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合体及视图的概念

       任何复杂的形体，都可以假想是由一些基本的形
体 (平面体和曲面体) 按一定的连接方式组合而成的，
故将其称为组合体。

        在画法几何中,几何元素在V 、 H 和W三面投影
体系中的投影，称为几何元素的三面投影。而在机械
制图中，国家标准<<机械制图>>规定,将物体向投影
面投影所得的图形称为视图。因此物体在三面体系中
投影所得的图形称为三视图。其正面投影称为主视图，
水平投影称为俯视图，侧面投影称为左视图。

       主、俯视图长对正，主、左视图高平齐，俯、左
视图宽相等。

第七章   组合体的视图与尺寸注法



内容提要：本章主要介绍组合体视图的画法、组合
体的尺寸标注以及阅读组合体视图的方法。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应达到以下要求：

1. 熟练掌握正确绘制组合体视图的方法与步骤。

2. 能够正确、完整、清晰地在视图中标注组合体的尺
寸。

3. 掌握阅读组合体视图的基本方法，能根据视图准
确地想象出组合体的空间形状。

4. 具有根据已知两视图补画第三视图的能力。



7.1  组合体的组合方式及表面连接关
系

7.2  组合体三视图的绘制

7.3  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7.4  组合体视图的阅读



一、组合体的组合方式

 1. 叠加

        基本体叠加在一起可形成组合体。如下图所示：

        组合体的组合方式有叠加与切 割两种基本形式

叠加型组合体

7.1 组合体的组合方式及表面连接关系



    基本体经截切和挖孔可形成组合体。如下图所示：

 2. 切割

切割型组合体

Ⅲ（切去）

Ⅰ（切去）

Ⅱ（切去）

长方体
Ⅳ（挖孔）



v较为复杂的形体,它们的形成往往是既有叠加又有切割的综
合方式

3. 叠加+切割

综合（叠加+切割）型组合体



v同一组合体的组合方式不是唯一的。如下图中的组合
体列出了三种组合方式：

组合方式1

组合方式2

组合方式3



1.  共面

不应有线

共平面 共圆柱面

 二、组合体的表面连接关系

组合体的表面连接关系可分为三种情况:共面、相切、相交



2.  相切

   当两形体相切时，相切处的表面是光滑过渡的，不应画线。如下图所示：

相切处不应有线

相切：光滑过渡无线

平面与圆柱相切，其三视图画法有以下两个特点：

v  在圆柱面有积聚性的视图上可确定切点；

v  在圆柱面没有积聚性的视图上出现“断头”直线（到切点上）。

注意切点位置



无线

无线 无线

相切画法例图



3.  相交

        当两形体相交时，应画出两形体表面相交所产生的交线
（截交线或相贯线）。如下图所示：

截交线

截交线

截交线

截交线



相贯线

相贯线

相贯线

相贯线



综合举例——支座的表面过渡关系

底板

圆筒

凸台

共面

相交

相切
分析视图中彩色线段含义

耳板



7.2 组合体三视图的绘制

一、以叠加为主的组合体三视图的画法

二、以切割为主的组合体三视图的画法

          本节主要介绍根据实物（或立体图）画组合体三
视图的方法和步骤。



一、以叠加为主的组合体三视图的画法

          画此类组合体的视图时，通常采用形体分析法。所谓形体
分析法，就是分析组合体的构成、组合方式、表面连接关系以
及各组成体的相对位置，并据此进行画图和读图的方法。

        现以下图所示的轴承座为例说明此类组合体的绘图过程：

轴承座



1.  分析形体

     应用形体分析法，将轴承座分解为五部分：底板1、圆筒2、
支撑板3、肋板4和凸台5,并分析它们在组合时的表面连接关系。

圆筒2

支撑板3

底板1 

肋板4 

凸台5相切 相交

相交



2.  选择主视图

  主视图的选择一般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v 主视图应该最能反映机件的形状特征，也就是说，在主视图
上能清楚地表达组成该机件的各基本形体的形状以及它们的相
对位置。

