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 １　 制图基本知识的认知

任务 １ １　 制图相关国家标准规定的认知

１ 字体练习。 国家标准规定的认知

班级 姓名 学号

—１—



２ 图线练习。

（１） 完成图形中左右对称的各种图线。 （２） 以中心线的交点为圆心， 过线上给出的 ５ 个点， 由大到小依

次画出粗实线、 细虚线、 细点画线、 粗虚线、 细实线的圆。

班级 姓名 学号

—２—



任务 １ ２　 绘图工具和绘图方法的认知

１ 按图中给定的尺寸， 按 １２ 比例抄画图形并标注锥度。 ２ 圆弧连接： 按 １１ 比例完成图形连接， 标出连接弧圆心和切点。

班级 姓名 学号

—３—



３ 画平面图形 （１２ 比例）。

班级 姓名 学号

—４—



４ 在 Ａ３ 纸上按 ２１ 比例抄画图形及尺寸。 ５ 按 １１ 比例把下面图形抄画在 Ａ３ 图纸上。

班级 姓名 学号

—５—



任务 １ ３　 尺寸标注

１ 标注下面图形的尺寸 （尺寸数字直接从图中量取整数， 比例

１２）。
２ 检查图中注法的错误， 在下图中正确地标注尺寸。

班级 姓名 学号

—６—



项目 ２　 基本体投影的识读与绘制

任务 ２ １　 投影体系的认知

１ 看懂立体图， 按箭头所指的方向看去， 选择正确的视图。

（１）

正确的是 （　 　 ）

（２）

正确的是 （　 　 ）

（３）

正确的是 （　 　 ）

（４）

正确的是 （　 　 ）

班级 姓名 学号

—７—



任务 ２ ２　 点线面的投影认知

１ 已知点 Ａ 的坐标为 （１０， ２５， ２０）、 点 Ｂ 的坐标为 （２０， １５，
２５）， 完成它们的三面投影图和立体图。

２ 已知点 Ａ 距 Ｈ 面 ２５， 距 Ｖ 面 １５， 距 Ｗ 面 ２０。 点 Ｂ 在点 Ａ 的正

上方 １０ 处， 点 Ｃ 在点 Ａ 前方 １０， 左方 １０， 下方 １５ 处， 求作 Ａ、
Ｂ、 Ｃ 三点的三面投影。

班级 姓名 学号

—８—



３ 已知 Ａ （２０， ８， ５）、 Ｂ （５， １８， ２０），
求作直线 ＡＢ 的三面投影。

４ 已知直线 ＣＤ 的两面投影， 求作第三面

投影。
５ 已知 ＡＢ 平行于 Ｖ 面， 完成直线 ＡＢ 的三

面投影。

６ 求侧平线 ＭＮ 的另两面投影， 并标出与

Ｖ 面和 Ｈ 面的夹角。
７ 已知 ＡＢ 垂直于 Ｖ 面， 距 Ｗ 面 ２０ ｍｍ，
完成直线 ＡＢ 的三面投影。

８ 已知点 Ｋ 在 ＡＢ 上， 且点 Ｋ 距 Ｖ 面 １５ ｍｍ，
求点 Ｋ 的两面投影。

班级 姓名 学号

—９—



９ 直线 ＫＬ 与 ＭＮ 相交， 完成 ＭＮ 的投影。

１０ 作一直线 ＭＬ 平行 ＡＢ， 并且与 ＣＤ、 ＥＦ 相交。 １１ 标出重影点的投影， 并判断可见性。

班级 姓名 学号

—０１—



１２ 用不同的阴影涂出下列物体上表面 Ａ、 Ｂ、 Ｃ 的三面投影， 在

立体图中相应位置用同样阴影涂出， 并判断它们的空间位置。

Ａ 面是 面

Ｂ 面是 面

Ｃ 面是 面

１３ 已知△ＡＢＣ 在四棱锥的一个侧面上， 求△ＡＢＣ 的另两面投影。

班级 姓名 学号

—１１—



１４ 已知平面五边形 ＡＢＣＤＥ 的对角线 ＢＥ 是正平线， 试完成该五

