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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基础篇  

第 1章   绪论  

1.1 概述 

CAXA 电子图板是我国自主版权的 CAD 软件系统，它是为满足国内企业界

对计算机辅助设计不断增长的需求，由 CAXA 郑重推出的。CAXA 电子图板是在

广大 CAXA 用户的热切关心下精心开发出来的。自 CAXA 电子图板 Dos 版软件

发布以来，已经有数万正版用户在不断地使用它，利用它来为社会创造价值和财

富。这些热心用户在使用软件的同时，不断地提出合理化的改进建议和功能需求，

促进系统的不断完善，使其更好地符合我国工程设计人员的使用习惯，也促使

CAXA 始终跟踪国内外先进技术，尽力体现科技的最新成果，为用户提供更为全

面的软件系统。 

CAXA 电子图板是功能齐全的通用 CAD 系统。它以交互图形方式，对几何

模型进行实时的构造、编辑和修改，并能够存储各类拓扑信息。CAXA 电子图板

提供形象化的设计手段，帮助设计人员发挥创造性，提高工作效率，缩短新产品

的设计周期，把设计人员从繁重的设计绘图工作中解脱出来，并有助于促进产品

设计的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使得整个设计规范化。 

CAXA 电子图板已经在机械、电子、航空、航天、汽车、船舶、轻工、纺织、

建筑及工程建设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随着 CAXA 电子图板的不断完善，它将

是设计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工具。 

CAXA 电子图板适合于所有需要二维绘图的场合。利用它可以进行零件图设

计、装配图设计、零件图组装装配图、装配图拆画零件图、工艺图表设计、平面

包装设计、电气图纸设计等。 

1.2 系统特点 

CAXA 电子图板具有以下特点： 

（1）自主版权、易学易用 

本系统是自主版权的中文计算机辅助设计绘图系统，具有友好的用户界面，

灵活方便的操作方式。其设计功能和绘图步骤均是从实用角度出发，功能强劲，

操作步骤简练，易于掌握，是您充分发挥创造性思维的有力工具。 

系统在绘图过程中提供多种辅助工具，对您进行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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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使用者的要求降至最低。您无需具备精深的计算机知识，经过短暂的学习使用

即可独立操作，进入实际设计阶段，从而使您的投资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回报。 

智能设计、操作简便 

系统提供强大的智能化工程标注方式，包括尺寸标注、坐标标注、文字标注、

尺寸公差标注、形位公差标注、粗糙度标注等。标注的过程中处处体现“所见即

所得”的智能化思想，您只需选择需要标注的方式，系统自动捕捉您的设计意图，

具体标注的所有细节均由系统自动完成。 

系统提供强大的智能化图形绘制和编辑功能，包括基本的点、直线、圆弧、

矩形等以及样条线、等距线、椭圆、公式曲线等的绘制，提供裁剪、变换、拉伸、

阵列、过渡、粘贴、文字和尺寸的修改等。绘制和编辑过程“所见即所得”。 

系统采用全面的动态拖画设计，支持动态导航、自动捕捉特征点、自动消隐，

具备全程 Undo/Redo 功能。 

体系开放、符合标准 

系统全面支持最新国家标准，通过国家机械 CAD 标准化审查。系统既备有

符合国家标准的图框、标题栏等样式供选用，也可制作自己的图框、标题栏。在

绘制装配图的零件序号、明细表时，系统自动实现零件序号与明细表联动。明细

表还支持 Access 和 Excel 数据库接口。 

系统为使用过其它 CAD 系统的用户提供了标准的数据接口，可以有效地继

承您以前的工作成果以及与其它系统进行数据交换。 

系统支持对象链接与嵌入，您可以在绘制的图形中插入其它 Windows 应用程

序如 Microsoft Word 的文档、Microsoft Excel 的电子表格等，也可以将绘制的图

形嵌入到其它应用程序中。 

系统支持 Truetype 矢量字库和 Shx 形文件，您可以利用中文平台的汉字输入

方法输入汉字，方便地在图纸上输入各种字体的文字。 

参量设计、方便实用 

系统提供方便高效的参数化图库，您可以方便地调出预先定义好的标准图形

或相似图形进行参数化设计，从而极大地减轻了您的绘图负担。对图形的参量化

过程既直观又简便，凡标有尺寸的图形均可参量化入库供以后的调用，未标有尺

寸的图形则可作为用户自定义图符来使用。 

本系统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大量国标图库，覆盖了机械设计、电气设计等各

个行业。 

1.3 运行环境 

系统要求：Windows98/2000/XP；P3 以上；内存 256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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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配置：Windows2000/XP；2Ghz 以上 CPU；内存 512M 以上；NVIDIA

显卡。 

1.4 关于用户手册 

本指南详细地阐述了 CAXA 电子图板基本命令的用法，并结合适当的应用实

例演示其操作过程，具体介绍如何合理地使用 CAXA 电子图板去完成一个设计目

标。您可以在使用 CAXA 电子图板的同时，认真阅读本手册，掌握软件的使用方

法。 

CAXA 电子图板用户手册是一本迅速获取信息的手册，在每一章节中均有序

地介绍其功能、命令名和操作说明，必要时还附有简单的操作例子，您可以根据

目录查找相应的命令和功能，以便快速获得相应信息。本手册深入浅出，简单明

了，层次清晰，结构合理，根据不同用户的需求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为基础篇，

高级篇，增强功能篇，综合实例篇以及附录。用户通过学习这本手册，可以全面

的了解 CAXA 电子图板，并能顺利的熟悉电子图板的绘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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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快速入门  

2.1  CAXA电子图板系统安装和卸载 

启动 Windows9X/2000/XP，将《CAXA 电子图板》的光盘放入光盘驱动器，

欢迎画面将自动弹出，单击上面相应的按钮即可运行电子图板安装程序。若欢迎

画面没有自动弹出，请您打开【我的电脑】，点中光盘图标，右击并选择【打开】，

在光盘目录中找到 Autorun.exe 文件，并双击运行它即可启动欢迎画面。 

1. 安装开始前会出现一个安装对话框，这个对话框是为安装收集信息，

安装程序会利用此对话框，要求您选择安装时的一些细节问题。 

（1） 选择阅读安装向导的语言。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语言阅读安装程

序，单击【确定】继续安装程序，或单击【取消】退出。 

（2） 欢迎画面。单击【下一步】，继续安装程序，或者单击【取消】

则出现退出安装对话框，单击【继续】则继续安装程序，或单击【退出设置

程序】则退出安装程序，返回操作系统。 

（3） 许可协议。如果您接受此协议，请单击【是】，继续安装，如果

您不接受此协议，请您单击【否】，退出安装程序。 

（4） CAXA 电子图板安装特别说明。请阅读此说明后单击【下一步】，

继续安装程序。 

（5） 用户信息。请您输入您的姓名及所在单位和产品序列号在您确认

您的姓名及所在单位和产品序列号输入正确后，单击【下一步】继续安装程

序。软件的序列号您可以从【软件的使用授权证书】得到，注意产品序列号

字符区分大小写。 

（6） 安装路径。安装程序默认将软件安装到 C 盘的\CAXA\CAXAEB\

目录下；单击【浏览】，可以将软件安装到其它位置。 

（7） 选择电子图板运行时的语言，单击【下一步】继续。 

（8） 选择要安装的组件。在各个模块前的复选框内打钩确认是否要安

装，单击【下一步】继续。 

（9） 设置开始菜单的电子图板图标文件夹，单击【下一步】。 

（10） 安装程序设置确认。在您确认了上述操作后，单击【下一步】

开始安装。安装完成后，将自动弹出电子图板的启动文件夹。 

2. 在安装完成后您就可以从光盘驱动器中取出“CAXA 电子图板”光盘，

以后每次运行 CAXA 电子图板不用再放入“CAXA 电子图板”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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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可以单击桌面左下角的【开始】→【设置】→【控制面版】中的【添

加/删除程序】，双击“CAXA 电子图板”将出现【确认文件删除】对话框。

单击【是】则开始卸载“CAXA 电子图板”。单击【否】则退出卸载程序。

也可以直接单击系统【开始】按钮，进入电子图板的路径单击【卸载电子图

板】进行卸载。 

 

2.2  运行CAXA电子图板 

有三种方法可以运行 CAXA 电子图板。 

1. 在正常安装完成时在 Windows 桌面会出现“CAXA 电子图板”的图

标，双击“CAXA 电子图板”图标就可以运行软件。 

2. 您也可以单击桌面左下角的【开始】→【程序】→【CAXA 电子图板

2007】→【 CAXA 电子图板】来运行软件。 

3. 您也可以从电子图板的安装目录下…CAXAEB\bin\目录下有一个

Eb.exe 文件，双击运行它即可。 

退出 CAXA 电子图板系统。 

Quit或Exit 

单击【文件】菜单中的【退出】选项或右上角的关闭按钮。如果系统当前文

件没有存盘，则弹出一个确认对话框，如图 2-0 所示。 

 

图 2-0 退出确认 

系统提示用户是否要存盘，对对话框提示作出选择后，即退出系统。 

2.3  熟悉电子图版界面 

用户界面（简称界面）是交互式绘图软件与用户进行信息交流的中介。系统

通过界面反映当前信息状态或将要执行的操作，用户按照界面提供的信息做出判

断，并经由输入设备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因此，用户界面被认为人机对话的桥梁。 

CAXA 电子图板的用户界面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菜单条、工具栏和状态栏

部分。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CAXA 电子图板提供了立即菜单的交互方式，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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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传统的逐级查找的问答式交互，使得交互过程更加直观和快捷。 

2.3.1  屏幕画面的分布 

CAXA 电子图板使用最新流行界面，如图 2-1 所示，更贴近用户，更简明易

懂。 

 

图 2-1 新界面 

单击任意一个菜单项（例如设置），都会弹出一个子菜单，见图 2-2。 

移动鼠标到【绘制工具】工具栏，在弹出的当前绘制工具栏中单击任意一个

按钮，系统会弹出一个立即菜单，并在状态栏显示相应的操作提示和执行命令状

态，见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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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菜单结构 

在立即菜单环境下，用鼠标单击其中的某一项（例如【1.两点线】）或按【Alt+

数字】组合键（例如【Alt+1】），会在其上方出现一个选项菜单或者改变该项的

内容。（见图 2-3 左下方） 

另外，在这种环境下（工具菜单提示为【屏幕点】），使用空格键，屏幕上

会弹出一个被称为【工具点菜单】的选项菜单。用户可以根据作图需要从中选取

特征点进行捕捉。（见图 2-3 右） 

      

图 2-3  立即菜单的选项菜单及工具点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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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用户界面说明 

下面向读者介绍用户界面的主要内容。 

1. 绘图区 

绘图区是用户进行绘图设计的工作区域，如图 2-1 所示的空白区域。它位于

屏幕的中心，并占据了屏幕的大部分面积。广阔的绘图区为显示全图提供了清晰

的空间。 

在绘图区的中央设置了一个二维直角坐标系，该坐标系称为世界坐标系。它

的坐标原点为（0.0000，0.0000）。 

CAXA 电子图板以当前用户坐标系的原点为基准，水平方向为 x 方向，并且

向右为正，向左为负。垂直方向为 y 方向，向上为正，向下为负。 

在绘图区用鼠标拾取的点或由键盘输入的点，均为以当前用户坐标系为基

准。 

2. 菜单系统 

CAXA 电子图板的菜单系统包括主菜单、立即菜单和工具菜单三个部分。 

主菜单区 

如图 2-4 所示，主菜单位于屏幕的顶部。它由一行菜单条及其子菜单组成，

菜单条包括文件、编辑、视图、格式、绘制、标注、修改、工具和帮助等。每个

部分都含有若干个下拉菜单。 

 

图 2-4  菜单条 

立即菜单区 

立即菜单描述了该项命令执行的各种情况和使用条件。用户根据当前的作图

要求，正确地选择某一选项，即可得到准确的响应。 

工具菜单包括工具点菜单、拾取元素菜单。 

3. 状态栏 

CAXA 电子图板提供了多种显示当前状态的功能，它包括屏幕状态显示，操

作信息提示，当前工具点设置及拾取状态显示等等。 

当前点坐标显示区 

当前点的坐标显示区位于屏幕底部状态栏的中部。当前点的坐标值随鼠标光

标的移动作动态变化。 

操作信息提示区 

操作信息提示区位于屏幕底部状态栏的左侧，用于提示当前命令执行情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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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用户输入。 

工具菜单状态提示 

当前工具点设置及拾取状态提示位于状态栏的右侧，自动提示当前点的性质

以及拾取方式。例如，点可能为屏幕点、切点、端点等等，拾取方式为添加状态、

移出状态等。 

点捕捉状态设置区 

点捕捉状态设置区位于状态栏的最右侧，在此区域内设置点的捕捉状态，分

别为自由、智能、导航和栅格。 

命令与数据输入区 

命令与数据输入区位于状态栏左侧，用于由键盘输入命令或数据。 

命令提示区 

命令提示区位于命令与数据输入区与操作信息提示区之间，显示目前执行的

功能的键盘输入命令的提示，便于用户快速掌握电子图板的键盘命令。 

4. 工具栏 

在工具栏中，可以通过鼠标左键单击相应的功能按钮进行操作，系统默认工

具栏包括【标准】工具栏、【属性】工具栏、【常用】工具条、【绘图工具】工

具栏、【绘图工具 II】工具栏、【标注工具】工具栏、【图幅操作】工具栏、【设

置工具】工具栏、【编辑工具】工具栏。工具栏也可以根据用户自己的习惯和需

求进行定义。自定义工具栏，在界面定制一章中有详细介绍。 

 

图 2-5 默认工具栏 

2.4  基本操作 

2.4.1  命令的执行 

CAXA 电子图板在执行命令的操作方法上，为用户设置了鼠标选择和键盘输

入两种并行的输入方式，两种输入方式的并行存在，为不同程度的用户提供了操

作上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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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选择方式主要适合于初学者或是已经习惯于使用鼠标的用户。所谓鼠标

