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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表面交线的探析
’

汪俊修

(盐城工学院机械工程系
,

盐城
,

2 2 4。。3)

摘 要 拿件表面 的交线是零件图中的重妥 内容
,

也是零件 图中容易出现错误的地方
。

从具体

零件图出发
,

探讨 了零件表面交线的产生原因
、

空间形状及投影特征
,

举例说 明了正确绘制表

面交线的方法和重要性
。

关健词 表面交线 截文 相贯 投影

分类号 T H 1 2

零件表面的交线是构成零件的各个形体表面之间相交所产生的线
,

零件的外表面和内表

面上都有交线存在
。

零件表面交线是零件各表面的分界线
。

当构成零件的形体及表面的相互

位置关系确定之后
,

交线也就自然存在
,

在图样上画出这些交线
,

可以清晰地表明零件各个表

面和形体的范围
。

正确绘制零件表面交线
,

对零件的制造等有着重要意义
。

如在铸件设计中
,

漏画
、

错画交

线
,

就 会影响模型的制作
,

会使各形体表面之间得不到正确的结合
。

又如在饭金构件的设计中
,

只有交线画得正确才可能使画出的展开图和放样正确
,

才能得到吻合很好的构件
。

但是
,

从学生的课程设计
、

毕业设计以及一些工厂的生产图样来看
,

漏画
、

错画交线的现象

普遍存在
,

有的给读图带来困难
,

有的甚至使生产的零件报废
,

下面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

图 1 ( a) 是一个轴套零件图
。

其中

三条很简单的交线均画错了
,

应画成

直线的画成了曲线
,

曲线应向下弯曲

的却向上弯曲了
。

图 1 ( b) 是轴套交线

的正确画法
。

图 2 ( a) 是一个轴承盖零件图
。

图

中的交线有的漏画
,

有的画错
。

从图 2

b( )可以看出
,

这些交线在图上都是

基本的直线或圆弧
。

以上例子出现漏画
、

错画交线的

现象主要是对交线产生的原因分析不

清
,

对绘制交线的原理和方法掌握不

好
。

其余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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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表面交线的产生与构成零件的基本形体的表面性质
、

相对位置以及几何尺寸有关
。

要

正确画出交线首先必须了解交线的类型
、

性质及其作图方法
。

一
、

零件表面交线的类型

1
、

截交线
:

平面与基本立体相交
,

在其表面形成的交线
。

2
、

相贯线
:

两个基本立体相交
,

表面连接处的交线
。

二
、

表面交线的性质
:

1
、

公有性
:

截交线是截平面与被截立体表面的公有线
。

相贯线是两个相交立体表面的公有线
。

2
、

封闭性
:

截交线是封闭的平面图形
。

相贯线一般是封闭的空间直线或曲线
,

特殊情况下可能为平面曲线

或直线
。



第 4期 汪俊修
.

零件表面交线的探析

三
、

求作交线投影的方法

求作表面交线的投影其实质是求
“

公有点
”

的投影
,

即求封闭多边形的顶点及封闭曲线的

特殊点和一般点
,

然后按一定次序连线
,

并判明交线的可见性
。

在求作交线的过程中一定要分析清楚它们的空间情况和投影特性
:

1
、

分析参与相交的基本立体的类属及表面性质
,

分析相交两立体的相对位置及几何尺寸
。

分析截平面与立体的相对位置
,

从而判断交线的空间形状
。

2
、

分析基本立体或截平面对投影面的相对位置
,

判断交线的投影特性和投影范围
。

3
、

选择正确的作图方法
。

常用的作图方法
:

积聚性法
、

辅助投影法
、

辅助线法
、

斜投影法
、

辅助面法

四
、

零件表面交线的分析举例

(对下文例题中的零件表面交线只作空间分析和投影分析
,

指出作图方法
,

而不作具体投

影点求法的说明
。

)