边形的水平投影。
１５ 补全平面图形 ＰＱＲＳＴ 的两面投影。

班级 姓名 学号

—２１—



任务 ２ ３　 平面立体投影的识读与绘制

１ 绘制平面立体三视图。

（１） 已知四棱台的轴测图及尺寸。 （２） 已知正六棱台的俯视图， 其高度为 ２５ ｍｍ。

班级 姓名 学号

—３１—



２ 已知立体的两面投影， 补画另一投影， 并完成表面上点的另外两面投影。

（１） （２）

（３） （４）

班级 姓名 学号

—４１—



任务 ２ ４　 回转体投影的识读与绘制

１ 完成回转体三视图。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班级 姓名 学号

—５１—



２ 完成曲面立体的三面投影， 并补画其表面上点的另两面投影。

（１）

b′

（２）

（３）

c″

a′

b

（４）

班级 姓名 学号

—６１—



项目 ３　 组合体投影的识读与绘制

任务 ３ １　 截交线的认知与绘制

１ 分析形体的截交线， 并补画左视图

（１） （２）

班级 姓名 学号

—７１—



２ 分析形体的截交线， 并补画其投影， 完成三视图

（１） （２）

班级 姓名 学号

—８１—



３ 分析圆柱体表面的截交线， 根据主、 左两视图补画其俯视图

班级 姓名 学号

—９１—



４ 分析形体的截交线， 并补画其投影， 完成三视图

班级 姓名 学号

—０２—



５ 分析圆锥的截交线， 并补画其投影， 完成三视图

班级 姓名 学号

—１２—



６ 分析圆柱体的截交线， 并完成其投影

班级 姓名 学号

—２２—



７ 分析截交线形状， 完成形体的三视图

（１）∗

班级 姓名 学号

—３２—



（２）∗

班级 姓名 学号

—４２—



（３）∗

班级 姓名 学号

—５２—



任务 ３ ２　 相贯线的认知与绘制

１ 根据左、 俯视图， 补画主视图中的相贯线

班级 姓名 学号

—６２—



２ 求圆柱与圆锥的相贯线投影

班级 姓名 学号

—７２—



３ 求圆柱与圆球的相贯线投影∗

班级 姓名 学号

—８２—



４ 分析形体， 补画视图中所缺图线

（１） （２）∗

班级 姓名 学号

—９２—



任务 ３ ３　 组合体视图的绘制

１ 根据轴测图画三视图， 尺寸从图中量取 （１１）

（１） （２）

班级 姓名 学号

—０３—



２ 根据轴测图画三视图， 尺寸从图中量取 （１１） （续）

（１） （２）

班级 姓名 学号

—１３—



任务 ３ ４　 组合体视图的识读

１ 根据两视图补画第三视图

（１） （２）

（３） （４）

班级 姓名 学号

—２３—



（５） （６）

（７） （８）

班级 姓名 学号

—３３—



２ 看懂三视图， 补画视图中的漏线

（１） （２）

（３） （４）

班级 姓名 学号

—４３—



３ 根据两视图补画第三视图

（１） （２）

（３）∗ （４）∗

班级 姓名 学号

—５３—



任务 ３ ５　 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根据立体图选用恰当的图幅画三视图， 并标注尺寸