选择就是根据屏幕显示出来的状态或提示，用鼠标光标去单击所需的菜单或者工

具栏按钮。菜单或者工具栏按钮的名称与其功能相一致。选中了菜单或者工具栏

按钮就意味着执行了与其对应的键盘命令。由于菜单或者工具栏选择直观、方便，

减少了背记命令的时间。因此，很适合初学者采用。 

键盘输入方式是由键盘直接键入命令或数据。它适合于习惯键盘操作的用

户。键盘输入要求操作者熟悉了解软件的各条命令以及它们相应的功能，否则将

给输入带来困难，实践证明，键盘输入方式比菜单选择输入效率更高。希望初学

者能尽快掌握和熟悉它。 

在操作提示为【命令名】时，使用鼠标右键和键盘回车键可以重复执行上一

条命令，命令结束后会自动退出该命令。 

2.4.2  点的输入 

点是最基本的图形元素，点的输入是各种绘图操作的基础。因此，各种绘图

软件都非常重视点的输入方式的设计。力求简单、迅速、准确。 

CAXA电子图板也不例外，除了提供常用的键盘输入和鼠标单击输入方式外，

还设置了若干种捕捉方式。例如：智能点的捕捉、工具点的捕捉等。 

由键盘输入点的坐标 

点在屏幕上的坐标有绝对坐标和相对坐标两种方式。它们在输入方法上是完

全不同的，初学者必须正确地掌握它们。 

绝对坐标的输入方法很简单，可直接通过键盘输入 x,y 坐标，但 x,y 坐标值

之间必须用逗号隔开。例如：30，40。 

相对坐标是指相对系统当前点的坐标，与坐标系原点无关。输入时，为了区

分不同性质的坐标，CAXA 电子图板对相对坐标的输入作了如下规定：输入相对

坐标时必须在第一个数值前面加上一个符号@，以表示相对。例如：输入@60，

84，它表示相对参考点来说，输入了一个 x 坐标为 60，y 坐标为 84 的点。另外，

相对坐标也可以用极坐标的方式表示。例：@60<84 表示输入了一个相对当前点

的极坐标。相对当前点的极坐标半径为 60，半径与 x 轴的逆时针夹角为 84°。 

参考点的解释：参考点是系统自动设定的相对坐标的参考基准。它通常是用

户最后一次操作点的位置。在当前命令的交互过程中，用户可以按 F4 键，专门

确定希望的参考点。 

鼠标输入点的坐标 

鼠标输入点的坐标就是通过移动十字光标选择需要输入的点的位置。选中后

按下鼠标左键，该点的坐标即被输入。鼠标输入的都是绝对坐标。用鼠标输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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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一边移动十字光标，一边观察屏幕底部的坐标显示数字的变化，以便尽快

较准确地确定待输入点的位置。 

鼠标输入方式与工具点捕捉配合使用可以准确地定位特征点。如端点、切点、

垂足点等等。用功能键 F6 可以进行捕捉方式的切换。 

工具点的捕捉 

工具点就是在作图过程中具有几何特征的点，如圆心点、切点、端点等。 

所谓工具点捕捉就是使用鼠标捕捉工具点菜单中的某个特征点。工具点菜单

的内容和方法在前面作了说明。 

用户进入作图命令，需要输入特征点时，只要按下空格键，即在屏幕上弹出

下列工具点菜单： 

 

屏幕点（S）： 屏幕上的任意位置点； 

端点（E）： 曲线的端点； 

中心（M）： 曲线的中点； 

圆心（C）： 圆或圆弧的圆心； 

交点（I）： 两曲线的交点； 

切点（T）： 曲线的切点； 

垂足点（P）： 曲线的垂足点； 

最近点（N）： 曲线上距离捕捉光标最近的点； 

孤立点（L）： 屏幕上已存在的点； 

象限点（Q）： 圆或圆弧的象限点。 

 

工具点的默认状态为屏幕点，用户在作图时拾取了其它的点状态，即在提示

区右下角工具点状态栏中显示出当前工具点捕获的状态。但这种点的捕获一次有

效，用完后立即自动回到【屏幕点】状态。 

工具点的捕获状态的改变，也可以不用工具点菜单的弹出与拾取，用户在输

入点状态的提示下，可以直接按相应的键盘字符（如“E”代表端点、“C”代表

圆心等等）进行切换。 

 



CAXA 电子图板2007 

26 

 

图 2-6  工具点捕获 

 

在使用工具点捕获时，捕捉框的大小可用主菜单【设置】中菜单项【拾取设

置】（命令名 objectset），在弹出对话框【拾取设置】中预先设定。 

当使用工具点捕获时，其它设定的捕获方式暂时被取消，这就是工具点捕获

优先原则。 

图 2-6 为用直线（Line）命令绘制公切线，并利用工具点捕获进行作图，其

操作顺序如下： 

【直线】菜单项； 

当系统提示【第一点】时：按空格键，在工具点菜单中选【切点】，拾取圆，

捕获【切点】； 

当系统提示【下一点】时：按空格键，在工具点菜单中选【切点】，拾取另

一圆，捕获【切点】。 

2.4.3  选择（拾取）实体 

绘图时所用的直线、圆弧、块或图符等，在交互软件中称为实体。每个实体

都有其相对应的绘图命令。CAXA 电子图板中的实体有下面一些类型：直线、圆

或圆弧、点、椭圆、块、剖面线、尺寸等等。 

拾取实体，其目的就是根据作图的需要在已经画出的图形中，选取作图所需

的某个或某几个实体。拾取实体的操作是经常要用到的操作，应当熟练地掌握它。

已选中的实体集合，称为选择集。当交互操作处于拾取状态（工具菜单提示出现

【添加状态】或【移出状态】）时用户可通过操作拾取工具菜单来改变拾取的特

征。 

拾取所有 

拾取所有就是拾取画面上所有的实体。但系统规定，在所有被拾取的实体中

不应含有拾取设置中被过滤掉的实体或被关闭图层中的实体。 

拾取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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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系统为拾取添加状态，此后拾取到的实体，将放到选择集中。（拾取操

作有两种状态：【添加状态】和【移出状态】）。 

取消所有 

所谓取消所有，就是取消所有被拾取到的实体。 

拾取取消 

拾取取消的操作就是从拾取到的实体中取消某些实体。 

取消尾项 

执行本项操作可以取消最后拾取到的实体。 

重复拾取 

拾取上一次选择的实体 

上述几种拾取实体的操作，都是通过鼠标来完成的。也就是说，通过移动鼠

标的十字光标，将其交叉点或靶区方框对准待选择的某个实体，然后按下鼠标左

键，即可完成拾取的操作。被拾取的实体呈拾取加亮颜色的显示状态（默认为红

色），以示与其它实体的区别。在本书后面讲述具体操作时，出现的拾取实体，

其含义和结果是等效的。 

2.4.4  右键直接操作功能 

【功能】  

本系统提供面向对象的功能，即用户可以先拾取操作的对象（实体），后选

择命令，进行相应的操作。该功能主要适用于一些常用的命令操作，提高交互速

度，尽量减少作图中的菜单操作，使界面更为友好。 

【操作步骤】 

在无命令执行状态下，用鼠标左键或窗口拾取实体，被选中的实体将变成拾

取加亮颜色（默认为红色），此时用户可单击任一被选中的元素，然后按下鼠标

左键移动鼠标来随意拖动该元素。对于圆、直线等基本曲线还可以单击其控制点

（屏幕上的紫色亮点，如图 2-7 右）来进行拉伸操作。进行了这些操作后，图形

元素依然是被选中的，即依然是以拾取加亮颜色显示。系统认为被选中的实体为

操作的对象，此时按下鼠标右键，则弹出相应的命令菜单(如图 2-7 左)，单击菜

单项，则将对选中的实体进行操作。拾取不同的实体（或实体组），将会弹出不

同的功能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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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右键直接操作功能 

2.4.5  其它常用的操作 

本系统具有计算功能，它不仅能进行加、减、乘、除、平方、开方和三角函

数等常用的数值计算，还能完成复杂表达式的计算。 

例如：60/91+（44.35）/23; 

       Sqrt（23）; 

       Sin（70*3.1415926/180）等等。 

2.4.6  立即菜单的操作 

用户在输入某些命令以后，在绘图区的底部会弹出一行立即菜单。例如，输

入一条画直线的命令（从键盘输入【line】或用鼠标在【绘图】工具栏单击【直

线】按钮 ），则系统立即弹出一行立即菜单及相应的操作提示： 

图 2-8 立即菜单 

此菜单表示当前待画的直线为两点线方式，非正交的连续直线。在显示立即

菜单的同时，在其下面显示如下提示：【第一点（切点，垂足点）：】。括号中

的【切点，垂足点】表示此时可输入切点或垂足点。需要说明的是，在输入点时，

如果没有提示（切点，垂足点），则表示不能输入工具点中的切点或垂足点。用

户按要求输入第一点后，系统会提示【第二点（切点，垂足点）：】。用户再输

入第二点，系统在屏幕上从第一点到第二点画出一条直线。 

立即菜单的主要作用是可以选择某一命令的不同功能。可以通过鼠标单击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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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菜单中的下拉箭头或用快捷键“Alt+数字键”进行激活，如果下拉菜单中有很

多可选项我们使用快捷键“ALT+连续数字键”进行选项的循环。如上例，如果

想在两点间画一条正交直线，那么可以用鼠标单击立即菜单中的【3.非正交】或

用快捷键 Alt＋3 激活它，则该菜单变为【3.正交】。如果要使用【平行线】命令，

那么可以用鼠标单击立即菜单中的【1 平行线】或用快捷键【Alt＋1】激活它。 

2.5  文件操作 

众所周知，人们在使用计算机的时候，都是以文件的形式把各种各样的信息

数据存储在计算机中，并由计算机管理。因此，文件管理的功能如何，直接影响

用户对系统使用的信赖程度。当然，也直接影响到绘图设计工作的可靠性。 

CAXA 电子图板为用户提供了功能齐全的文件管理系统。其中包括文件的建

立与存储、文件的打开与并入、绘图输出、数据接口和应用程序管理等等。用户

使用这些功能可以灵活、方便地对原有文件或屏幕上的绘图信息进行文件管理，

有序的文件管理环境既方便了用户的使用，又提高了绘图工作的效率，它是电子

图板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件管理功能通过主菜单中的【文件】菜单来实现，单击该菜单项，系统弹

出子菜单，见图 2-9。 

 

图 2-9 文件子菜单 

单击相应的菜单项，即可实现对文件的管理操作。下面将按照子菜单列出的

菜单内容，向读者介绍各类文件的管理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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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检索参见第 12 章；绘图输出参见第 7 章。 

2.5.1  新文件 

创建基于模板的图形文件。 

【命令名】New 

单击子菜单中的【新文件】菜单项，系统弹出新建对话框（见图 2-10）。 

 

图 2-10  选择模板文件对话框 

对话框中列出了若干个模板文件，它们是国标规定的 A0－A4 的图幅、图框

及标题栏模板以及一个名称为 Eb.tpl 的空白模板文件。这里所说的模板，实际上

就是相当于已经印好图框和标题栏的一张空白图纸。用户调用某个模板文件相当

于调用一张空白图纸。模板的作用是减少用户的重复性操作。 

选取所需模板，单击【在当前窗口新建】按钮，一个用户选取的模板文件被

调出，并显示在屏幕绘图区，这样一个新文件就建立了。由于调用的是一个模板

文件，在屏幕顶部显示的是一个无名文件。从这个操作及其结果可以看出，CAXA

电子图板中的建立文件，是用选择一个模板文件的方法建立一个新文件，实际上

是为用户调用一张有名称的绘图纸，这样就大大地方便了用户，减少了不必要的

操作，提高了工作效率。如果选择模板后，单击【在新窗口中新建】将新打开一

个电子图板绘图窗口。 

建立好新文件以后，用户就可以应用前面介绍的图形绘制、编辑、标注等各

项功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各种操作了。但是，用户必须记住，当前的所有操作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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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记录在内存中，只有在存盘以后，用户的绘图成果才会被永久地保存下来。 

用户在画图以前，也可以不执行本操作，采用调用图幅、图框的方法或者以无

名文件方式直接画图，最后在存储文件时再给出文件名。 

2.5.2  打开文件 

打开一个 CAXA 电子图板的图形文件或其他绘图文件的数据。 

【命令名】Open 

单击子菜单中的【打开文件】菜单项，系统弹出打开文件对话框（见图 2-11）。 

 

 

图 2-11  打开文件 

对话框上部为 Windows 标准文件对话框，下部为图纸属性和图形的预览。 

选取要打开的文件名，单击【确定】按钮，系统将打开一个图形文件。 

如果读入的为 Dos 版文件，则没有图纸属性和图形的预览，且在打开文件后，

将原来的 DOS 版文件作一个备份，将扩展名改为 Old，存放在 TEMP 目录下。 

要打开一个文件，也可单击 按钮。 

在【打开文件】对话框中，单击【文件类型】右边的下拉箭头，可以显示出

CAXA 电子图板所支持的数据文件的类型，通过类型的选择我们可以打开不同类

型的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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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打开文件类型选择 

Dwg/Dxf 文件打开 

参见第 13 章 数据接口 

WMF 文件打开 

在文件类型中选择【Wmf 文件】，可打开 Windows 系统常用的 Wnf 图形文

件。 

选择文件名后，单击【打开】按钮，打开所选的 WMF 文件。 

DAT 文件打开 

在文件类型中选择【Dat 文件】，可打开以文本形式生成的数据文件,获取

ME 软件几何数据。 

选择文件名后，单击【打开】按钮，打开所选的 DAT 文件。 

IGES 文件打开 

在文件类型中选择【Iges 文件】，可打开 IGES 文件。 

选择文件名后，单击【打开】按钮，打开所选的 IGES 文件。 

HPGL 老/新版本文件打开 

如果用户选择 Hpgl 语言将图形输出到指定的文件中（文件扩展名一般为

“.Plt”），则可用此功能再将文件打开到 CAXA 电子图板中。 

选择文件名后，单击【打开】按钮，读入所选的 Hpgl 文件。 

在新窗口中打开文件 

 电子图板 2007 可以用此功能直接打开另外一个绘图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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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存储文件 