v 使主视图符合机件的自然安放位置。

v 尽量减少其它视图中的虚线，因为虚线不便于读图和标注尺
寸。



C

D
A

B

A向：虚线过多
B向：虽然较好地反映
了各形体的相对位置，
但左视图虚线过多

C向：较好地反映轴承
座的轮廓特征，可选作
主视图

D向：较好地反映了各
形体的相对位置，但没
有C向的轮廓特征清楚

v选择C 向视图作为主
视图。



3.  选择图纸幅面进行布局

    根据组合体的大小，按国标选定图样的比例（尽量按1:1绘
制）和图纸幅面，绘制基准线将三个视图的位置均匀地布置在
图面内，在布局时，还应预留尺寸标注的位置。

布局：绘制基准线，确定主、俯、左三个视图的位置



4.  画图步骤

    按形体分析法分解各组成形体以及确定它们之间的相对位
置，逐个画出各形体的视图。必须注意：在逐个画形体时，应
严格遵循“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的三等规律，同时画出
主、俯、左三个视图，这样既能保证各形体之间的相对位置和
投影关系，又能提高绘图速度。

    画图顺序：先画底稿后描深；先画较大形体，后画较小形
体；先画粗略轮廓，后画细节部分。

    底稿完成后，要仔细检查，修正错误，擦去多余图线，再
按规定线型描深。



  轴承座三视图的画图步骤按以下顺序：
        底板  圆筒  支撑板  肋板  凸台

（1）画出底板的三视图：只画外形轮廓，圆角、小圆孔
结构留待稍后再画；

底板1 



（2）画出圆筒的三视图：圆筒顶部的小圆孔稍后与凸台
一起画出；

圆筒2 

注意：此处底板的
轮廓线被圆筒遮挡，
应改画成虚线

注意：圆柱
（回转体）在
非圆投影上也
应画出其中心
轴线（回转轴）



（3）画出支撑板的三视图；

支撑板3

擦去圆柱的部
分轮廓线

注意切点处的
图线画法



（4）画出肋板的三视图；

肋板4

注意截交线
的画法

擦去此处
虚线

擦去圆筒的
部分轮廓线



（5）画出凸台的三视图；

凸台5

注意相贯线
的画法



（6）画出底板上细节部分的三视图：圆角和小圆孔；



（7）检查后，描深。



二、以切割为主的组合体三视图的画法

          画此类组合体的视图时，通常采
用线面分析法，就是分析切割平面的
位置，产生的交线，线面的投影特性
（积聚性、实形性和类似性） ，表面
的形状和相对位置，以便进行画图的
方法。

        首先应画出未切割前完整的基本
形体的视图，然后画出切割后的形体，
各切口部分应从反映其形状特征的视
图开始画起，再画出其它视图。

        现以右图所示的切割型组合体为
例，说明此类组合体的绘图过程：

挖切型组合体



1.  分析形体

     从实体图不难看出，该组合体的原始形状是长方体，其组
合方式如下图所示：

组合方式

Ⅲ（切去）
Ⅱ（切去）

Ⅳ（挖孔）

Ⅰ（切去）



2.  选择主视图

        该投射方向反映了
组合体的自然放置状态，
也反映了部分形体特征。

主视图投
射方向



3.  选择图纸幅面进行布局

画出主、俯、左三个视图的基准线



4.  画图步骤

（1）画出长方体的三视图；



（2）切去形体Ⅰ ：先画反映形体Ⅰ 的特征视图——主视图，
后画其它视图；

长方体被一个正垂面P 和
一个侧平面Q 切去形体Ⅰ。

p′

q′
q″

p″

p

q

P

Q

v  注意正垂面 P  俯
视图与左视图的类似
性，此时 P 为矩形



（3）切去形体Ⅱ ：先画反映形体Ⅱ  的特征视图——俯视
图，后画其它视图；

长方体左端后方被切出一
方槽（形体Ⅱ）。此时 P 
为 “倒凹形”

p′

p″

p

P



（4）切去形体Ⅲ ：先画反映形体Ⅲ 的特征视图——俯
视图，后画其它视图；

长方体左前方被切出一方
槽（形体 Ⅲ ）。此时 P 为 
“平放的F形”

P

p′

p″

p



（5）切去形体Ⅳ ：先画反映形体Ⅳ 的特征视图——左视
图，后画其它视图；

长方体从左至右被挖出
一个小圆柱孔（形体
Ⅳ ）。由于小孔未通过P
面，此时 P 仍为 “平放

的F形”

P

p′

p″

p



（6）检查各表面的三面投影是否正确，特别是正垂面 P 
的类似形是否正确，最后描深图线。

P

p′

p″

p

（本节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