（１） （２）

班级 姓名 学号

—６３—



项目 ４　 机件的表达

任务 ４ １　 机件外部形状的表述

１ 根据主、 俯、 左视图， 补画其他基本视图 （按规定位置配置）。

班级 姓名 学号

—７３—



２ 根据主、 俯视图， 补画左视图， 并按指定方向作出向视图。

班级 姓名 学号

—８３—



３ 作 Ａ 向和 Ｂ 向局部视图。

班级 姓名 学号

—９３—



４ 画出 Ａ 向局部视图和 Ｂ 向斜视图。

５ 将左视图改为局部视图， 并画出 Ａ 向斜视图以表示底板的形状。

班级 姓名 学号

—０４—



任务 ４ ２　 机件内部结构的表达

１ 补画剖视图中所缺的图线。

（１）

（２） （３）

班级 姓名 学号

—１４—



２ 在指定的位置上画出全剖视图。

（１） （２）

班级 姓名 学号

—２４—



３ 画出全剖的左视图。

（１） （２）

班级 姓名 学号

—３４—



４ 用一组平行的剖切平面剖切， 将主视图改画成全剖视图， 并加以标注。

（１） （２）

班级 姓名 学号

—４４—



５ 用相交的剖切平面剖切， 将主视图或俯视图改画成全剖视图， 并加以标注。

（１） （２）

班级 姓名 学号

—５４—



６ 用组合的剖切平面剖切， 将主视图改画成全剖视图， 并加以标注。

（１） （２）

班级 姓名 学号

—６４—



７ 将主视图画成半剖视图。

（１） （２）

班级 姓名 学号

—７４—



８ 将主视图画成半剖视图， 并补画出全剖的左视图 ９ 画出 Ａ—Ａ 斜剖视图

班级 姓名 学号

—８４—



１０ 在适当部位作局部剖视图。

（１） （２）

班级 姓名 学号

—９４—



任务 ４ ３　 机件断面形状的表达

１ 选择下列断面正确的断面图， 并加以标注。

（１） （２） （３）

班级 姓名 学号

—０５—



２ 按所指位置画出断面图， 需要标注的进行标注 （右键槽深 ３）。

（１）

班级 姓名 学号

—１５—



任务 ４ ４　 机件特殊结构的表达

１ 下图是按 １１ 比例绘制的， 将图中指定部位按 ２１ 画成局部放大图， 并加以标注。

班级 姓名 学号

—２５—



２ 用简化画法重新表达三通管。

班级 姓名 学号

—３５—



任务 ４ ５　 机件立体结构的表达

１ 轴测图的绘制， 尺寸从图中量取

（１） （２）

班级 姓名 学号

—４５—



２ 补画第三视图， 并画正等测轴测图

（１） （２）

班级 姓名 学号

—５５—



（３） （４）

班级 姓名 学号

—６５—



项目 ５　 零件图的识读与绘制

任务 ５ １　 常用标准件和常用件的识读与绘制

１ 按给定的尺寸， 根据螺纹的规定画法画出螺纹 （螺纹小径约为大径的 ０ ８５ 倍）。

（１） 外螺纹 （Ｍ２４）， 螺纹长度为 ３０ ｍｍ。 （２） 螺纹不通孔 （Ｍ１６）， 钻孔深度 ３０ ｍｍ， 螺孔深度 ２４ ｍｍ， 孔

口倒角 Ｃ１ ５。

（３） 螺纹通孔 （Ｍ１６）， 两端孔口倒角 Ｃ１ ５。 （４） 按螺纹连接的规定画法完成下图。

班级 姓名 学号

—７５—



２ 已知螺栓 ＧＢ ／ Ｔ ５７８２—２０００ Ｍ１６ （长度计算后查表确定）， 螺母 ＧＢ ／ Ｔ ６１７０—２０００ Ｍ１６， 垫圈 ＧＢ ／ Ｔ ９７ １—２００２ １６， 用查表画法画出

螺栓连接的三视图。

班级 姓名 学号

—８５—



３ 已知轴和齿轮用 Ａ 型普通平键连接， 轴孔直径为 ４０ ｍｍ， 键长 ４０ ｍｍ。
（１） 查表确定键和键槽的尺寸， 按 １２ 的比例完成轴和齿轮的图形， 并标注尺寸。

（２） 用键将轴和齿轮连接起来， 完成连接图。

班级 姓名 学号

—９５—



４ 徒手圈出以下螺栓连接和双头螺柱连接中的错误。

（１） （２）

班级 姓名 学号

—０６—



５ 查表确定滚动轴承的尺寸， 并在下图画出滚动轴承与轴的装配图。

（１） 滚动轴承 ６３０５ ＧＢ ／ Ｔ ２７６—１９９４ （２） 滚动轴承 ３０３０６ ＧＢ ／ Ｔ ２９７—１９９４

班级 姓名 学号

—１６—



６ 已知大齿轮 ｍ ＝ ４０ ｍｍ， ｚ ＝ ４０， 两齿轮中心距 ａ ＝ １２０ ｍｍ， 计算大小齿轮的基本尺寸， 按 １２ 比例完成两齿轮啮合图。

班级 姓名 学号

—２６—



任务 ５ ２　 零件图的认知

１ 读下图， 并确定表达方案。

名称　 轴

材料　 ４５

班级 姓名 学号

—３６—



２ 标注图示的轴承座的尺寸 （尺寸由图中量取并取整数）。 ３ 标注轴的尺寸 （尺寸由图中量取并取整数， 右端螺纹 Ｍ１０ － ５ ｇ
６ ｇ）。

班级 姓名 学号

—４６—



４ 根据已知条件标注下列零件的表面结构符号。

（１） （２）

① ϕ１５ ｍｍ 和 ϕ２０ ｍｍ 圆柱表面的 Ｒａ 上限值为 １ ６ μｍ。
② 其余表面的 Ｒａ 上限值为 ６ ３ μｍ。

① 孔 ϕ３０Ｈ７ 内表面的 Ｒａ 上限值为 １ ６ μｍ。
② 键槽的两侧面的 Ｒａ 上限值为 ３ ２ μｍ。
③ 键槽的顶面的 Ｒａ 上限值为 ６ ３ μｍ。
④ 其余表面的 Ｒａ 上限值为 １２ ５ μｍ。

