画的局部剖视图，

剖切面是倾斜的，为了方便，将剖视图旋转放正配置，并在剖视图名称旁按图形

的旋转方向标注旋转符号，该局部剖视图能表示出顶部长方形凸台及长方形通

孔。局部视图“B”反映了方形底板、凹槽及孔的形状和位置。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例4：该图例有两个

图形，主视图未剖切，

左视图是由多个相交剖

切面剖切后，经旋转且

展开后画的全剖视图，

标注时在“A—A”的后面

增加“展开”二字。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例5：该图例有三个图形，主视图为全剖视图，左视图未剖切，另一个

B—B剖视图是采用单一柱面剖切后画的放大图，用柱面剖切时，剖视图一般

应按展开绘制。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例6：该图例主视图有两个小局部剖视，表示了小孔的结构。俯视图

是用两相交剖切平面剖切后旋转绘制的全剖视图，此时，中间圆柱孔内

部的小孔，是按旋转前的位置绘制。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五、剖视图中肋和辐板的画法

国家标准规定，画各种剖视图时，对于机件上的肋、辐板及薄壁等，

若按纵向通过这些结构的对称剖切面剖切时（即纵向剖切），这些结构都

不画剖面符号，而用粗实线将它们与邻接部分分开。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如图所示的轴承架，当左视图全剖时，剖切平面通过中间肋板的纵向对

称平面，所以，在肋的范围内不画剖面符号。肋与上部的圆筒、后部的支撑

板、下部的底板之间的分界处均用粗实线绘出。而俯视图的A—A剖视图，因

为剖切平面垂直于肋和支撑板（即横向剖切），所以仍要画出剖面线符号。

由此可见，这种表达方法更能清楚地反映板的形状和薄厚。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如图所示，该机件的三个圆柱筒用T型肋板连接，主视图表达了圆柱

筒的位置和肋板的形状，A—A剖和B—B剖反映了圆柱筒中孔和肋板的

尺寸。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如图所示，手轮的左视图反映轮幅的位置和数量，主视图为全剖视