将当前绘制的图形以文件形式存储到磁盘上。 

【命令名】Save 

单击子菜单中的【存储文件】菜单项，如果当前没有文件名，则系统弹出一

个如图 2-20 所示的存储文件对话框。 

 

图 2-20  存储文件对话框 

在对话框的文件名输入框内，输入一个文件名，单击【确定】按钮。系统即

按所给文件名存盘。 

如果当前文件名存在（即状态区显示的文件名），则直接按当前文件名存盘。

此时，不出现对话框。系统以当前文件名存盘。一般情况下在第一次存盘以后，

当再次选择【存储文件】菜单项或输入 Save 命令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很

正常的，不必担心因无对话框而没有存盘的现象。经常把自己的绘图结果保存起

来是一个好习惯。这样，可以避免因发生意外而使您的绘图成果丢失。 

要对所存储的文件设置密码，按【设置】按扭，按照提示重复设置两次密码就

可以了。注意对于有密码的文件在打开时要输入密码。 

要存储一个文件，也可以单击 按钮。 

在【保存文件】对话框中，单击【文件类型】右边的下拉箭头，可以显示出

CAXA 电子图板所支持的数据文件的类型，通过类型的选择我们可以保存不同类

型的数据文件。如图 2-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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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存储类型选择 

2.5.4  电子图板其他版本文件保存 

在文件类型可以选用“电子图板 2005 文件”、“电子图板 XP 文件”、“电

子图板 V2 文件”、“电子图板 2000 文件”、“电子图板 97 文件”这一功能使

电子图板各版本之间的数据转换便捷。详细内容参见第 13 章 数据接口。 

2.5.5  Iges文件保存 

输出 Iges 文件。 

在类型中选择【Iges 文件（*.igs）】。 

输入文件名后，单击【确定】按钮，输出所选的 IGES 文件。 

Hpgl 老版本文件保存 

在类型中选择【Hpgl 老版本文件（*.plt）】。 

输入文件名后，单击【确定】按钮，输出所选的 HPGL 老版本文件。 

位图保存 

将所绘制图形以*.bmp 位图格式输出。 

另存文件 

将当前绘制的图形另取一个文件名存储到磁盘上。 

【命令名】Saveas 

单击子菜单中的【另存文件】菜单项，则系统弹出一个如图 2-12 所示的对话

框。 

(2) 其余操作步骤见【存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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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并入文件 

将用户输入的文件名所代表的文件并入到当前的文件中。如果有相同的层，

则并入到相同的层中。否则，全部并入当前层。 

【命令名】Merge 

单击子菜单中的【并入文件】菜单项，系统弹出如图 2-22 所示的并入文件对

话框。 

 

图 2-22 并入文件对话框 

选择要并入的文件名，单击【打开】按钮。 

系统弹出以下立即菜单： 

其中立即菜单选项【比例】指并入图形放大（缩小）比例。 

根据系统提示输入并入文件的定位点后，系统再提示：【请输入旋转角：】 

用户输入旋转角后，则系统会调入用户选择的文件，并将其在指定点以给定

的角度并入到当前的文件中。此时，两个文件的内容同时显示在屏幕上。而原有

的文件保留不变，并入后的内容可以用一个新文件名存盘。 

注意：将几个文件并入一个文件时最好使用同一个模板，模板中定好这张图

纸的参数设臵，系统配臵以及层、线型、颜色的定义和设臵，以保证最后并入时，

每张图纸的参数设臵及层、线型、颜色的定义都是一致的。 

2.5.7  部分存储 

将图形的一部分存储为一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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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名】Partsave 

单击子菜单中的【部分存储】菜单项，系统提示：【拾取元素：】 

拾取要存储的元素，拾取完后用鼠标右键确认。然后系统提示：【请给定图

形基点：】 

指定图形基点后，系统弹出一个如图 2-.23 所示的部分存储对话框，输入文

件名后，即将所选中的图形存入给定的文件名中。 

 

图 2-23 部分存储文件对话框 

其部分存储的文件类型选择，参见【存储文件】。 

注意：部分存储只存储了图形的实体数据而没有存储图形的属性数据(系统

设臵，系统配臵及层、线型、颜色的定义和设臵)，而存储文件菜单则将图形的

实体数据和属性数据都存储到文件中。 

2.6  视图控制 

2.6.1  概述 

本书在第四章，将会详细地介绍了绘制和编辑图形的有关命令以及相应的操

作方法，为了便于绘图，CAXA 电子图板还为用户提供了一些控制图形的显示命

令。一般来说，视图命令与绘制、编辑命令不同。它们只改变图形在屏幕上的显

示方法，而不能使图形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它们允许操作者按期望的位置、比例、

范围等条件进行显示，但是，操作的结果既不改变原图形的实际尺寸，也不影响

图形中原有实体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简而言之，视图命令的作用只是改变了主

观视觉效果，而不会引起图形产生客观的实际变化。图形的显示控制对绘图操作，

尤其是绘制复杂视图和大型图纸时具有重要作用，在图形绘制和编辑过程中要经

常使用它们。 

视图控制的各项命令安排在屏幕子主菜单的【视图】菜单中，见图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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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视图变换子菜单 

2.6.2  重画 

刷新当前屏幕所有图形。 

【命令名】Redraw 

经过一段时间的图形绘制和编辑，屏幕绘图区中难免留下一些擦除痕迹，或

者使一些有用图形上产生部分残缺，这些由于编辑后 而产生的屏幕垃圾，虽然

不影响图形的输出结果，但影响屏幕的美观。使用重画功能，可对屏幕进行刷新，

清除屏幕垃圾，使屏幕变得整洁美观。 

操作方法很简单，只需用鼠标单击子菜单中的【重画】菜单，或单击【常用】

工具栏中的 按钮，屏幕上的图形发生闪烁，此时，屏幕上原有图形消失，但立

即在原位置把图形重画一遍也即实现了图形的刷新。 

2.6.3  视图窗口 

提示用户输入一个窗口的上角点和下角点，系统将两角点所包含的图形充满

屏幕绘图区加以显示。 

【命令名】Zoom 

在【视图】子菜单中选择【显示窗口】菜单项，或从常用工具箱中选择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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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按提示要求在所需位置输入显示窗口的第一个角点，输入后十字光标立即消

失。此时再移动鼠标时，出现一个由方框表示的窗口，窗口大小可随鼠标的移动

而改变。窗口所确定的区域就是即将被放大的部分。窗口的中心将成为新的屏幕

显示中心。在该方式下，不需要给定缩放系数，CAXA 电子图板将把给定窗口范

围按尽可能大的原则，将选中区域内的图形按充满屏幕的方式重新显示出来。 

【举例】 

图 2-25 为显示窗口操作在实际绘图中的一个应用。在绘制小半径螺纹时，如

果在普通显示模式下，将很难画出内螺纹。而用窗口拾取螺杆部分，在屏幕绘图

区内按尽可能大的原则显示，这样就可以较容易的绘制出内螺纹。 

屏幕边框

拾取窗口

 

(a)拾取窗口           （b）显示变换结果 

图 2-25  显示窗口操作的应用 

 

2.6.4  全屏显示 

全屏幕显示图形。 

【命令名】Fullview 

用鼠标单击【视图】菜单中【全屏显示】选项，或单击【常用】工具栏中的

全屏显示按钮 ，即可全屏幕显示图形。按 Esc 键可以退出全屏显示状态。 

2.6.5  显示平移 

提示用户输入一个新的显示中心点，系统将以该点为屏幕显示的中心，平移

显示图形。 

【命令名】Pan 

用鼠标单击【视图】菜单中【显示平移】选项，然后按提示要求在屏幕上指

定一个显示中心点，按下鼠标左键。系统立即将该点作为新的屏幕显示中心将图

形重新显示出来。本操作不改变放缩系数，只将图形作平行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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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还可以使用上、下、左、右方向键使屏幕中心进行显示的平移。 

2.6.6  显示全部 

将当前绘制的所有图形全部显示在屏幕绘图区内。 

【命令名】Zooma 

单击【视图】子菜单中的【显示全部】选项，或单击【常用】工具栏中【显

示全部】按钮 后，用户当前所画的全部图形将在屏幕绘图区内显示出来，而且

系统按尽可能大的原则，将图形按充满屏幕的方式重新显示出来。 

2.6.7  显示复原 

恢复初始显示状态。（即标准图纸状态） 

【命令名】Home 

用户在绘图过程中，根据需要对视图进行了各种显示变换，为了返回到初始

状态，观看图形在标准图纸下的状态，可用鼠标光标在【视图】子菜单中单击【显

示复原】菜单命令，或在键盘中按 Home 键，系统立即将屏幕内容恢复到初始显

示状态。 

2.6.8  显示放大/缩小 

显示放大  

按固定比例将绘制的图形进行放大显示。 

【命令名】Zoomin 

单击【显示放大】菜单命令，或在键盘中按 PageUp 键，系统将所有图形放

大 1.25 倍显示。 

显示缩小 

按固定比例将绘制的图形进行缩小显示。 

【命令名】Zoomout 

单击【显示缩小】菜单命令，或在键盘中按 PageDown 键，系统将所有图形

缩小 0.8 倍显示。 

2.6.9  显示比例 

显示放大和显示缩小是按固定比例进行缩放，而显示比例功能有更强的灵活

性。可按用户输入的比例系数，将图形缩放后重新显示。 

【命令名】Vscale 

按提示要求，由键盘输入一个（0，1000）范围内的数值，该数值就是图形

放缩的比例系数，并按下回车键。此时，一个由输入数值决定放大（或缩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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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图形被显示出来。 

2.6.10  显示回溯 

取消当前显示，返回到显示变换前的状态。 

【命令名】Prev 

单击【视图】子菜单中的【显示回溯】选项，或在【常用】工具栏中单击显

示回溯按钮 。系统立即将图形按上一次显示状态显示出来。 

2.6.11  显示向后 

返回到下一次显示的状态（同显示回溯配套使用）。 

【命令名】Next 

单击子菜单中的【显示向后】菜单命令。系统将图形按下一次显示状态显示

出来。 

此操作与显示回溯操作配合使用可以方便灵活地观察新绘制的图形。 

【举例】 

屏幕边框

 

（a）                                     （b）          

图 2-26  显示回溯与显示向后 

图 2-26（a）为原图。图 2-33（b）为经过显示放大后的图形。如果对图 2-33

（b）进行【显示回溯】操作，系统将重新显示图 2-33（a），如果将重新显示的

图 2-33（a）进行【显示向后】操作，系统又将图 2-33（b）再次显示出来。 

 

2.6.12  重新生成 

将显示失真的图形进行重新生成的操作，可以将显示失真的图形按当前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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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示状态进行重新生成。 

【命令名】Refresh 

单击【视图(s)】菜单中【重新生成】命令，可以执行重新生成命令。 

圆和圆弧等元素都是由一段一段的线段组合而成，当图形放大到一定比例时

会出现显示失真的效果。如图 2-27 所示: 

 

图 2-27 

这时我们便需要使用【重新生成】命令。 

执行重新生成命令，软件会提示【拾取添加】鼠标变为拾取形状，拾取半径

2.5 的圆形，右击【结束】命令，圆的显示已经恢复正常。如图所示: 

 

2.6.13  全部重新生成 

将绘图区内显示失真的图形全部重新生成。 

【命令名】Refreshall 

单击【视图(s)】菜单中【全部重新生成】命令，可以使图形中所有元素进行

重新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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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4  动态平移 

拖动鼠标平行移动图形。 

【命令名】 Dyntrans 

单击【视图】子菜单中的【动态平移】项或者单击动态平移按钮 ，即可激

活该功能，光标变成动态平移图标，按住鼠标左键，移动鼠标就能平行移动图形。

右击可以结束动态平移操作。 

另外，按住 Ctrl 键的同时按住鼠标左键拖动鼠标也可以实现动态平移，而且

这种方法更加快捷、方便。 

2.6.15  动态缩放 

拖动鼠标放大缩小显示图形。 

【命令名】 Dynscale 

单击【视图】子菜单中的【动态缩放】项或者单击动态显示缩放按钮 ，即

可激活该功能，鼠标变成动态缩放图标，按住鼠标左键，鼠标向上移动为放大，

向下移动为缩小，右击可以结束动态平移操作。 

另外，按住 Ctrl 键的同时按住鼠标右键拖动鼠标也可以实现动态缩放，而且

这种方法更加快捷、方便。 

注意：鼠标的中键和滚轮也可控制图形的显示，中键为平移，滚轮为缩放。 

 

2.7  入门实例 

以一简单零件的主视图和俯视图绘制为例，说明用 CAXA 电子图板 XP 绘图

的主要过程。 

 

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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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视图 

图 2-27 零件主俯视图 

2.7.1  画主视图 

 单击主菜单【绘图】菜单中的【直线】一项或者单击【绘图工具】工具栏

中单击【直线】按钮 （注：单击菜单和按钮的功能相同，以后我们所有功能均

用单击按钮方式）激活绘制直线功能。 

 

图 2-28 基本曲线子菜单 

在立即菜单中选择【两点线】、【连续】、【非正交】方式。系统提示：【第

一点（切点、垂足点）：】，键盘输入坐标（-120，0）并按回车键确认；系统提

示：【第二点（切点、垂足点）：】，输入坐标（120，0）并确认。则生成一条

一条直线。 

 

单击【等距线】按钮 ，立即菜单选择如下，单击【5：距离】，弹出输入

实数菜单，输入距离 20 并确认；同样操作输入份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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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提示拾取生成的直线，拾取到的直线变为红色；出现箭头，按系统提示拾

取向上的箭头方向，等距线生成。 

 

 

 

图 2-29 等距线操作 

单击【直线】按钮 ，按空格键弹出工具点菜单选择【端点】，然后拾取一

条直线的右端；再弹出工具点菜单选择端点，拾取另一条直线的右端，生成一条

直线。同样操作生成左端的直线。 

图 2-30 利用工具点菜单画直线 

单击【圆弧】按钮 ，选择立即菜单如图 2-31 所示，输入半径和起始角度，

并确认。按提示输入圆心坐标（82，20），得到一圆弧。 

 

