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装 配 图 

  

  

教学目的：了解装配图的作用和内容，了解装配图零部件编号及明细表，了解装配工艺结

构，了解读装配图的方法，能绘制和阅读简单的装配图。 

重点：装配图的绘制和阅读。 

难点：装配图的阅读。 

  

9.1 装配图的作用和内容 

9.1.1 装配图的作用 

1．作用：表达工作原理、性能结构、装配关系及必要的技术数据。是制定装配工艺规

程，进行装配、检验、安装及维修的技术文件。 

2．内容： 

（1）一组视图  用以表达机器或部件的工作原理，各组成零件之间的连接及装配关系。 

（2）必要的尺寸  注出与机器或部件的性能、规格、装配、安装有关的尺寸和部件的

外形尺寸。 

（3）技术要求  说明机器或部件的在装配、安装、检验和运行时应达到的技术指标。 

（4）标题拦、零部件序号及明细栏  在装配图中应对每个不同零部件进行编号，并在

明细栏中依次填写零部件的序号、名称、数量、材料及标准件的标准号，在标题栏中应注明

机器或部件的名称、规格、比例、图号及设计、制图及审核人员的签名。 

9.2 装配图的表达方法 

9.2.1 装配图的规定画法 

1 相邻两零件的接触面和配合面只画一条共有的轮廓线，不接触面和不配合面分别画出

各自的轮廓线。 

2 同一零件在各视图中的剖面线的倾斜方向和间隔必须一致；相邻两零件的剖面线的倾

斜方向应相反或方向一致间隔不等，以便区分不同的零件。当零件厚度小于 2mm 时，剖切

后允许用涂黑代替剖面符号。 

3 对于实心零件（如轴、杆、手柄等）和标准件（如螺钉、螺母、垫圈等），若剖切平

面通过其轴线时，均按不剖画出。当剖切平面垂直这些零件的轴线时，则应画出剖面线。 

9.2.2 装配图的特殊画法 



    1 沿零件结合面剖切和拆卸画法 

2 夸大画法 

在装配图中，为了清楚表达薄的垫片、小的间隙、小于 2mm 的孔等，按其实际尺寸很

难在装配图中明显表达时，可适当放大画出。 

3 简化画法 

（1） 对于装配图中若干相同的零件组，如螺钉连接等，可详细的画出一处或几处，

其余的则以点画线表示其中心位置。 

（2） 在装配图中零件的工艺结构，如倒角、倒圆、退刀槽、砂轮越程槽等，可省略

不画。 

（3） 当装配图中需要较详细表示滚动轴承的主要结构时，可采用简化画法，否则只

需采用示意画法。  

（4） 在装配图中，当剖切平面通过某些部件为标准产品的轴线时，可按不剖绘制。 

3 假想画法 

（1）运动零（部）件极限位置表示法在装配图中，当需要表示运动零（部）件的运动

范围或极限位置时，可将运动件画在一个极限位置上，而另一极限位置，则用双点画线画出

该件的外形轮廓。 

（2）相邻零（部）件表示法在装配图中，当需要表示与本部件有装配或安装关系但又

不属于本部件的相邻其他零（部）件时，可用双点画线画出该相邻零（部）件的外形轮廓。  

9.3 装配图的尺寸 

    1 性能（规格）尺寸 

    表示机器或部件性能和规格的尺寸，是设计和选用机器或部件的依据。 

2 装配尺寸 

    表示零件之间装配关系的尺寸，它包括配合尺寸和相对位置尺寸。 

（1）配合尺寸 

（2）相对位置尺寸 

    3 安装尺寸 

将机器或部件安装时所需要的尺寸。  

4 外形尺寸 

表示机器或部件外形，即总长、总宽、总高的尺寸。为包装、运输、安装所需要的空间

大小提供了依据。  



5 其他重要尺寸 

除上述必须标注的四类尺寸外，有时还需注出其他重要尺寸，如运动零件的极限尺寸，

主要零件的重要结构尺寸等。 

9.4 装配图的零部件序号和明细栏 

9.4.1 零件序号 

国家标准规定装配图中零件的序号应按下列规定编写： 

（1）编号方法：在需编号零件的可见轮廓线以内，画一个小圆点，由圆点起用细实线

画一条指引线，并在其末端画一水平短线（细实线约 10mm）或一小圆（细实线），在水平

短线上或小圆内注出零件序号，序号数字比图中尺寸数字大一号。 

（2）相同的零件只对其中一个编号，其数量填在明细栏内。（3）指引线应尽可能均匀

分布，不得相交，且不能与剖面线平行。必要时，指引线可画成折线，但只能曲折一次。 

（4）一组紧固件或装配关系清楚的零件组，可采用公共的指引线进行编号。 

（5）零件序号应按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顺序编写，按水平或垂直方向整齐排列在一条