班级 姓名 学号

—５６—



５ 根据配合代号查表， 并将有关数据填在表中。

项　 　 目
基本

尺寸

最大极

限尺寸

最小极

限尺寸
上偏差 下偏差 公差

基本

偏差

ϕ５０ Ｋ７
ｈ６

孔 ϕ５０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１８

轴 ϕ５０ －０
－０ ０１６

６ 解释配合代号的意义， 分别标注出轴和孔的直径及极限偏差。
ϕ４０Ｈ８ ／ ｆ７： 基本尺寸 ， 属于基 制 配合， 孔的公差等级为 ， 轴的公差等级为 。

班级 姓名 学号

—６６—



７ 解释几何公差的含义。

（１）
（２）
（３）
（４）
（５）

班级 姓名 学号

—７６—



任务 ５ ３　 零件图的识读
１ 读齿轮轴零件图， 在指定位置补画 Ａ － Ａ 断面图 （键槽深 ２ ｍｍ）， 并完成思考题。

思考题

１ 说明 ϕ２０ｆ７ 的含义： ϕ２０ 为 ， ｆ７ 是 ， 如将 ϕ２０ｆ７
写成有上下偏差的形式， 注法是 。

２ 说明 的含义：
３ 在图中用文字和指引线标出长、 宽、 高方向的主要尺寸基准， 并指出轴向主要的定

位尺寸。
４ 指出图中的工艺结构： 它有 处倒角， 其尺寸分别为 ； 有

处退刀槽， 其尺寸为 ； 局部放大图所示的结构是 。
５ 说明 Ｍ１２ ×１ ５ － ６ｇ 的含义：

模数 ｍ ２

齿数 ｚ １８

压力角 α ２０°

精度等级 ８ － ７ － ７

技术要求

１ 调质处理 ２２０ ～ ２５０ ＨＢＳ。
２ 锐角倒钝。

齿轮轴
比例 数量 材料 图号

１ ４５ ＣＬＢ －１２

制图

设计

班级 姓名 学号

—８６—



２ 读零件图并填空。

（１） ① 在图中指出长、 宽、 高三个方向的主要尺寸基准。
② 该零件主视图采用 剖， 左视图采用 剖。
③ 小孔 ϕ４ 的定位尺寸是 。
④ ϕ２４ ＋０ ０７２

＋ ０ ０２０ 基 本 尺 寸 是 ， 最 大 极 限 尺 寸 是

， 上 偏 差 是 ， 下 偏 差 是 ， 公 差

是 。

（２）

① 该零件采用了 个视图， 它们分别是 、 ， 其中 图采用了 剖视。
② 在图中指出长、 宽、 高三个方向的尺寸基准。
③ ２４ ± ０ １４ 的基本尺寸是 ， 上偏差是 ， 下偏差是 ， 公差是 。
④ ϕ６ ＋０ ０１３

０ 小孔的定位尺寸是 。

班级 姓名 学号

—９６—



３ 读零件图并填空。

技术要求：
　 　 　 １ 未注铸造圆角 Ｒ３ ～ Ｒ５。 　 　
　 　 　 ２ 铸造不得有裂纹砂眼等缺陷。
　 　 　 ３ 铸造后应去毛刺和锐边倒角。

壳体
比例 １２

材料 ＨＴ１５０

设计 日期

审核 日期

班级 姓名 学号

—０７—



３ 读零件图并填空。 （续）

（１） 在图上用指引线标出长、 宽、 高三个方向的主要尺寸基准。
（２） ϕ６２Ｈ８ 表示基本尺寸是 ， 公差带代号是 ， 公差等级为 ， 是否基准孔 。
（３） 中心距尺寸 １２８ ± ０ ０５， 最大可加工成 ， 最小可加工成 ， 公差值是 。
（４） Ｍ２４ × １ ５ － ７Ｈ 是 螺纹， 大径是 ， 螺距是 ， 旋向 ， 中径和顶径公差带代号是 。
（５） 表示提取组成要素是 ， 基准要素是 ， 几何公差项目是 ， 公差值