 

图 2-31 画圆弧 1 

改变起始角=90，终止角=180，输入圆心坐标（-82，20）得到另一圆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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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画圆弧 2 

单击【直线】按钮 ，按空格键在弹出的工具点菜单中选择端点，拾取一圆

弧，然后再按空格键选择端点，拾取另一圆弧得到一直线。 

 

图 2-.41 画直线 

主视图绘制完成，下面进行尺寸标注。 

2.7.2  尺寸标注 

单击【标注工具】工具栏中的【尺寸标注】按钮 ，立即菜单选择【基本标

注】，按系统提示分别拾取标注元素，拾取完后按鼠标左键确认即可。 

 

图 2-42 尺寸标注 

 

2.7.3  设置图纸幅面并且调入图框和标题栏 

单击主菜单的【幅面】子菜单中的【图幅设置】一项，弹出图纸幅面对话框。

选择图纸幅面 A4、绘图比例 1：1、图纸方向横放，选择横 A4 图框、标题栏选择

国标，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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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3 图幅设置对话框 

确定后图框和标题栏调入完成，图纸显示如下。 

 

图 2-44 图纸显示 

 

2.7.4  填写标题栏 

单击【幅面】菜单的【填写标题栏】一项，弹出填写标题栏对话框，在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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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中填写有关的信息并确定即可。 

 

图 2-45 填写标题栏对话框 

 

图 2-46 完整的图纸 

 

2.7.5  画俯视图 

单击【绘制】工具栏中的【矩形】按钮 ，选择如下立即菜单，输入定位中

心坐标（0，0）得到一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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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绘制】工具栏中的【中心线】按钮 ，在立即菜单中填写延伸长度为

3，分别拾取矩形的两较长边，得到矩形的中心线。 

 

 

图 2-47 画中心线 

 

单击【绘制】工具栏中的【圆】按钮 ，在立即菜单中选择【圆心-半径】和

【半径】方式，作圆心为（-78，24）和（-78，-24），半径=25 的两个圆；再作

圆心为（78，20）和（78，-20），半径=22 的两个圆。 

 

 

图 2-48 画圆 

单击【直线】按钮 ，按空格键在点工具菜单中选择切点，拾取圆，重复操

作，作如下与圆两两相切的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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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9 画切线 

单击【绘制】工具栏中的【圆弧】按钮 ，在立即菜单中选择【两点-半径】

方式，按空格键在工具点菜单中选择切点，拾取右边的一圆，再选择切点，拾取

右边另一圆，输入半径 80，得到与两圆相切的圆弧。 

  

图 2-50 画相切圆弧 

 

单击【编辑】工具栏中的【裁剪】按钮 ，裁掉切线内的圆弧。 

 

图 2-51 曲线裁剪 

 

至此主视图绘制完成，尺寸标注、幅面设置、调入图框、标题栏和填写标题

栏的步骤与前面主视图的操作完全相同，在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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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系统设置  

3.1  概述 

为了使初学者能尽快掌握本软件的功能，并在实践中加深理解，本系统为用

户设置了一些初始化的环境和条件。例如，图形元素的线型、颜色、文字的大小

等等，用户根据这些初始化的条件可以很轻松地使用本软件，而不必产生操作上

的顾虑。本软件把为用户设置的这些初始化条件称为系统设置。在系统内，它们

被默认设置，用户可以直接使用它们。 

在经过一段实践以后，如果对系统设置的条件不满意，则可以按照一定的操

作顺序对它们进行修改，重新设置新的参数或条件。 

初学者在学习之初，可以越过本章，直接由第四章开始学习。在具备了一定

的操作能力和技巧之后，再学习本章，这样可以对系统设置的内容和条件掌握得

更加具体和透彻。对系统中各类参数或条件的重新设置会更加符合专业上的要

求。 

单击主菜单中的【格式】和【工具】菜单，见图 3-1。然后再单击子菜单的

菜单项，即可执行该菜单功能允许的相应操作。 

            

图 3-1  系统设置子菜单 

下面依次对子菜单各项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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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线型 

单击【格式】菜单中的【线型】一项，弹出设置线型对话框，如图 3-2 所示。 

 

 

图 3-2 设置线型对话框 

在设置线型对话框中显示出系统已有的线型。同时通过它可以定制线型、加

载线型和卸载线型。 

3.2.1  定制线型 

定制系统的线型。 

【命令名】Ltype 

在打开设置线型对话框后，单击【定制线型】按钮，弹出线型定制对话框。 

 

图 3-3 线型定制对话框 

单击【文件名】按钮，弹出文件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可以选择一个已有的

线型文件进行操作，也可以输入新的线型文件的文件名（线型文件的扩展名

为.LIN），系统将弹出消息框进行询问是否创建新的线型文件。如图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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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如果单击【确定】按钮则创建新的线型文件，单击【取消】按钮操作无效。 

在选择或创建了线型文件后，线型对话框变为如图 3-5 所示： 

 

 

图 3-5  系统设置中线型定制对话框 

在【名称】输入框中可以输入新线型的名称或浏览在线型列表框中线型的名

称； 

在【代码】输入框中可以输入新线型的代码或浏览在线型列表框中线型的代

码； 

在【宽度】输入框中可以输入新线型的宽度或浏览在线型列表框中线型的宽

度。 

当以上三项设置完以后，单击【增加】按钮可将当前定义的线型增加到线型

列表框中；如果单击【删除】按钮，则删除在线型列表框中光标所在位置的线型。

在线型预显框中显示当前线型代码所表示的线型的形式（宽度将不被显示出来），

系统线型代码定制规则如下： 

1. 线型代码由 16 位数字组成； 

2. 各位数字为 0 或 1； 

3. 0 表示抬笔，1 表示落笔。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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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操作进行完以后，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将当前的操作结果存入到

线型文件中；单击【取消】按钮所进行操作无效。 

3.2.2  加载线型 

在打开设置线型对话框后，单击【加载线型】按钮，弹出载入线型对话框。 

 

图 3-6 载入线型对话框 

单击【打开文件】，弹出打开线型文件对话框，选择要加载的线型文件，并

单击【打开】按钮，可以把线型文件加入载入线型对话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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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载入线型操作 

单击【选择全部】或者【取消全部】按钮，能把新线型加入线型设置对话框

中或者取消加入的线型。 

3.2.3  卸载线型 

在设置线型对话框中用鼠标单击新线型，【卸载线型】按钮被激活，单击该

按钮便可卸载加入的新线型。 

注意：系统自带的线型不能卸载。 

 

图 3-8 卸载新线型 

3.3  颜色 

设置系统的当前颜色。 

【命令名】Color 

单击【格式】菜单中的【颜色】一项，弹出如图 3-9 所示的对话框。 

 

图 3-.9  系统设置中颜色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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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对话框可以看出系统与 WINDOWS 的标准编辑颜色对话框相似，

只是增加了两个设置逻辑颜色的按钮：Bylayer 和 Byblock。Bylayer 是指当前图

形元素的颜色与图形元素所在层的颜色一致。这样设置的好处是当修改图层颜色

时，属于此层的图形元素的颜色也可以随之改变。Byblock 是指当前图形元素的

颜色与图形元素所在块的颜色一致。 

可以选择基本颜色中的备选颜色作为当前颜色，也可以在颜色阵列中调色，

然后单击【添加到自定义颜色】按钮将所调颜色增加到自定义颜色中。 

单击【确定】按钮确认操作，单击【取消】按钮则操作无效。 

设置完以后系统的属性条上的颜色按钮将变化为对应的颜色。 

本菜单的功能与【属性】工具栏上的【颜色设置】按钮 功能完全相同。 

3.4  层控制 

本项菜单的功能是修改（或查询）图层名、图层描述、图层状态、图层颜色、

图层线型以及创建新层。 

【命令名】Layer 

操作详见第 9 章【图层】。 

3.5  捕捉点设置 

设置鼠标在屏幕上的捕捉方式。 

【命令名】Potset 

单击【工具】菜单中的【捕捉点设置】一项，弹出如图 3-10 所示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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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屏幕点设置对话框 

从以上对话框可以看出系统为鼠标提供了如下几种捕捉方式： 

1 ) 自由点捕捉 

点的输入完全由当前光标的实际定位来确定。 

2 ) 栅格点捕捉 

鼠标捕捉栅格点并可设置栅格点的可见与不可见。 

3 ) 智能点捕捉 

鼠标自动捕捉一些特征点，如圆心、切点、垂足、中点、端点等。捕捉

范围受拾取设置中的拾取盒大小控制。捕捉到特征点时光标显示发生变化。 

4 ) 导航点捕捉 

系统可通过光标对若干种特征点进行导航，如，孤立点、线段端点、线段中

点、圆心或圆弧象限点等，同样在使用导航的同时也可以进行像智能点的捕捉一

样，增强捕捉精度。导航点的捕捉范围受拾取设置中的拾取盒大小控制，导航角

度可以进行选择或者重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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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默认捕捉方式为智能点捕捉。可以利用热键【F6】切换捕捉方式或在状

态条的列表框中进行切换。 

设置捕捉方式为自由点捕捉操作顺序： 

1. 在以上对话框中选取【自由点】。 

2. 单击【确定】按钮，确认此次设置，单击【取消】，放弃此次设置。 

设置捕捉方式为栅格点捕捉操作顺序： 

1. 在以上对话框中选取【栅格点】。 

2. 输入栅格点间距（系统默许值 5.00）。 

3. 如欲显示栅格点，单击对话框中【显示栅格点】。 

4. 单击【确定】按钮，确认此次设置，单击【取消】按钮，放弃此次设置。 

设置捕捉方式为智能点捕捉或导航点捕捉操作顺序： 

1. 在以上对话框中选取【智能点】或【导航点】。 

2. 如欲改变点捕获设置，选取对话框中相应点。 

3. 单击【确定】按钮，确认此次设置，单击【取消】按钮，放弃此次设置。 

设置完后点捕捉状态提示区中的当前捕捉方式（屏幕右下角）变为设置后的

捕捉方式。 

【举例】 

1 ) 栅格点捕捉示例。 

图 3-11 为在栅格点捕获，并且显示栅格点的状态下绘制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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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栅格点捕获 

 

2 ) 导航点捕捉示例 

如图 3-12，已画出左视图，当完成主视图时，在 Y 轴坐标方向，应保证 12

直线与 A 点、34 直线与 C 点、56 直线与 B 点、78 直线与 D 点对齐，要实现这

一点，把 A、B、C、D 作为屏幕点的智能点拾取是不行的，因为现在画的直线并

不是要画到这些点；因此应让它们发挥导航点的作用，即通过它的 Y 坐标值来指

导在主视图上 12、34、56、78 各线的 Y 坐标位置。 

图 3-12  导航点捕获 

 

利用导航捕捉方式完成图 3-12 中主视图上各线的操作步骤如下： 

1 ) 设置成【导航点】捕获方式； 

2 ) 用【直线】命令，画 12 直线，此时十字光标自动拾取左视图中【圆的象

限点】A，利用 A 点的 Y 坐标，画出 12 直线； 

3 ) 在画直线 56 时，由于 12 直线已画出，所以，5 点的位置由主视图直线

12 的【直线端点】1，和左视图中【圆的象限点】B，分别作为 X 坐标和 Y 坐标

的【导航】，从而完全确定。而 6 点的 X 轴方向位置可按尺寸确定。 

4 ) 在画直线 34 时，3 点用“6 点”和“C 点”为导航点来确定，4 点用“2

点”和“C 点”为导航点来确定。 

5 ) 在画直线 78 时，分别用“6 点”、“2 点”、“D 点”为导航点来确定。 

图 3-13 为已知一物体的左视图与俯视图，利用导航点捕捉方式完成其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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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图 3-13  利用导航点捕获绘制投影图 

3.6  屏幕点设置 

设置屏幕中点的样式与大小。 

【命令名】Ddptype 

单击【格式】菜单中的【设置点大小】一项或单击【设置】工具栏中的设置

点大小按钮 ，弹出如图 3-14 所示的对话框。 

 

图 3-14  设置点大小对话框 

从以上对话框可以看出该对话框分为【点的样式】与【点的大小】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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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点的样式 

软件提供了 20 种不同点的样式，以适应用户的需求。 

2 ) 点的大小 

点的大小分为【像素大小】与【绝对大小】两种。 

像素大小：为像素值是相对与的屏幕大小； 

绝对大小：实际点的大小,是以毫米为单位的； 

3.7  拾取过滤设置 

设置拾取图形元素的过滤条件和拾取盒的大小。 

【命令名】Objectset 

 

图 3-15  系统设置中屏幕拾取设置对话框 

单击【工具】菜单中的【拾取过滤设置】一项，弹出如图 3-15 所示的对话框。 

 

从以上对话框可以看出系统为拾取图形元素提供了如下 4 类过滤条件： 

1 ) 实体拾取过滤。 

2 ) 图层拾取过滤。 

3 ) 线型拾取过滤。 

4 ) 颜色拾取过滤。 

这四类条件的交集为有效拾取。利用条件组合进行过滤，可以快速、准确地

从图中拾取到想拾取的图形元素。 

系统默认的拾取过滤条件如图 3-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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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拾取过滤条件操作顺序： 

1 ) 选取欲设置元素左边的复选框（如实体中直线、圆，层中虚线层等等）。 

2 ) 单击【确定】按钮，确认此次设置，单击【取消】，放弃此次设置。 

设置拾取盒大小仅需拖动右下角的滚动条，而后单击【确定】按钮。拾取盒

愈大拾取范围愈大，但精度愈低，反之亦然。 

3.8  文本风格 

定义或修改文字字型的参数，包括字体、字高、字间距等。 

【命令名】Textpara 

操作详见第 6 章【工程标注】的 6.2.1 节【文本风格】。 

3.9  标注风格 

设置所有控制工程标注的参数。其中包括标注文字的设定、尺寸线标注的设

定、箭头标注的控制。 

Dimpara 

操作详见第 6 章【工程标注】的 6.1.2 节 【标注风格】。 

3.10  剖面图案 

设置或者编辑剖面图案。剖面图案实际是指剖面线中剖面特征。 

【命令名】Hpat 

（1）单击【格式】菜单中的【剖面图案】一项，弹出如图 3-16 所示的对话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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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系统设置中剖面图案对话框 