图。当剖切平面通过轮幅的基本轴线时（即纵向剖），剖视图中轮幅部分

不画剖面符号，且不论轮幅数量是奇数还是偶数，剖视图总是画成对称

的。

第二节 剖视图 （续）



第三节 断面图

假想用剖切面将物体某处切断，仅画出剖切面与物体接触部分的图

形，称为断面图。

在实际生产中，往往用断面图来表达机件（如吊钩、手柄、拨叉及机

件上各种肋板等）的断面形状。



第三节 断面图 （续）

断面图与剖视图的区别：断面图只画机件被剖切后的断面形

状，而剖视图除了画出断面形状之外，还必须画出机件上位于剖切

平面后的形状，如图所示。



第三节 断面图 （续）

一、移出断面图

将断面图画在视图外面称为移出断面图。

1、移出断面图的画法

（1）移出断面图的图形画在视图之外，轮廓线用粗实线绘制， 一

般配置在剖切线的延长线上，也可配置在其他合适的位置，如图所

示。



第三节 断面图 （续）

（2）若断面图的图形对称时，也可画在视图中断处，如图所示。



第三节 断面图 （续）

（3）如图所示，不致引起误解时，允许将斜放的断面图旋转放正，图

中的B—B、C—C两个断面图就是经旋转放正画出的。



第三节 断面图 （续）

（4）剖切平面应与被剖切部分的主要轮廓线垂直，如图a所示。由

两个或多个相交的剖切平面剖切得到的移出断面图，中间一般应断开，

如图b所示。



第三节 断面图 （续）

(5) 当剖切平面通过回转体形成的孔或凹坑的轴线时，这些结构的断面图

应按剖视图的规则绘制，如图所示。

正确 错误



正确 错误

第三节 断面图 （续）



第三节 断面图 （续）

因剖切面通过非圆孔，使断面图变成完全分离的两个图形时，则该结

构亦按剖视图处理，如图所示。



2、移出断面图的标注

移出断面一般应标注剖切位置符号、箭头和字母，表示剖切位置

和投影方向，在断面图上方标注“×—×”。

第三节 断面图 （续）



在下列情况下，可以省略标注：

（1）按投影关系配置的断面图、或画在剖切符号延长线上的对称断

面图，可省略字母和表示投影方向的箭头。

（2）配置在剖切符号延长线上的不对称断面图，需要标注箭头，可

省略字母。

（3）配置在视图中断处的断面图，可以省略所有的标注。

第三节 断面图 （续）



二、重合断面图

将断面图的图形画在视图之内称重合断面图。一般当视图中图线不

多，将断面图画在视图内不会影响其清晰程度时，可采用重合断面图。

1、重合断面图的画法

（1）重合断面图的轮廓线用细实线绘制，以便与视图中的轮廓线相区

别。

第三节 断面图 （续）



（2）重合断面

图一般画在剖切位

置处，如图所示的

吊钩 。图中有四个

重合断面图，表达

了每一个剖切位置

处断面的形状。

第三节 断面图 （续）



（3）当视图的轮廓线与断面图的轮廓线重叠时，视图轮廓线要完整

画出，不得间断，如图所示。

第三节 断面图 （续）



2、重合断面图的标注

（1）重合断面图形对称时，省略所有标注，如图所示。

第三节 断面图 （续）



（2）重合断面图形不对称时，需要标注箭头，表示投影方向，如图所

示。

第三节 断面图 （续）



第四节 其他表达方法

一、局部放大图

机件上的一些细小结构，在视图上由于图形过小，表达不清楚，也

不便于标注尺寸。用大于原图形的比例画出物体上部分结构的图形，称局

部放大图，如图所示。



第四节 其他表达方法 （续）

画局部放大图时，一般用细实线圈出被放大部位。只有一处放大图时，只

需标注比例。当有多处被放大时，需用罗马数字依次标明，并在局部放大图上

方注出相应的罗马数字及所用比例，如图所示。



局部放大图可画成视图、剖视图或断面图，视需要而定，与被

放大部位原来的画法无关。

第四节 其他表达方法 （续）



第四节 其他表达方法 （续）

必要时可用几个图形来表达同一个被放大部位的结构，如图所示。



第四节 其他表达方法 （续）

二、简化画法

1、当机件具有若

干相同结构，其结构

按一定规律分布时，

只需要画出几个完整

的结构，其余部分用

细实线画出其范围。

但是，在零件图中必

须注明该结构的总数

量，如图所示。



第四节 其他表达方法 （续）

2、在同一平面内，有若干直径相同而且按一定规律分布的孔，

可以只画出一个或几个，其余部分只需要画出中心线表示其中心位

置，且在零件图的标注中注明孔的数量，如图所示。



第四节 其他表达方法 （续）

3、为了节省绘图

时间和图幅，对称的

结构或零件的视图可

以只画一半或四分之

一。并在对称中心线

的两端画出两条与其

垂 直 的 平 行 细 实 线

（对称符号），如图

所示。也可以画一多

半，用波浪线断开，

如 图 中 的 俯 视 图 所

示。



第四节 其他表达方法 （续）

4、当机件回转面

上均匀分布的肋、轮

幅不对称时，要按对

称画出，如图中的主

视图所示。当孔的结

构 不 处 于 剖 切 平 面

时，可以假想将这些

结构旋转到剖切平面

上画出，如图中的主

视图所示。



5、机件上的滚花、槽沟等网状结构，一般只在轮廓附近示意

地用粗实线表示出一部分，如图所示为网纹滚花（原标准采用细实

线绘制）。

第四节 其他表达方法 （续）



6、回转体零件上的平面在图形中不能充分表达时，可以只用两条相交

的细实线表示这些平面，如图所示。

第四节 其他表达方法 （续）



7、较长的杆件（轴杆、型材、连杆等），沿长度方向的形状一致

或按一定规律变化时，允许断开后缩短绘制，断裂处以波浪线画出，但

是标注尺寸要按实际长度标注，如图所示。

第四节 其他表达方法 （续）



8、图形中的相贯线、过渡线在不影响真实形状的情况下允许简

化，如图中的主视图，用直线代替圆弧；图中局部剖处简化为直线；图

中过渡线用圆弧代替，端面上孔的分布也可以简化画出，省略视图。

第四节 其他表达方法 （续）