是 。
（６） 壳体右端面的表面结构代号是 ， ϕ８０ 外圆柱面的表面结构代号是 。
（７） 在俯视图上用虚线画出 ϕ３６ 与 ϕ６２Ｈ８ 两圆柱孔的相贯线投影。
（８） 在下面画出主视图的外形图。

班级 姓名 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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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５ ４　 零件图的绘制
１ 读底座零件图。 要求： （１） 补画左视图 （外形）； （２） 补全所缺的两个定位尺寸和三个定形尺寸； （３） 合理地标注各表面的表面结构

符号。

　 　 　 技术要求

１ 未注圆角为 Ｒ３。
２ 铸件不得有砂眼、 裂纹。

底座
比例 数量 材料 图号

１ ＨＴ１５０

制图

设计

班级 姓名 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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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零件图绘制大作业

作业指导

１ 目的

（１） 熟悉和掌握绘制零件图的基本方法和步骤。
（２） 综合运用所学知识， 提高绘制生产中实用零件图的能力。
２ 内容与要求

（１） 根据给定的轴测图绘制零件图。
（２） 用 Ａ３ 图纸绘制， 比例自定。
３ 注意事项

（１） 绘图时， 应严肃、 认真， 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进行。
（２） 全面运用已学过的知识， 综合加以应用。
（３） 绘制的零件图应符合以下要求：
① 符合国家标准 （如视图画法及其标注， 尺寸标注， 技术要

求的注写， 标准结构的画法及标注等）。
② 尽量符合生产实际 （如工艺结构的合理性， 所注尺寸便于

加工和测量， 表面结构、 极限与配合、 几何公差的选用既能保证

零件的质量， 又能使零件的生产成本尽可能低）。
③ 布局合理， 图形简洁， 尺寸清晰， 字迹工整， 便于他人

看图。

图中未标注的尺寸直接从图上量取， 比例 １３。

班级 姓名 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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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６　 装配图的识读与绘制

任务 ６ １　 装配图的认知

１ 读钻模装配图

工作原理：
　 　 钻模是用于加工工件 （图中用细双点画线所示的部

分） 的夹具。 把工件放在件 １ 底座上， 装上件 ２ 钻模板，
钻模板通过件 ８ 圆柱销定位后， 再放置件 ５ 开口垫圈，
并用件 ６ 特制螺母压紧。 钻头通过件 ３ 钻套的内孔， 准

确地在工件上钻孔。

９ 螺母 Ｍ１６ １ ８ 级 ＧＢ ／ Ｔ ６７１０—２０００
８ 销 ５ ｍ ６ × ３０ １ ３５ ＧＢ ／ Ｔ １１９ １—２０００
７ 衬套 １ ４５
６ 特制螺母 １ ３５
５ 开口垫圈 １ ４５
４ 轴 １ ４５
３ 钻套 ３ Ｔ８
２ 钻模板 １ ４５
１ 底座 １ ＨＴ１５０

序号 名称 数量 材料 备注

钻模
比例 共 １０ 张
质量 第 １ 张

７ － ０１

制图
设计
审核

班级 姓名 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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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读钻模装配图 （续）

解答问题：
（１） 该钻模是由 种共 个零件组成；
（２） 主视图采用了 剖和 剖， 剖切平面与俯视图中的 重合， 故省略了标注， 左视图采用了 剖视；
（３） 零件 １ 底座的侧面有 个弧形槽， 与被钻孔工件定位的尺寸为 ；
（４） 钻模板 ２ 上有 个 ϕ１６Ｈ７ ／ ｈ６ 孔， 件号 ３ 的主要作用是 。 图中细双点画线表示 ， 是 画法；
（５） ϕ３２Ｈ７ ／ ｋ６ 是件号 和件号 的配合尺寸， 属于 制的配合， Ｈ７ 表示 的公差带代号， ｋ 表示件号

的 代号， ７ 和 ６ 代表 ；
（６） 三个孔钻完后， 先松开 ， 再取出 ， 工件便可以拆下；
（７） 与件号 １ 相邻的零件有 （只写出件号）；
（８） 钻模的外形尺寸： 长 、 宽 、 高 ；
（９） 拆画件号 ４ （轴） 的零件图。

轴的零件图：

班级 姓名 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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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６ ２　 装配图的识读和拆画零件图
１ 读装配图并拆画零件图