 

如对话框中所示，系统提供了一系列可供用户选择的剖面图案，以适应工程

图中的不同情况和不同行业中的特殊需要如：土木建筑等等。 

（2）单击对话框中的【高级浏览】按钮，可以浏览所有剖面图案。 

 

图 3-17 

设置剖面图案操作顺序： 

1 ) 滚动滚动条，在图案列表框中选取剖面图案，然后在右边的预显框中将

显示该剖面图案。 

2 ) 修改比例、旋转角（如预设置值不等于默认值）。 

3 ) 单击【确定】按钮，确认此次设置，单击【取消】，放弃此次设置。 

注意： 

1）当剖面图案选择【无】时，系统恢复初始剖面图案。 

2）选中已经绘制好的剖面线，右击并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编辑剖面线】

命令，可以弹出【剖面图案】对话框，对剖面线进行编辑，可以修改剖面线的比

例、旋转角、间距，也可以重新选择剖面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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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3.11  样式控制 

集中设置系统的标注风格、文本风格和图层。并提供强大的导出、并入、合

并、过滤等管理功能。 

3.11.1  设置功能 

样式控制里面可以集中进行标注风格、文本风格和图层的设置。例如修改某

个名称为 【标准】的标注风格。按照如下操作进行： 

 

单击标注风格左边的【+号】会把系统当前存在的标注风格显示出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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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修改【标准】这个标注风格，单击【标准】，右边的窗口会弹出标注风格修改

界面，直接修改就可以了，修改完毕后单击【保存】。在这里进行【修改】、【新

建】、【删除】、【设为当前】等操作也同前面的 3.9 节标注风格部分相同。 

同理，文本风格和图层的管理与标注风格类似。 

3.11.2  风格管理 

在日常的设计绘图过程中，企业的设计人员往往根据自己的习惯采用不同的

配置来进行生产设计，这样设计出来的图纸无法满足企业对图纸的标准化、规范

化的要求。样式控制通过一下几个命令对风格进行方便的管理，很好的解决了这

个问题。 

导入：通过此命令可以将已经保存的模板或图纸文件中的风格导入到当前的

图纸中。单击【导入】将弹出【导入风格】窗口。 

 

单击【文件类型】选择图形文件或模板文件，然后选择要从中导入风格的图

纸或模板。 

注意下面的引入选项：单击复选框来确定要导入的风格类别，以及导入样式

后是否覆盖同名的样式。选择完毕后单击【打开】完成风格导入。 

合并：对现有系统中的图形进行风格管理。以对【标注风格】为例，例如系

统中现有 2 种标注风格 A 和 B，分别被尺寸标注引用。要使 A 风格的尺寸标注转

换为 B 风格，单击【合并】按钮，打开【风格合并】窗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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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原始风格】为 A，【合并到】为 B，单击【合并】并确定完成风格合

并操作。 

过滤：把系统中未被引用的风格过滤出来。以【标注风格】为例，单击左面

的【标注风格】，然后单击【过滤】按钮，如下图所示 

 

系统把未被引用的标注风格 A 和 B 过滤了出来。单击【删除】按钮删除进行

删除操作。这样就把不会使用的风格快捷的删除掉了。 

导出：将当前系统中的风格导出为模板文件或图纸文件。单击【导出】按钮

打开【样式导出】窗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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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要保存的文件名，保存类型可以选择图形文件和模板文件。保存为图形

文件：存为包含当前风格及设置的一个空文档，将其存放在一个位置，下次直接

运行即可采用保存的风格进行绘图。保存为模板文件后，将其拷贝到电子图板的

安装目录下 support 文件夹下面对应的语言版本文件夹下，新建电子图板文件时

即可使用此模板。 

3.11.3  用户坐标系 

本项菜单的功能是设置、切换、可见和删除用户坐标系。 

单击【工具】菜单的【用户坐标系】一项，弹出的子菜单如图3-17所示，然后选 

择子菜单的各项。 

 

图 3-19  系统设置中用户坐标系子菜单 

3.11.4  设置 

设置用户坐标系。 

【命令名】Setu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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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设置】一项，系统提示：【请指定用户坐标系原点：】 

输入新设置坐标系的原点（如用键盘输入坐标值，所输入的坐标值为新坐标

系原点在原坐标系中的坐标值），然后系统再提示：【请输入坐标系旋转角<-360，

360>：】 

输入旋转角后，新坐标系设置完成，并将新坐标系设为当前坐标系。 

如果坐标系为不可见状态，则坐标系设置命令无效。系统弹出如图 3-18 所示的

警告框。 

 

图 3-20 

3.11.5  切换 

切换当前用户坐标系。 

【命令名】Switch 

单击【切换】一项，原当前坐标系失效，坐标系标志变为非当前坐标系颜色

（默认为红色），新的当前坐标系生效，坐标系标志变为当前坐标系颜色（默认

为紫色）。坐标系颜色可以在系统配置对话框中的颜色设置页中进行设置。 

如果坐标系为不可见状态，则坐标系切换命令无效。 

可用功能键 F5 实现坐标系的切换。 

3.11.6  可见 

隐藏或显示用户坐标系。 

【命令名】Drawucs 

单击【可见】一项，如果当前坐标系可见，则变为不可见，否则变为可见。

坐标系可见指在屏幕上显示用户坐标系，不可见指在屏幕上隐藏用户坐标系。 

3.11.7  删除 

删除当前坐标系。 

【命令名】Delucs 

单击【删除】一项，弹出如图 3-21 所示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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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单击【确定】按钮，确认删除当前坐标系，单击【取消】按钮，放弃删除当

前坐标系。 

如果坐标系为不可见状态，则坐标系删除命令无效。 

3.12  三视图导航 

此功能是导航方式的扩充，主要方便用户确定投影关系，为绘制三视图或多

视图提供的一种更方便的导航方式。 

【命令名】Guide 

单击菜单【三视图导航】，系统提示：【第一点：】 

输入第一点后，系统再提示：【第二点：】 

输入第二点后，在屏幕上画出一条 45°或 135°的黄色导航线。如果此时系统

为导航状态，则系统将以此导航线为视图转换线进行三视图导航。 

如果系统当前已有导航线，单击菜单【三视图导航】，将删除导航线，取消三

视图导航操作。下次再单击菜单【三视图导航】，系统提示：【第一点<右键恢

复上一次导航线>：】按右键将恢复上一次导航线。如果输入了第一点，系统接

着提示：【第二点：】以下操作步骤见第（3）步。 

可用功能键 F7 实现三视图导航的切换。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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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三视图导航 

三视图导航示例如图 3-22 所示。 

3.13  系统配置 

系统配置功能是对系统常用参数和系统颜色进行设置，以便在每次进入系统

时有一个默认的设置。其内容包括参数设置和颜色设置两类。用户可以直接使用

适合本单位绘图规则的模板为默认模板。 

【命令名】Syspara 

用户如果想改变系统参数，可单击【工具】菜单中的【选项】菜单项，弹出

系统配置对话框。对话框有【参数设置】、【颜色设置】、 【文字设置】和【DWG

接口设置】四个属性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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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系统配置对话框中参数设置属性页 

在参数设置属性页当中，可以设置系统的存盘间隔、查询结果小数位数的长

度以及系统的最大实数。 

 存盘间隔：存盘间隔以增删操作为单位，当系统记录的增删操作次数达

到所设置的值时，系统将自动把当前的图形存储在 temp 目录下的 tmp0000.exb 文

件当中。此项功能可以避免在系统非正常退出的情况下丢失全部的图形信息。有

效范围 0～900000000。 

 查询小数位数：指在进行查询操作时输出结果的小数位数，修改此值可

以适应不同的查询精度的需要。有效范围 0～15。 

 最大实数：系统立即菜单中所允许输入的最大实数。 

 取消/重复次数：设置系统操作的最大【取消/重复】数。 

 形文件路径：设置在读取 AUTOCAD 文件时提示打开形文件的默认路径。 

操作详见第 13 章【数据接口】。 

 缺省存储格式：可以设置电子图板保存时默认的存储格式。 

 实体自动分层：可以自动把中心线、剖面线、尺寸标注等放在各自对应

的层。 

 生成备份文件：在每次修改后自动生成.bak 文件。 

 大十字光标：选择 EB97/98/2000 的大十字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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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线显示：选中该复选框则读入的视图用细实线显示。 

 显示视图边框：选中该复选框则读入的每个视图都有一个绿色矩形边框。 

 打开文件时更新视图：选中该复选框则打开视图文件，系统自动根据三

维文件的变化对各个视图进行更新。 

 尺寸用户输入标识显示：尺寸标注时如果不用系统测量的实际尺寸，而

是强行输入尺寸值，用这个选项可以标识出来。标识的方法按以下说明： 

            

a)仅尺寸强行输入用绿色星号   b)仅公差强行输入用黄色星号  c)尺寸和公差都强行输入用红色星号 

（1）单击【颜色设置】按钮，在对话框中显示出当前坐标系、非当前坐标系、

当前绘图区、拾取加亮以及光标的颜色。用户可以在对话框中修改各项颜色的设

置。 

 

图 3-24  系统配置对话框中颜色设置属性页 

在对话框中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设置常用颜色、设置更多颜色和恢复默认

颜色。 

 设置常用颜色：用鼠标左键单击颜色按钮右侧的下拉箭头，弹出如下图

所示的常用颜色列表，从中您可以选择所需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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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  常用颜色列表 

 设置更多颜色：用鼠标直接单击颜色按钮，或者在弹出的常用颜色列表

中单击【更多颜色】按钮，可以弹出如下图所示的 Windows 标准颜色设置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您可以选择更多的颜色，另外您还可以自己配置自定义颜色。 

 

图 3-26  标准颜色设置对话框 

 恢复缺省颜色：在对话框中单击【恢复缺省颜色】按钮，可以恢复到系

统默认的颜色设置。 

以上各项设置完，单击【确定】按钮后，其参数自动记录到配置文件 EB.CFG

中。 

    （3）单击【文字设置】按钮，在对话框中显示出标题栏文字的字型、中文

默认字体、西文默认字体和文字显示最小单位。用户可以在对话框中修改各种字

体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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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7  系统配置对话框中文字设置属性页 

默认字体说明：当文件中文字字体为当前系统中未安装的字体时，系统将使

用默认的字体。 

（4）Dwg 接口设置：设置读入和输出 Dwg 文件的参数。详细参见第 13 章

13.2Dwg/Dxf 接口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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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c 检查：读入 Dwg 文件时是否进行 Crc 检查 

默认线宽：采用 Dwg 文件中默认的线宽。 

线宽匹配方式：可以使用按实体线宽和按颜色匹配线宽两种方式。 

DWG 输出设置：输出 Dwg 是否打散实体，可以打散的实体包括：尺寸、文

字和块。 

3.14  界面操作面孔 

在【工具】菜单中的【界面操作】选项中包括命令：恢复老面孔（显示新面

孔）；界面重置；保存界面配置；加载界面配置。 

恢复老面孔（显示新面孔） 

【命令名】Newold 

单击该项，将界面恢复成为 EB97/98/2000 的界面，【界面操作】选项中该项

变为【显示新面孔】，同样单击该项可以回到新界面。 

界面重置 

单击该项，将界面恢复成为软件的出厂设置界面。 

保存界面配置 

单击该项，将用户自定义的操作界面进行保存，保存文件后缀名为

“.uic” 

加载界面配置 

单击该项，将用户保存的自定义界面文件加载调用。 

3.15  自定义操作 

【功能】 全新界面的定制。 

【命令名】Customize 

操作详见第 10 章 【界面定制】。 

3.16  幅面 

操作详见第 7 章【幅面及绘图输出】。 



CAXA 电子图板2007 

75 

 

第 4章   图形绘制  

4.1 概述 

图形的绘制是 CAD 绘图软件构成的基础，CAXA 电子图板以先进的计算机

技术和简捷的操作方式来代替传统的手工绘图方法，正是通过本章的内容予以体

现的。 

CAXA 电子图板为用户提供了功能齐全的作图方式。利用它，可以绘制各种

各样复杂的工程图纸。在本章中以一些简单的图形绘制为例，主要介绍绘图命令

和操作方法。 

在操作手段上，虽然本系统设置了鼠标和键盘两种输入方式。但是，为了叙

述上的方便，多数场合下，操作方式的介绍主要以鼠标方式为主。必要时，两者

予以兼顾。当然，一个熟练的绘图设计者，两种操作方法都应当熟练掌握。鼠标

操作时单击菜单项和菜单项对应的按钮功能完全相同，但是单击按钮更快捷方

便。 

4.2 基本曲线的绘制 

本节的内容就是介绍【绘图】所包含的各种图形元素的绘制方法。单击主菜

单中的【绘制】菜单，如图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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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绘制工具栏 

4.2.1 绘制直线 

直线是图形构成的基本要素，而正确、快捷地绘制直线的关键在于点的选择，

在 CAXA 电子图板中拾取点时，可充分利用工具点、智能点、导航点、栅格点等

功能，在点的输入时，一般以绝对坐标输入，但根据实际情况，还可以输入点的

相对坐标和极坐标（有关点的输入问题参照第二章中的相关部分）。 

为了适应各种情况下直线的绘制，CAXA 电子图板提供了两点线、平行线、

角度线、角等分线和切线/法线、等分线这六种方式，下面逐一的进行详细介绍。

同时将介绍系统的直线拉伸与 N 等分操作。 

4.2.1.1 画两点线 

在屏幕上按给定两点画一条直线段或按给定的连续条件画连续的直线段。在

非正交情况下，第一点和第二点均可为三种类型的点：切点、垂足点、其他点（工

具点菜单上列出的点）。根据拾取点的类型可生成切线、垂直线、公垂线、垂直

切线以及任意的两点线。在正交情况下、生成的直线平行于当前坐标系的坐标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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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由第一点定出首访点，第二点定出与坐标轴平行或垂直的直线线段。 