例 1 分析虎克接头中间联接轴的交线 (图 3)
。

分析 (下文大写 罗马 数字所指的点
、

·

线
,

对应于图中阿拉伯数字所指的点
、

线 )
:

l( )交线 I 一 I 为圆弧
,

是平面 A 切圆球

B 的文线
,

在主视图上反映圆弧实形
,

在俯

视图与左视图上积聚为直线
。

(2 )交线 I 一

l 为直线
,

是平面 A 切圆柱 D 的交线
,

在

主视
、

俯视图上均反映直线实长
,

在左视图

积聚为一点
。

( 3) 交线 l 一 W 一 v 为椭圆曲

线
,

是轴线垂直相交的圆柱孔 C 与圆柱实

体 D 的相贯线
。

在主视图与左视图上的投

影分别积聚为 C 与 D 的圆弧
,

在俯视图上

有两处积聚成直线
。

( 4) 由于 C
、

D 直径在

图上相差很小
,

因此俯视图上交线 3一 4 可

近似画成直线
。

例 2 分析吊杆的交线 (图 4)

1
、

左端交线
:

上上一
红一州州

口口可可

2
,,

( 3 ”
)

[[[ 上】】
rrr~ ,尸 , ,,

「「「]]]
口口口口口

图 3 虎头接头联接轴

( l ) I 一 l 为椭圆曲线
,

是轴线垂直相交的等径圆柱 B
、

D 的相贯线 ;它在主视图上积聚为

直线
,

在俯视图上投影为圆弧
。

( 2) 1 一 l 为直线
,

是平面 C 平行于轴线截切圆柱 B 的交线 ;在

主
、

俯视图上均反映直线实长
。

( 3 ) 互一 W为圆弧
,

是平面 M 垂直于轴线截切圆柱 B 的交线 ,在

主
、

俯视图上积聚为直线
。

( 4 ) I 一 v 为直线
,

是平面 A 平行于轴线截切圆柱 B 的交线 ;在主
、

俯视图上均反映直线实长
。

( 5 ) v 一 协为平面曲线
,

是平面 A 平行于圆环轴线截切外环面 F 的

交线 ;在主视图上积聚为直线
,

在俯视图上反映平面曲线实形
。

2
、

右端交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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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姐一 叹为直线
,

是平面 I 平行于轴线截切圈柱 G 的交线 ;在主
、

俯视图上均反映直线实

长
。

( 2) 吠 一 x 为直线
,

是平面 I 和平面 N 的交线
;
在主视图上积聚为一点

,

在俯视图上反映直

线实长
。

( 3 ) x 一 xI 为直线
,

是平面 I 平行于轴线截切圆柱孔 H 的交线 ;在主
、

俯视图上反映直

线实长
.

(4 ) xI 一 粗为回弧
,

是平面 N 垂直于轴线截切圆柱 G 的交线 ;在主
、

俯视图上积聚为直

线
。

(5 ) xI 一 x . 为直线
,

是平面 K 平行于轴线截切圆柱 G 的交线 ;在主
、

俯视图上反映直线实

长
。

( 6 ) x `一 x 丫为圆弧
,

是平面 L 垂直于轴线截切圆柱 G 的交线 ;在主
、

俯视图上积聚为直线
。

( 7 ) x 丫一 x ” 一 x 姐为空间曲线
,

是轴线交叉垂直的半圆柱孔 J 和圆柱 G 的相贯线 ;在主视图上投

影为圆弧
,

在俯视图上投影为曲线
。

圆柱孔 H 与半圆柱孔 J 的相贯线与此相贯线相似
。

( 8 ) x l

一 x一为直线
,

是平面 K 和平面 N 的交线 ;在主视图上积聚为一点
,

在俯视图上反映直线实长
。

( 9 ) x 一 x ,为圆弧
,

是平面 N 垂直轴线截切圆柱孔 H 的交线 ;在主
、

俯视图上积聚为直线
。

本例中的交线
,

除环面上的交线需用辅助线法作图外
,

其余均可直接作图或用积聚性法求

点连线
。

以上几例是对零件图中表面交线的探讨分析
,

从中可以看出表面交线是零件图中的重要

内容
,

也是设计绘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为了设计出符合生产要求的高质量图样
,

工程技术

人员必须很好掌握分析
、

绘制零件表面交线的原理和方法
,

正确画出图样中的表面交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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