　 　 　 　 　 　 　 　 技术要求

１ 装配后要求齿轮运转灵活。
２ 两齿轮轮齿啮合面应占齿长的 ３ ／ ４ 以上。 齿 轮 油 泵

比例 １１ 图号 Ｂ １８

共 １ 张 第 １ 张

审核

制图
（单 位 名）

班级 姓名 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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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读装配图并拆画零件图 （续）

功用：
用在液压或润滑系统中， 运转后不断迫使液体流动， 在系统中产生一定的流量和压力。
工作原理：
利用一对啮合齿轮的反向旋转， 将液体从进油口吸入， 沿相邻两齿与泵体内壁形成的空腔压向出油口， 输送到系统中的预定部位。
读图思考题：
１ 分析该部件的表达方案， 其左视图中采用了什么画法？
２ 该部件的工作原理是如何实现的？ 在工件状态下， 左视图中传动齿轮轴的旋转方向应该如何？ 若旋转方向相反行不行？
３ 左端盖 １、 泵体 ３、 右端盖 ４ 之间如何定位、 连接？
４ 说明该部件拆卸和组装过程。
５ 说明装配图中所注尺寸的类别。
建议拆画零件：
１—左端盖； ２—泵体； ３—右端盖。

１５ 齿轮轴 １ ４５ ｍ ＝ ３，Ｚ ＝ ９

１４ 压紧螺母 １ ３５

１３ 销 ５Ｍ６ × １８ ４ ４５ ＧＢ ／ Ｔ １１９ １
—２０００

１２ 键 ４ × ４ × １０ １ ４５ ＧＢ ／ Ｔ １０９６
—２００３

１１ 螺钉 Ｍ６ ×１６ １２ ３５ ＧＢ ／ Ｔ ７０ １
—２０００

１０ 螺母 Ｍ１２ １ ３５ ＧＢ ／ Ｔ ６１７０
—２０００

９ 弹簧垫圈 １ ６５Ｍｎ ＧＢ ／ Ｔ ８５９
—１９８７ ２ 垫片 ２ 工业用纸

８ 传动齿轮 １ ４５ ｍ ＝２ ５，Ｚ ＝９ １ 左端盖 １ ＨＴ２０ ４０

７ 轴　 套 １ Ｑｓｎ ６ ３ 序号 零件名称 件数 材　 料 备　 注

６ 密封圈 １ 橡胶

５ 传动齿轮轴 １ ４５ ｍ ＝ ３， Ｚ ＝ ９
齿 轮 油 泵

比例 １１ 图号 Ｂ １８

共 １ 张 第 １ 张

４ 右端盖 １ ＨＴ２０ ４０ 审核

３ 泵　 体 １ ＨＴ２０ ４０ 制图
（单 位 名）

班级 姓名 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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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６ ３　 装配图的绘制

１ 千斤顶的功用和工作原理

千斤顶是用来顶起重物的部件 （见装配示意图）。 它是依靠底

座 １ 上的内螺纹和起重螺杆 ２ 上的外螺纹构成的螺纹副来工作的。
在起重螺杆的顶端安装有顶盖 ５， 并用螺钉 ４ 加以固定， 用以放置

重物。 在起重螺杆的上部有两个垂直正交的径向孔， 孔中插有绞

杠 ３。
千斤顶工作时， 逆时针转动绞

杠 ３， 起重螺杆 ２ 就向上移动， 并将

重物顶起； 顺时针转动绞杠 ３， 螺杆

下降复位。 螺杆的最大行程， 就是

重物向上移动的最大距离。
２ 作业要求

根据千斤顶的装配示意图和各

零件的零件图， 画出千斤顶的装

配图。
３ 装配示意图

４ 明细栏

５ 顶盖 １ ４５
４ 螺钉 １ Ｑ２３５
３ 绞杠 １ Ｑ２３５
２ 起重螺杆 １ ４５
１ 底座 １ ＨＴ２５０

序号 代号 名称 数量 材料 备注
名称 底座 数量 １
图号 ０１ 材料 ＨＴ２５０

班级 姓名 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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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起重螺杆 数量 １
图号 ０２ 材料 ４５

名称 绞杠 数量 １
图号 ０３ 材料 Ｑ２３５

名称 顶盖 数量 １
图号 ０５ 材料 ４５

名称 螺钉 数量 １
图号 ０４ 材料 Ｑ２３５

班级 姓名 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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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请绘制以下装配图， 尺寸从图中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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