线上。为确保零件顺序排列，应先检查指引线无遗漏，无重复后，再写零件序号。 

9.4.2 明细栏 

装配图的明细栏是机器或部件的详细目录，画在标题栏的上方，其内容包括：零件序号、

名称、数量、材料、附注和标准。明细栏中的零件序号由下往上顺序填写，若上方位置不够

时，可移一部分紧靠标题栏左边继续填写。明细栏中零件序号应与装配图中的编写序号完全

一致，因此，应先在装配图中编零件序号，然后填写明细栏。 

9.5 常见装配结构 

1 轴肩与孔端面接触处的结构 

2 两零件在同一方向接触面处的结构 

3 可拆卸连接处的结构 

9.6 由零件图画装配图的方法和步骤 

9.6.1 了解部件的工作原理和装配关系 

画图前首先要对部件或装配示意图进行仔细的观察和分析，了解部件的工作原理及各零

件之间的相对位置和装配关系，分析每个零件的作用和传动情况，以及各主要零件的结构形

状，为正确选择表达方案作好准备。 

9.6.2 确定表达方案 

装配图视图表达的重点是清晰地反映机器或部件的工作原理、装配关系及各零件的主要



结构形状，而不侧重零件的全部结构形状。因此，选择装配图的表达方案时，应在满足上述

表达重点的前提下，正确使用装配图的各种表达方法，并力求绘图简单，看图方便。 

1 分析部件，明确表达内容 

在画图前，应首先对所表达的部件进行分析，了解部件的功用、性能、工作原理和装

配关系，从而明确所要表达的具体内容。 

2 主视图的选择 

选择视图时，应首先选择主视图。主视图的选择原则是： 

（1）工作位置原则 应将机器或部件按工作位置放置 

（2）部件特征原则 应选取最能清楚反映部件工作原理和装配关系的方向作为主视图的

投影方向。 

3 其他视图的选择 

主视图确定以后，再根据装配图应表达的内容，检查还有那些内容没有表达清楚，据此

选择适当数量的其他视图来补充主视图中尚未充分表明的结构形状和其他装配、安装关系。 

9.6.3 画装配图 

1 准备工作 

确定了球阀的表达方案以后，根据视图表达方案、部件的大小、尺寸、序号、标题栏、

明细栏及技术要求所需面积，选取适当的绘图比例，确定图幅大小。 

    2 画图步骤 

（1）画图框线，标题栏及明细栏最外轮廓线。 

（2）布置视图，画出各视图的基准线、主要轴线、对称中心线等。并注意在视图附近 

留出编写序号、注写尺寸及注写技术要求的位置。 

（3）画视图底稿。由主视图入手，几个视图配合进行。画剖视图时，以装配干线为基 

准，根据零件的装配关系确定画图顺序，由内向外或由外向内逐个画出各零件。 

（4）标注装配图尺寸。  

（5）画剖面线。 

（6）编写零件序号及技术要求，填写标题栏和明细栏。 

（7）检查底稿，进行修改和清理，最后加深全部图形并签名。 

9.7 读装配图的方法和步骤 

1 概括了解 

（1）了解机器或部件的名称和用途 



（2）了解部件的组成 

    看零件序号和明细栏了解组成该部件的零件名称、数量、规格，找到他们在图中的位置。 

（3）分析视图，了解各视图的名称及投影关系及各自的表达重点 

    2 分析部件的装配关系和工作原理 

对照视图仔细研究部件的装配关系和工作原理是看懂装配图的关键，这两项内容互相联

系，应先看懂装配关系后，研究他的工作原理。 

（1）分析部件的装配关系 

要弄清零件间的配合关系，联接固定方式以及各零件的安装部位。 

（2）分析工作原理 

了解装配关系后，即可分析工作原理。 

（3）分析零件，看清零件的结构形状 

分析零件时的顺序：先看主要零件，后看次要零件；先从容易区分零件轮廓的视图开

始，再看其他视图。 

确定零件结构的方法是： 

① 对投影，分析形体  首先分离零件。根据零件序号、剖面线方向和间隔的不同，实

心体不剖及视图间的投影关系，将零件从各视图中分离出来。 

② 看尺寸，定形状。若尺寸前有“φ ”符号，其形状可确定为圆柱面。 

③ 将零件的作用、加工、装配工艺综合考虑。根据零件在部件中的作用，及与之相配

的其他零件的结构，进一步弄懂零件的细部结构，并把分析零件的投影和作用、加工方法、

装拆方便与否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最后确定并想象出零件的完整形状。 

（4）分析尺寸并了解安装方式和技术要求 

9.8 由装配图拆画零件图 

在设计工作中，首先画出装配图，然后根据装配图拆画零件图（简称拆图）。拆图应在

看懂装配图的基础上进行，拆图时，一般先画主要零件，再按装配顺序画其他零件，以保证

相关的结构形状和尺寸相符。 

1 确定零件视图表达方案 

装配图中的视图是按表达部件的要求设置的。零件图与装配图表达的重点不一样，拆画零件

图时要将零件的结构补充表达完整，重新选择视图的表达方案，不能完全照搬装配图中的视

图表达方法。装配图中省略（如圆角、倒角、退刀槽等）或被遮挡未画出的结构，都要详细

画出。 



2 确定零件图的尺寸 

尺寸标注除按第八章提出的完整、正确、清晰与合理四项基本要求外，还应注意要按

以下几项原则确定。 

（1）装配图中已经注出的有关该零件的尺寸，一般均为重要尺寸，应按原尺寸数据注

出，不能随意改动和遗漏。 

（2）零件的标准结构，如螺栓通孔直径、螺孔深度、倒角、键槽、退刀槽等的尺寸，

应查阅有关标准后再进行标注。 

    （3）齿轮分度圆、两啮合齿轮中心距尺寸，需要计算后注出。 

    （4）其他尺寸均应按比例直接量取注出，一般情况下，应尽量取标准系列值或整数。 

    （5）认真核对与其相配合或相邻零件的有关尺寸和基准，确保相符。 

3 确定零件表面粗糙度和其他技术要求 

根据零件表面的作用、技术要求和加工方法，合理确定其表面粗糙度代号和数值。 

4 校核零件图 

零件图完成后，除对该图进行校核外，还要参照有关零件检查其装配结构、尺寸及公

差配合、表面粗糙度、形位公差是否相符。检查无误后，加深图线并填写标题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