9、机件上

较小的斜度或

锥度结构，如

在一个图形中

已表达清楚，

则在其它视图

中可以只按小

端绘图，如图

所示。

第四节 其他表达方法 （续）



1 0、当圆或

圆弧与投影面倾

斜角度不大于30º

时，其投影中的

椭圆可以用圆或

圆弧代替，如图

所示的俯视图。

第四节 其他表达方法 （续）



11、当机件上较小结构在一个图形中已经表达清楚时，其他

图形可以简化或省略，如图所示。

第四节 其他表达方法 （续）



三、其他表示法

1、相邻的辅助零件用细双点线画出，且不得覆盖为主的零件，而可以

被为主的零件遮挡，如图a 所示；相邻辅助零件的断面不画剖面线，如图b 

所示。

第四节 其他表达方法 （续）



2、零件表面为

圆角过渡时产生的相

贯线称之为过渡线，

应该用细实线画出，

且不宜与轮廓线相

连，如图中零件上圆

锥体与圆柱体相贯时

产生的过渡线的投影

都是用细实线表示

的。

第四节 其他表达方法 （续）



3、一个零件上

有两个或两以上图形

相同的视图时，可只

画一个视图，并用箭

头、字母和数字表示

其投射方向和位置，

如图为两个方向所得

的视图相同。

第四节 其他表达方法 （续）



第五节 表达方法应用举例

一、支架的表达方案

如图所示的支架零件，该零件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上面圆柱

筒、中间十字肋板和下面倾斜的矩形底板。



第五节 表达方法应用举例 （续）

以图中箭头方向作为主视图的观察方向，最能反映出支架的结构特

征。为了表达其内、外结构形状，在主视图中，对上面的空心圆柱及下面

底板上的小圆孔采用了局部剖视图，这样既表达了水平圆柱、十字肋板和

倾斜底板的外部形状及其相对位置，又表达了其内部情况。



第五节 表达方法应用举例 （续）

为了表达圆柱和十字肋板的连接关系，采用了B向局部视图（配置在左

视图位置上，可以省略标注）；为了表达倾斜底板的真实形状和板上小圆

孔的分布情况，采用了A向斜视图；为了表达十字肋板的断面形状，采用

了移出断面图。这样，每一个图形都有各自的表达重点，既完整、清晰地

表达了它的结构形状。



综合分析该支架的表达方案，应该清楚，不能死板地采用

三视图。要根据机件的结构特点，灵活地应用各种表达方法，

经分析、选择、对比确定出简练、清晰、较好的表达方案。

第五节 表达方法应用举例 （续）



从蜗轮减速箱箱体的

轴测图可以看出，整个

箱体是由几部分组成：

左上部分是拱形壳体；

壳体右侧是圆柱筒；圆

柱筒下面是支撑肋板；

最下面是底板。为了完

整、清晰地表达出箱体

的内、外结构形状，选

择箭头方向作为主视图

投影方向。

二、蜗轮减速箱箱体的表达方案

第五节 表达方法应用举例
（续）



1、主视图采用通过箱体前后对称平面剖切的单一剖切

面的全剖视图；左视图采用了半剖和局部剖视图。

第五节 表达方法应用举例 （续）



主、左视图主要表达了箱

体壳体部分的拱门形状的外

形；表达了与外形相类似的内

腔形状；表达了壳体左侧的圆

柱形凸缘及凸缘上分布的六个

小孔的位置及孔深；表达了凸

缘下方的出油孔；表达了壳体

内腔前后部位突出的方形凸台

及凸台中间的圆柱形轴孔。表

达了底板上的通孔、底板左端

的圆弧形凹槽及底板下面凹槽

的深度。

第五节 表达方法应用举例 （续）



2、俯视图采用了基本视图，主要表达几部分结构之间的相对位

置。壳体右侧的圆柱筒及其上面的圆柱形凸台、凸台上面小孔的位

置。

第五节 表达方法应用举例 （续）



3、A向局部视图表达了支撑肋板与上、下结构之间的连接关

系。

第五节 表达方法应用举例 （续）



5、F向局部视图表达了底板下面凹槽的形状及其长、宽尺

寸和底板上六个孔的位置。

第五节 表达方法应用举例 （续）



内 容 小 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机件的三大类表表达方法

1、视图

视图主要用于表达机件可见的外形部分。

（1）基本视图：将机件向六个基本投影面投影得到的视图。可

根据机件的结构特征选用其中的几个视图。

（2）向视图：将基本视图自由配置称向视图。向视图必须标注投

影方向和相应的字母。

（3）局部视图：将机件的某一部分向基本投影面投影得到的视

图。主要是表达机件的部分外部结构。

（4）斜视图：将机件向垂直于投影面的辅助平面投影得到的视

图。主要用来表达机件上倾斜部分的外形。



内 容 小 结 （续）

2、剖视图

剖视图——假想用剖切平面剖开机件，将观察者和剖切平面之间部分移

去，将剖切面和投影面之间部分向投影面投影所得到的图形。

剖视图主要用于表达机件的内部形状。

剖视图应用：

（1）当机件外形简单，内形复杂时，采用全剖视图，主要表达机件的内部

形状。可以用一个平面或两个以上平面剖切。

（2）当机件对称且内外形状都需要表达时，采用半剖视图。图形的一半表

达机件的内部形状；图形的另一半表达机件的外部形状。

（3）当机件不对称且内外形状都需要表达时，采用局部剖视图。局部剖视

图用波浪线分界，分别表达机件的内部和外部形状。

剖视图是本章的重点。



内 容 小 结 （续）

3、断面图

断面图主要表达机件断面的形状。可采用移出断面图或重合断面图。

断面图常用来表达轴类、杆件类、肋板等零件的断面形状。

4、局部放大图和简化画法

对于图中的小结构可采用局部放大图来表达。对一些常见的，不致于

引起误解的结构，规定可以用简化画法来表达。

通过本章学习，对各种形状的机件，可根据其自身的结构特点，灵活

应用其表达方法，真正做到能完整、清晰、正确地表达机件。

[本章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