Line 

单击【绘制工具】工具栏中【直线】按钮 。 

单击立即菜单【1：】，在立即菜单的上方弹出一个直线类型的选项菜单。

菜单中的每一项都相当于一个转换开关，负责直线类型的切换。直线类型选项菜

单如下图所示。在选项菜单中单击【两点线】。 

 

图 4-2 直线立即菜单 

单击立即菜单【2：】，则该项内容由【连续】变为【单个】，其中【连续】

表示每段直线段相互连接，前一段直线段的终点为下一段直线段的起点，而【单

个】是指每次绘制的直线段相互独立，互不相关。 

单击立即菜单【3：非正交】，其内容变为【正交】，它表示下面要画的直

线为正交线段，所谓“正交线段”是指与坐标轴平行的线段。电子图板 2007 新

增加了 F8 键可以切换是否正交。 

按立即菜单的条件和提示要求，用鼠标拾取两点，则一条直线被绘制出来。

为了准确地作出直线，用户最好使用键盘输入两个点的坐标或距离。 

此命令可以重复进行，右击终止此命令。 

【举例】 

例 1：简单两点线 

图 4-3（a）是用上述操作画出的单个非正交直线，图（b）是连续正交直线。 

 

（a）       （b） 

图 4-3  简单两点线 

画连续正交的直线时，指定第一点后，移动鼠标系统会出现绿色的线段预览，

直接单击点、输入坐标值或直接输入距离都可确定第二点。 

例 2：圆的公切线。 

充分利用工具点菜单，可以绘制出多种特殊的直线，这里以利用工具点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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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点绘制出圆和圆弧的切线为例，介绍工具点菜单的使用。 

1

2

 

（a）操作前             （b）操作后 

图 4-4  圆的外公切线 

首先，单击【直线】按钮 ，当系统提示【输入第一点】时，按空格键弹出

工具点菜单，单击【切点】项，然后按提示拾取第一个圆，拾取的位置如图 4.4

（a）所示“1”所指的位置，在输入第二点时，方法同第一点的拾取方法一样，

拾取第二个圆的位置如图中“2”所指的位置。作图结果如图（b）所示。 

注意：在拾取圆时，拾取位臵的不同，则切线绘制的位臵也不同。 

如图 4.5，若第二点选在“3”所指位置处，则作出的为两圆的内公切线。 

1

3

 

(a) 操作前               （b）操作后 

图 4-5  圆的内公切线 

例 3：用相对坐标和极坐标绘制边长为 20 的五角星。 

 

图 4-6  五角星 

首先选择绘制连续、非正交的两点线，然后输入第一点（0，0），输入第二

点“@20,0”，这是相对于 1 点的坐标，输入第三点“@20<－144”，这是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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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 点的极坐标，这里极坐标的角度是指从 X 正半轴开始，逆时针旋转为正，顺

时针旋转为负，以同样方法输入第四点“@20<72”、第五点“@20<－72”，最

后输入（0，0），回到 1 点，右击结束画线操作，整个五角星绘制完成。 

 

4.2.1.2 画平行线 

绘制同已知线段平行的线段。 

【命令名】ll 

单击【绘制工具】工具栏中【平行线】按钮 。 

单击立即菜单【1：】，可以选择【偏移】方式或【两点方式】。 

(3) 选择偏移方式后，单击立即菜单【2：单向】，其内容由【单向】变为【双

向】，在双向条件下可以画出与已知线段平行、长度相等的双向平行线段。当在

单向模式下，用键盘输入距离时，系统首先根据十字光标在所选线段的哪一侧来

判断绘制线段的位置。 

选择两点方式后，可以单击立即菜单 2 来选择【点方式】或距离方式，根据

系统提示即可绘制相应的线段。 

按照以上描述，选择【偏移方式】用鼠标拾取一条已知线段。拾取后，该提

示改为【输入距离或点】。在移动鼠标时，一条与已知线段平行、并且长度相等

的线段被鼠标拖动着。待位置确定后，单击鼠标左键，一条平行线段被画出。也

可用键盘输入一个距离数值，两种方法的效果相同。 

 

 已知线段

平行线段 平行线段

平行线段

 

 （a）单向平行线段                     （b）双向平行线段 

图 4-7  绘制平行线段 

【举例】 

图 4-7（a）是根据上述操作步骤画的单向平行线段，（b）则为双向平行线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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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 画角度线 

按给定角度、给定长度画一条直线段。 

【命令名】La 

单击【绘制工具】工具栏中 【直线】按钮 。 

单击立即菜单【1：】，从中选取【角度线】方式。 

单击立即菜单【2：】，弹出如下图所示的立即菜单，用户可选择夹角类型。

如果选择【直线夹角】，则表示画一条与已知直线段夹角为指定度数的直线段，

此时操作提示变为【拾取直线】，待拾取一条已知直线段后，再输入第一点和第

二点即可。 

图 4-8 角度线立即菜单 

单击立即菜单【3：到点】，则内容由【到点】转变为【到线上】，即指定终

点位置是在选定直线上，此时系统不提示输入第二点，而是提示选定所到的直线。 

单击立即菜单【4：角度】，则在操作提示区出现【输入实数】的提示。要

求用户在（-360,360）间输入一所需角度值。编辑框中的数值为当前立即菜单所

选角度的默认值。 

按提示要求输入第一点，则屏幕画面上显示该点标记。此时，操作提示改为

【输入长度或第二点】。如果由键盘输入一个长度数值并回车，则一条按用户刚

设定的值而确定的直线段被绘制出来。如果是移动鼠标，则一条绿色的角度线随

之出现。待鼠标光标位置确定后，按下左则立即画出一条给定长度和倾角的直线

段。 

本操作也可以重复进行，右击可终止本操作。 

图 4-9 为按立即菜单条件及操作提示要求所绘制的一条与 X 轴成 45 度、长

度为 50 的一条直线段。 

X 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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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角度线的绘制 

4.2.1.4 画角等分线 

按给定等分份数、给定长度画条直线段将一个角等分。 

【命令名】Lia 

单击【绘制工具】工具栏中【直线】按钮 。 

单击立即菜单【1：】，从中选取【角等分线】方式。 

     （3）单击立即菜单【2：份数】，则在操作提示区出现“输入实数”的提

示。要求用户输入一所需等分的份数值。编辑框中的数值为当前立即菜单所选角

度的默认值。 

     （4）单击立即菜单【3：长度】，则在操作提示区出现【输入实数】的提

示。要求用户输入一等分线长度值。编辑框中的数值为当前立即菜单所选角度的

默认值。 

 

图 4-10 角等分线立即菜单 

下图是将 60 度的角等分为 3 份，等分线长度为 100。 

 

图 4-11  角等分线的绘制 

4.2.1.5 画切线/法线 

过给定点作已知曲线的切线或法线。 

【命令名】Ltn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一点法线

法线

 

(a) 非对称、到点         （b）对称、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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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直线的法线 

（1）单击【绘制工具】工具栏中【直线】按钮 。 

单击立即菜单【1：】，从中选取【切线/法线】方式。 

单击立即菜单上的【2：切线】，则该项内容变为【法线】。按改变后的立

即菜单进行操作，将画出一条与已知直线相垂直的直线，见图 4-12。 

单击立即菜单中【3：非对称】，是指选择的第一点为所要绘制的直线的一个

端点，选择的第二点为另一端点。若选择该项，则该项内容切换为【对称】，这

时选择的第一点为所要绘制直线的中点，第二点为直线的一个端点，见图 4-13

（b）、4-14（b）。 

单击立即菜单中【4.到点】，则该项目变为【到线上】。表示画一条到已知

线段为止的切线或法线。 

按当前提示要求用鼠标拾取一条已知直线，选中后，该直线呈红色显示，操

作提示变为【第一点】，用鼠标在屏幕的给定位置指定一点后，提示又变为【第

二点或长度】，此时，再移动光标时，一条过第一点与已知直线段平行的直线段

生成，其长度可由鼠标或键盘输入数值决定。图 4-13（a）为本操作的示例。 

如果用户拾取的是圆或弧，也可以按上述步骤操作，但圆弧的法线必在所选

第一点与圆心所决定的直线上，而切线垂直于法线。 

【举例】 

图 4-12 为已知直线的法线，图 4-13 为按上述操作画出的已知直线的切线，

图 4-14 为已知圆弧的切线和法线。 

（a）非对称                    （b）对称 

已知直线
已知直线

切线

第一点

第二点

切线

第二点

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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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直线的切线 

第二点  法线

 第一点

 圆心

 第二点

 圆心

第二点 切线

 法线

 

(a) 圆弧的法线                  （b）圆弧的切线 

图 4-14  圆弧的切线和法线 

 

4.2.1.6 直线拉伸 

直线拉伸时，在【轴向拉伸】－>【长度方式】子功能里选择【绝对/增量】

选项 

对于直线拉伸，若选择【绝对】则生成的直线绝对长度为输入值；c     

4.2.1.7 名称：两条直线段的n等分线 

在【直线】->【等分线】功能中，拾取两条直线段，即可在两条线间生成一

系列的线，这些线将两条线之间的部分等分成 n 份。 

如图 4-15 所示先后拾取两条平行的直线，等分量设为 5，则最后结果如图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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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另外，对于两条不平行的线，符合下面各条件时也可等分： 

    1、不相交，并且其中任意一条线的任意方向的延长线不与另一条线本

图

4-164-17

4-16 

 

图

4-16 

图 4-15 

 

 

图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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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相交，可等分；  

2、若一条线的某个端点与另一条线的端点重合，且两直线夹角不等于 180

度，也可等分。 

4.2.2 绘制圆弧 

4.2.2.1 过三点画圆弧 

过三点画圆弧，其中第一点为起点，第三点为终点，第二点决定圆弧的位置

和方向。 

【命令名】Arc 

单击【绘制工具】栏中的了【圆弧】按钮 。 

单击立即菜单【1：】，则在其上方弹出一个表明圆弧绘制方法的选项菜单，

菜单中的每一项都是一个转换开关，负责对绘制方法进行切换，如图所示。在菜

单项中选【三点圆弧】。 

 

图 4-17 圆弧立即菜单 

按提示要求指定第一点和第二点，与此同时，一条过上述两点及过光标所在

位置的三点圆弧已经被显示在画面上，移动光标，正确选择第三点位置，并单击

鼠标左键，则一条圆弧线被绘制出来。在选择这三个点时，可灵活运用工具点、

智能点、导航点、栅格点等功能。用户还可以直接用键盘输入点坐标。 

此命令可以重复进行，右击终止此命令。 

首先选择画“三点”圆弧方式，当系统提示第一点时，按空格键弹出工具点

菜单，单击【切点】，然后按提示拾取直线，再指定圆弧的第二点、第三点后，

圆弧绘制完成。 

【举例】 

例 1：作与直线相切的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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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a) 选点                  （b）完成 

图 4-18 与直线相切的弧 

例 2：作与圆弧相切的弧。 

首先选择画“三点”圆弧方式，当系统提示第一点时，按空格键弹出工具点

菜单，单击【切点】，然后按提示拾取第一段圆弧，再输入圆弧的第二点，当提

示输入第三点时，按选第一点的方法，拾取第二段圆弧的切点，圆弧绘制完成。 

1
2

3

 

(a) 选点     （b）操作后 

图 4-19.与圆弧相切的弧 

4.2.2.2 由圆心、起点、圆心角画圆弧 

已知圆心、起点及圆心角或终点画圆弧。 

【命令名】Acsa 

单击【绘制工具】栏中的【圆弧】按钮 。 

单击立即菜单【1：】，在菜单中选择【圆心_起点_圆心角】选项。 

按提示要求输入圆心和圆弧起点，提示又变为【圆心角或终点（切点）】，

输入一个圆心角数值或输入终点，则圆弧被画出，也可以用鼠标拖动进行选取。 

此命令可以重复进行，右击终止此命令。 

4.2.2.3 已知两点、半径画圆弧 

已知两点及圆弧半径画圆弧。 

【命令名】Appr 

单击【绘制工具】栏中的【圆弧】按钮 。 

单击立即菜单【1：】，从中选取【两点_半径】选项。 

按提示要求输入完第一点和第二点后，系统提示又变为“第三点或半径”。

此时如果输入一个半径值，则系统首先根据十字光标当前的位置判断绘制圆弧的

方向，判定规则是：十字光标当前位置处在第一、二两点所在直线的哪一侧，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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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弧就绘制在哪一侧，如图 4-18（a）、（b）。同样的两点 1 和 2，由于光标位

置的不同，可绘制出不同方向的圆弧。然后系统根据两点的位置、半径值以及刚

判断出的绘制方向来绘制圆弧。如果在输入第二点以后移动鼠标，则在画面上出

现一段由输入的两点及光标所在位置点构成的三点圆弧。移动光标，圆弧发生变

化，在确定圆弧大小后，单击鼠标左键，结束本操作。图 4-18（c）为鼠标拖动

所绘制的圆弧。 

此命令可以重复进行，右击结束操作。 

【举例】 

1

2

1

2

1

2

3

光标线
光标线 光标线

 

（a）               （b）                  （c） 

图 4-20  已知两点、半径画圆弧 

例 1：图 4-20 为按上述操作所绘制【两点_半径】圆弧的实例。 

例 2：图 4-21 为作【两点_半径】圆弧与圆相切的实例。 

 

       （a）操作前                          （b）操作后 

图 4-21  圆弧与圆相切 

4.2.2.4 已知圆心、半径、起终角画圆弧 

由圆心、半径和起终角画圆弧。 

【命令名】Acra 

单击【绘制工具】栏中的【圆弧】按钮 。 

单击立即菜单【1：】，从中选取【圆心_半径_起终角】项。 

单击立即菜单【2：半径】，提示变为【输入实数】。其中编辑框内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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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值，用户可通过键盘输入半径值。 

单击立即菜单中的【3：】或【4：】，用户可按系统提示输入起始角或终止角

的数值。其范围为（－360，360）。一旦输入新数值，立即菜单中相应的内容会

发生变化。 

注意：起始角和终止角均是从 X正半轴开始，逆时针旋转为正，顺时针旋转为负。 

立即菜单表明了待画圆弧的条件。按提示要求输入圆心点，此时用户会发现，

一段圆弧随光标的移动而移动。圆弧的半径、起始角、终止角均为用户刚设定的

值，待选好圆心点位置后，单击鼠标左键，则该圆弧被显示在画面上。 

此命令可以重复进行，右击终止操作。 

4.2.2.5 已知起点、终点、圆心角画圆弧 

已知起点、终点和圆心角画圆弧。 

【命令名】Asea 

单击【绘制工具】栏中的【圆弧】按钮 。 

单击立即菜单【1：】，从中选取【起点_终点_圆心角】项。 

用户先单击立即菜单【2：圆心角】，根据系统提示输入圆心角的数值，范

围是（－360，360），其中负角表示从起点到终点按顺时针方向作圆弧，而正角

是从起点到终点逆时针作圆弧，数值输入完后按回车键确认。 

按系统提示输入起点和终点。 

此命令可以重复进行，右击结束操作。 

【举例】 

由图 4-22 可以看出，起点、终点相同，而圆心角所取的符号不同，则圆弧的

方向也不同。其中图（a）的圆心角为 60 度，（b）的圆心角为－60 度。 

起点 起点

终点 终点
 

（a）           （b） 

图 4-22 起点、终点、圆心角画圆弧 

4.2.2.6 已知起点、半径、起终角画圆弧 

由起点、半径和起终角画圆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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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名】Asra 

单击【绘制工具】栏中的【圆弧】按钮 。 

单击立即菜单【1：】，从中选取“起点_半径_起终角”项。 

单击立即菜单【2：】，用户可以按照提示输入半径值。 

单击立即菜单中的【3：】或【4：】，按照系统提示。用户可以根据作图的需

要分别输入起始角或终止角的数值。输入完毕后，立即菜单中的条件也将发生变

化。 

立即菜单表明了待画圆弧的条件。按提示要求输入一起点，一段半径，起始

角、终止角均为用户设定值的圆弧被绘制出来。起点可由鼠标或键盘输入。 

此命令可以重复进行，右击结束操作。 

4.2.2.6  圆弧拉伸 

对于圆弧拉伸： 

    【弧长拉伸】时，若选择【绝对】则生成的圆弧弧长的绝对量为输入值，

若选择【增量】则生成的圆弧弧长在原弧长的基础上增加输入的值； 

    【角度拉伸】时，若选择【绝对】则生成的圆弧角度的绝对量为输入值，

若选择【增量】则生成的圆弧角度在原角度的基础上增加输入的值； 

【半径拉伸】时，若选择【绝对】则生成的圆弧半径的绝对量为输入值，若

选择【增量】则生成的圆弧半径在原半径的基础上增加输入的值； 

4.2.3 绘制圆 

4.2.3.1 已知圆心、半径画圆 

已知圆心和半径画圆。 

【命令名】Circle 

单击【绘制工具】工具栏中的【圆】 。 

单击立即菜单【1：】，弹出绘制圆的各种方法的选项菜单，其中每一项都

为一个转换开关，可对不同画圆方法进行切换，这里选择【圆心_半径】项。 

 

图 4-23 圆立即菜单 

按提示要求输入圆心，提示变为【输入半径或圆上一点】。此时，可以直接

由键盘输入所需半径数值，并按回车键；也可以移动光标，确定圆上的一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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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鼠标左键。 

若用户单击立即菜单【2：】，则显示内容由【半径】变为【直径】，则输入

完圆心以后，系统提示变为【输入直径或圆上一点】，用户由键盘输入的数值为

圆的直径。 

此命令可以重复操作，右击结束操作。 

根据不同的绘图要求，可在立即菜单中选择是否出现中心线，系统默认为无

中心线。此命令在圆的绘制中皆可选择。 

                

图 4-24 中心线选项 

4.2.3.2 两点画圆 

通过两个已知点画圆，这两个已知点之间的距离为直径。 

【命令名】Cpp1 

（1）单击【绘制工具】工具栏中的【圆】按钮 。 

单击立即菜单【1：】，从中选择【两点】项。 

按提示要求输入第一点和第二点后，一个完整的圆被绘制出来。 

此命令可以重复操作，右击结束操作。 

4.2.3.3 三点画圆 

过已知三点画圆。 

【命令名】Cppp 

单击【绘制工具】工具栏中的【圆】按钮 。 

单击立即菜单【1：】，从中选择【三点】项。 

 

图 4-25 三点圆 

按提示要求输入第一点、第二点和第三点后，一个完整的圆被绘制出来。在

输入点时可充分利用智能点、栅格点、导航点和工具点。 

此命令可以重复操作，右击结束操作。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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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三点圆和工具点菜单可以很容易地绘制出三角形的外接圆和内切圆，如

图 4-22 所示。 

4.2.3.4 两点_半径画圆 

过两个已知点和给定半径画圆。 

【命令名】Cppr 

单击【绘制工具】工具栏中的【圆】按钮 。 

单击立即菜单【1：】，从中选择【两点_半径】选项。 

按提示要求输入第一点、第二点后，用鼠标或键盘输入第三点或由键盘输入

一个半径值，一个完整的圆被绘制出来。 

此命令可以重复操作，右击结束操作。 

4.2.4 绘制矩形 

按给定条件绘制矩形。 

【命令名】Rect 

（1）单击【绘制工具】工具栏中的【矩形】按钮 。 

若在立即菜单【1：】中选择【两角点】选项，则可按提示要求，用鼠标指

定第一角点和第二角点。在指定第二角点的过程中，一个不断变化的矩形已经出

现，待选定好位置，按下其左键，这时，一个用户期望的矩形被绘制出来。用户

也可直接从键盘输入两角点的绝对坐标或相对坐标。比如第一角点坐标为（20，

15），矩形的长为 36，宽为 18，则第二角点绝对坐标为（56，33），相对坐标

“@36，18”。不难看出，在已知矩形的长和宽，且使用【两角点】方式时，用

相对坐标要简单一些。 

若在立即菜单【1：】中选择【长度和宽度】选项，则在原有位置弹出一个

新的立即菜单，如图 4-23 所示： 

 

图 4-26 按长和宽绘制矩形 

这个立即菜单表明用长度和宽度为条件绘制一个以中心定位，倾角为零度，

长度为 200，宽度为 100 的矩形。用户按提示要求指定一个定位点，则一个满足

上述要求的矩形被绘制出来。在操作过程中，用户会发现，在定位点尚未确定之

前，一个矩形已经出现，且随光标的移动而移动，一旦定位点指定，即以该点为

中心，绘制出长度为 200，宽度为 100 的矩形。 

单击上述立即菜单中的【2：】，则该处的显示由【中心定位】切换为【顶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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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点】定位。即以矩形顶边的中点为定位点绘制矩形。 

单击上述立即菜单中的【3：角度】、【4：长度】、【5：宽度】，均可出

现新提示【输入实数】。用户可按操作顺序分别输入倾斜角度，长度和宽度的参

数值，以确定待画新矩形的条件。 

此命令可以重复操作，右击可结束操作。 

4.2.5 绘制中心线 

绘制中心线。如果拾取一个圆、圆弧或椭圆，则直接生成一对相互正交的中

心线。如果拾取两条相互平行或非平行线（如锥体），则生成这两条直线的中心

线。 

【命令名】Centerl 

单击【绘制工具】工具栏中的【中心线】按钮 。 

如图所示，单击立即菜单中的【1：延伸长度】（延伸长度是指超过轮廓线

的长度），则操作提示变为：【输入实数】，编辑框中的数字表示当前延伸长度

的默认值。可通过键盘重新输入延伸长度。 

 

图 4-27 延伸立即菜单 

按提示要求拾取第一条曲线。若拾取的是一个圆或一段圆弧，则拾取选中

后，在被拾取的圆或圆弧上画出一对互相垂直且超出其轮廓线一定长度的中心

线。如果用鼠标拾取的不是圆或圆弧，而是一条直线，则系统提示：【拾取与第

一条直线平行的另一条直线】，当拾取完以后，在被拾取的两条直线之间画出一

条中心线。 

此命令可以重复操作，右击结束操作。 

【举例】 

图 4-28 为绘制中心线的实例。 

 

(a) 圆弧   （b）圆   （c）平行直线  （d）对称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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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8  中心线的绘制 

4.2.6 绘制样条曲线 

生成过给定顶点（样条插值点）的样条曲线。点的输入可由鼠标输入或由键

盘输入。也可以从外部样条数据文件中直接读取样条。 

【命令名】Spline 

（1）单击【绘制工具】工具栏中的【样条】按钮 。 

（2）若在立即菜单中选取【直接作图】，则用户按系统提示，用鼠标或键盘

输入一系列控制点，一条光滑的样条曲线自动画出。 

（3）若在立即菜单中选取【从文件读入】，则屏幕弹出【打开样条数据文件】

对话框，从中可选择数据文件，单击【确认】后，系统可根据文件中的数据绘制

出样条。 

（4）绘制样条线时，在批量输入点时可以根据要求选择闭合选项 

方法如下： 

可以根据 dat 文件中的关键字生成开曲线或闭曲线，关键字 OPEN 表示开，

CLOSED 表示闭合。没有 OPEN 或 CLOSED 的话默认为 OPEN。操作时可从样

条功能函数处读入 dat 文件，也可从打开文件处读入 dat 文件。 

例： 

某 dat 文件内容如下 

 

SPLINE 

3 

0,0,0 

50,50,0 

100,0,0 

SPLINE 

CLOSED 

3 

0,0,0 

50,50,0 

100,30,0 

SPLINE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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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0,0 

30,20,0 

100,100,0 

30,36,0 

EOF 

则生成的第一根样条默认为 OPEN（开），第二根 CLOSED（闭），第三根

OPEN（开）。 

直角坐标系中样条 dat 文件的格式说明（参考上面例子中的 dat 文件）： 

第一行应为关键字 SPLINE； 

第二行应为关键字 OPEN 或 CLOSED，若不写此关键字则默认为 OPEN； 

第三行应为所绘制的样条的型值点数，这里假设有 3 个型值点； 

如果有 3 个型值点，则第四至六行应为型值点的坐标，每行描述一个点，用

三个坐标 XYZ 表示，Z 坐标为 0; 

如果文件中要做多个样条，则从第七行开始继续输入数据，格式如前所述；

若文件到此结束，则最后一行可加关键字 EOF，也可以不加此关键字。 

同时，本系统设置空行对格式没有影响。 

（5）绘制样条线时，通过输入极坐标来完成 

方法如下： 

    通过读入 dat 文件来输入极坐标，dat 文件中用 P_SPLINE 标识极坐标。

读入文件可以从样条功能中读入也可以从打开文件功能中读入。 

例： 

某 dat 文件内容如下： 

P_SPLINE 

OPEN 

3 

100,0,0 

100,90,0 

100,180,0 

P_SPLINE 

CLOSED 

6 

50.000000,0.000000,0.000000 



CAXA 电子图板2007 

95 

75.000000,45.000000,0.000000 

100.000000,90.000000,0.000000 

125.000000,135.000000,0.000000 

150.000000,180.000000,0.000000 

175.000000,225.000000,0.000000 

EOF 

此文件将根据极坐标绘制出两根样条曲线，每一行数据中，第一个数据表示

极径，第二个表示极角（用角度表示）。第三个数据在二维平面中默认为零。 

极坐标系中样条 dat 文件的格式说明（参考上面例子中的 dat 文件）： 

第一行应为关键字 P_SPLINE； 

第二行应为关键字 OPEN 或 CLOSED，若不写此关键字则默认为 OPEN； 

第三行应为所绘制的样条的型值点数，这里假设有 3 个型值点； 

如果有 3 个型值点，则第四至六行应为型值点的坐标，每行用三个极坐标数

据描述一个点，第一个数据表示极径，第二个表示极角（用角度表示），第三个

数据在二维平面中默认为零; 

如果文件中要做多个样条，则从第七行开始继续输入数据，格式如前所述；

若文件到此结束，则最后一行可加关键字 EOF，也可以不加此关键字。 

另外，空行对格式没有影响。 

【举例】 

图4-29为通过一系列样条插值点绘制的一条样条曲线。 

 

图 4-29  样条的绘制 

4.2.7 绘制轮廓线 

生成由直线和圆弧构成的首尾相接或不相接的一条轮廓线。其中直线与圆弧

的关系可通过立即菜单切换为非正交，正交或相切。 

【命令名】Contour 

单击【绘制工具 II】工具栏中的【轮廓线】按钮 。根据当前立即菜单提供

的条件，按提示要求输入第一点，提示变为【下一点】，每输一个点，提示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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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下一点】的要求。用户按所需轮廓线趋势输入若干个点，最后，右击，系

统将最后一点与第一点连接生成一条封闭的由直线构成的轮廓线，见图 4-30（a）。 

单击立即菜单中的【2：自由】，则在该项目上方弹出一个选项菜单，如图

所示： 

 

 

选项菜单列出自由，水平垂直，相切和正交等四种选项，为用户绘制轮廓线

的形式提供了多种选择，用户可根据作图要求，选择其一完成轮廓线的绘制。其

中的“相切”是指当有直线与圆弧同时存在，可以提供直线与圆弧相切的环境，

直线与圆弧可随时进行切换。图 4-30（c）是一个由直线与圆弧构成的，且保证

相切的例子，图 4-30（d）是一个正交的轮廓实例（需要说明，正交轮廓的最后

一段直线不保证正交）。 

单击立即菜单中的【封闭】，则该菜单项变为【不封闭】。此选项表明，再

画轮廓线时，将画一条不封闭的轮廓线，并且此状态直至重新切换为止。 

 

用鼠标单击立即菜单中的【1：直线】，则立即菜单变为： 

 

（a）非正交直线    （b）封闭圆弧    （c）线、弧相切 （d）正交轮廓线 

图 4-30  轮廓线的绘制 

此时用鼠标输入若干个点，会在各点之间由相应的圆弧以相切形式画成一条

封闭的光滑曲线。但最后一段圆弧与第一段圆弧不保证相切关系，见图 4-3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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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绘制等距线  

绘制给定曲线的等距线。CAXA 电子图板具有链拾取功能，它能把首尾相连

的图形元素做为一个整体进行等距，这将大大加快作图过程中某些薄壁零件剖面

的绘制。 

【命令名】Offset  

（1）单击【绘制工具】工具栏中的【等距线】按钮 。等距功能默认为指定

距离方式。 

(2) 用户可以在弹出的立即菜单中选择 【单个拾取】或【链拾取】，若是单

个拾取，则只选中一个元素，若是链拾取，则与该元素首尾相连的元素也一起被

选中（如图 4-31）。 

（3）在立即菜单【2：】中可选择【指定距离】或者【过点方式】。【指定

距离】方式是指选择箭头方向确定等距方向，给定距离的数值来生成给定曲线的

等距线；“过点方式”是指通过某个给定的点生成给定曲线的等距线。 

(4）在立即菜单【3：】中可选取【单向】或【双向】选项。【单向】是指

只在用户选择直线的一侧绘制，而【双向】是指在直线两侧均绘制等距线。 

（5）在立即菜单【4：】中可选择【空心】或【实心】。【实心】是指原曲

线与等距线之间进行填充，而【空心】方式只画等距线，不进行填充。 

(6）如果是【指定距离】方式，则单击立即菜单【5：距离】，可按照提示输

入等距线与原直线的距离，编辑框中的数值为系统默认值。 

在立即菜单【1：】中选择【单个拾取】，如果是【指定距离】方式，单击

立即菜单【6：份数】，则可按系统提示输入份数。比如设置份数为 3，距离为 5，

则从拾取的曲线开始，每隔 5mm 绘制一条等距线，一共绘制 3 条。如果是【过

点方式】方式，单击立即菜单【5：份数】，按系统提示输入份数，则从拾取的

曲线开始生成以点到直线的垂直距离为等距距离的多条等距线。 

立即菜单项设置好以后，按系统提示拾取曲线，选择方向（若选【双向】方

式则不必选方向），等距线可自动绘出。 

(7) 此命令可以重复操作，右击结束操作。 

单向 双向

单向实心

单向、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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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链拾取              （b）单个拾取 

图 4-31 “指定距离“方式等距线的绘制 

       

      （a）链拾取                          (b)单个拾取（份数为 4） 

图 4-32“过点方式”等距线的绘制 

而且在等距线功能中，拾取时支持对样条线的拾取。 

（1）单击【等距线】按钮 ，在立即菜单中选择【链拾取】和【过点方式】。 

（2）链拾取有样条线在内的首尾相连的多条曲线。 

（3）给出所要通过的点，等距线生成。 

4.2.9 绘制剖面线 

4.2.9.1 拾取点画剖面线 

根据拾取点的位置，从右向左搜索最小内环，根据环生成剖面线。如果拾取

点在环外，则操作无效。 

【命令名】Hatch 

单击【绘制工具】中的【剖面线】按钮 。 

用户可以在弹出的立即菜单【1：】中选择 【拾取点】方式。 

a b

 

图 4-33 拾取点的位置 

单击立即菜单中的【2：间距】或【3：角度】，则系统要求重新确定剖面线

的间隔和角度，用户仿照前面的输入方法由键盘重新输入新值即可。 

用鼠标左键拾取封闭环内的一点，系统搜索到的封闭环上的各条曲线变为红

色，然后右击确认，这时，一组按立即菜单上用户定义的剖面线立刻在环内画出。

此方法操作简单、方便、迅速，适合应于各式各样的封闭区域。 



CAXA 电子图板2007 

99 

注意：拾取环内点的位臵，当用户拾取完点以后，系统首先从拾取点开始，

从右向左搜索最小封闭环。 

如图 4-34，矩形为一个封闭环，而其内部又有一个圆，圆也是一个封闭环。

若用户拾取点设在 a 处，则从 a 点向左搜索到的最小封闭环是矩形，a 点在环内，

可以作出剖面线。若拾取点设在 b 点，则从 b 点向左搜索到的最小封闭环为圆，

b 点在环外，不能作出剖面线。 

【举例】 

1
2

3

4

5 6

7  

(a)             （b）            （c）               （d） 

图 4-34 拾取点画剖面线 

在图 4.34 中给出了用拾取点的方式绘制剖面线的例子。其中从（a）和（b）

可看出拾取点的位置不同，绘制出的剖面线也不同。在（c）中，先选择 3 点，再

拾取 4 点，则可以绘制出有孔的剖面，（d）为更复杂的剖面情况，拾取点的顺

序为，先选 5 点，再选 6 点，最后选 7 点。 

4.2.9.2 拾取边界画剖面线 

根据拾取到的曲线搜索环生成剖面线。如果拾取到的曲线不能生成互不相交

的封闭环，则操作无效。 

【命令名】Hatch 

单击【绘制工具】工具栏中的【剖面线】按钮 。 

用户可以在弹出的立即菜单【1：】中选择 【拾取边界】方式。 

单击立即菜单中的【2：间距】或【3：角度】，则系统要求重新确定剖面线

的间隔和角度，用户由键盘重新输入新值即可。 

移动鼠标拾取构成封闭环的若干条曲线，如果所拾取的曲线能够生成互不相交

（重合）的封闭的环，右击确认后，一组剖面线立即被显示出来，否则操作无效。

例如，图 4-35（a）所示封闭环被拾取后可以画出剖面线。而图 4-35（b）则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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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能生成互不相交的封闭的环，系统认为操作无效，不能画出剖面线。 

在拾取边界曲线不能够生成互不相交的封闭的环的情况下，应改用拾取点的

方式。在指定区域内生成剖面线。例如，图 4-35 中的（b）中圆和四边形相重叠

的小块区域内，不能使用拾取边界的方法来绘制剖面线，而使用拾取点方式可以

很容易地绘制出剖面线。 

 

(a) 正确的边界            （b）错误的边界 

图 4-35  拾取边界曲线的正误 

由于拾取边界曲线的操作处于添加状态，因此，拾取边界的数量是不受限制

的，被拾取的曲线变成了红色，拾取结束后，右击确认。不被确认的拾取操作不

能画出剖面线，确认后，被拾取的曲线恢复了原色，并在封闭的环内画出了剖面

线。 

【举例】 

拾取窗口

 

(a) 拾取边界          （b）绘制剖面线 

图 4-36  拾取边界方式绘制剖面线 

图 4-36 为用拾取边界方式绘制剖面线的例子，在拾取边界时，可以用窗口拾

取，也可以单个拾取每一条曲线。 

4.3 高级曲线的绘制 

高级曲线是指由基本元素组成的一些特定的图形或特定的曲线。这些曲线都

能完成绘图设计的某种特殊要求。本节将详细介绍它们的功能和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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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绘制正多边形 

在给定点处绘制一个给定半径、给定边数的正多边形。其定位方式由菜单及

操作提示给出。 

【命令名】Polygon 

 

（1）单击【绘制工具】工具栏中的【正多边形】按钮 。如图所示，在弹出

的立即菜单【1：】中，选取【中心定位】方式。 

图 4-37 立即菜单 1 

（2）如果单击立即菜单【2：】，可选择【给定半径】方式或【给定边长】

方式。若选【给定半径】方式，则用户可根据提示输入正多边形的内切（或外接）

圆半径；若选【给定边长】方式，则输入每一边的长度。 

（3）如果单击立即菜单【3：】，则可选择【内接】 或【外切】方式。表示

所画的正多边形为某个圆的内接或外切正多边形。 

（4）单击立即菜单中的【4：边数】，则可按照操作提示重新输入待画正多

边形的边数。边数的范围是（3，36）之间的整数。 

（5）单击立即菜单【5：旋转角】，用户可以根据提示输入一个新的角度值，

以决定正多边形的旋转角度。 

（2）立即菜单项中的内容全部设定完以后，用户可按提示要求输入一个中心

点，则提示变为【圆上一点或内接（外切）圆半径】。如果输入一个半径值或输

入圆上一个点，则由立即菜单所决定的内接正六边形被绘制出来。点与半径的输

入既可用鼠标也可用键盘来完成。 

（5）如果单击立即菜单【1：】中选择【中心定位】，则立即菜单和操作提

示变为： 

 

图 4-38  立即菜单 2 

此菜单的含义为画一个以底边为定位基准的正多边形，其边长和旋转角都可

以用上面介绍的方法进行操作。按提示要求输入第一点，则提示会要求输入【第

二点或边长】。根据这个要求如果输入了第二点或边长，就等于决定了正多边形

的大小。当输入完第二点或边长后，就会立即画出一个以第一点和第二点为边长

的正六边形，且旋转角为用户设定的角度。 

【举例】 

图 4-39（a）、（b）分别为按上述操作方法绘制的中心定位和底边定位的正

六边形。 



CAXA 电子图板2007 

102 

 

 

定位点

定位点

 

(a)中心定位       (b)底边定位 

图 4-39  绘制正多边形 

4.3.2 绘制椭圆 

用鼠标或键盘输入椭圆中心，然后按给定长、短轴半径画一个任意方向的椭

圆或椭圆弧。 

【命令名】Ellipse 

单击【绘制工具】工具栏中的【椭圆】按钮 。 

 

如图所示，在屏幕下方弹出的立即菜单的含义为，以定位点为中心画一个旋

转角为 0 度，长半轴为 100，短半轴为 50 的整个椭圆，此时，用鼠标或键盘输

入一个定位点。一旦位置确定，椭圆即被绘制出来。用户会发现，在移动鼠标确

定定位点时，一个长半轴为 100，短半轴为 50 的椭圆随光标的移动而移动。 

如果单击立即菜单中的【2：长半轴】或【3：短半轴】，按系统提示用户可

重新定义待画椭圆的长、短轴的半径值。 

如果单击立即菜单中的【4：旋转角】，用户可输入旋转角度，以确定椭圆的

方向。 

如果单击立即菜单中的【5：起始角】和【6：终止角】，用户可输入椭圆的

起始角和终止角，当起始角为 0 度、终止角为 360 度时，所画的为整个椭圆，当

改变起、终角时，所画的为一段从起始角开始，到终止角结束的椭圆弧。 

如果在立即菜单【1：】中选择【轴上两点】，则系统提示用户输入一个轴

的两端点，然后输入另一个轴的长度，用户也可用鼠标拖动来决定椭圆的形状。 

如果在立即菜单【1：】中选择【中心点_起点】方式，则用户应输入椭圆的

中心点和一个轴的端点（即起点），然后输入另一个轴的长度，也可用鼠标拖动

来决定椭圆的形状。 



CAXA 电子图板2007 

103 

【举例】 

图 4-40 为按上述步骤所绘制的椭圆和椭圆弧。图（a）是旋转角为 60 度的整

个椭圆，图（b）是起始角 60 度，终止角 220 度的一段椭圆弧。 

 

（a）椭圆   （b）椭圆弧 

图 4-40  椭圆的绘制 

4.3.3 绘制孔/轴  

在给定位置画出带有中心线的轴和孔或画出带有中心线的圆锥孔和圆锥轴。 

【命令名】Hole 

（1）单击【绘制工具 II】工具栏中的【孔/轴】按钮 。 

如图所示，单击立即菜单

【1：】，则可进行【轴】和【孔】的切换，不论是画轴还是画孔，剩下的操作

方法完全相同。轴与孔的区别只是在于在画孔时省略两端的端面线，见图 4-41。 

（2）单击立即菜单中的【2.中心线角度】，用户可以按提示输入一个角度值，

以确定待画轴或孔的倾斜角度，角度的范围是（－360，360）。 

（3）按提示要求，移动鼠标或用键盘输入一个插入点，这时在立即菜单处出

现一个新的立即菜单： 

 

(4) 立即菜单列出了待画轴的已知条件，提示表明下面要进行的操作。此时，

如果移动鼠标会发现，一个直径为 100 的轴被显示出来，该轴以插入点为起点，

其长度由用户给出。 

（5）如果单击立即菜单中的【2：起始直径】或【3：终止直径】，用户可以

输入新值以重新确定轴或孔的直径，如果起始直径与终止直径不同，则画出的是

圆锥孔或圆锥轴。 

（6）立即菜单【4：有中心线】表示在轴或孔绘制完后，会自动添加上中心

线，如果单击【无中心线】方式则不会添加上中心线。 

（7）当立即菜单中的所有内容设定完后，用鼠标确定轴或孔上一点，或由键

盘输入轴或孔的轴长度。一旦输入结束，一个带有中心线的轴或孔被绘制出来。 

（8）本命令可以连续地重复操作，右击停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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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图 4-41（a）,（b）分别为用上述操作所画的轴和孔。但在实际绘图过程中孔

应绘制在实体中，图 4-41（c）为阶梯轴和孔的综合例子。 

轴 圆锥轴

孔

 

            （a）孔        （b）轴          （c）阶梯轴 

图 4-41  轴和孔 

4.3.4 绘制波浪线 

按给定方式生成波浪曲线，改变波峰高度可以调整波浪曲线各曲线段的曲率

和方向。 

【命令名】Wavel 

（1）单击【绘制工具 II】工具栏中的【波浪线】按钮 。 

（2）单击立即菜单【1：波峰】，用户可以在（－100,100）范围内输入波峰

的数值，以确定浪峰的高度。 

（3）按菜单提示要求，用鼠标在画面上连续指定几个点，一条波浪线随即显

示出来，在每两点之间绘制出一个波峰和一个波谷，右击即可结束。 

【举例】 

 

图 4-42  波浪线的绘制 

图 4-42 为用上述操作方法绘制的波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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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双折线 

由于图幅限制，有些图形无法按比例画出，可以用双折线表示。在绘制双折

线时，对折点距离进行控制。 

【命令名】Condup 

（1）单击【绘制工具 II】工具栏中的【双折线】”按钮 。 

（2）用户可通过直接输入两点画出双折线，也可拾取现有的一条直线将其改

为双折线。 

(3) 如果在立即菜单【1：】中选择【折点距离】，在立即菜单【2：距离】

中输入距离值，拾取直线或点，则生成给定折点距离的双折线。 

（4）如果在立即菜单【1：】中选择【折点个数】，在立即菜单【2：个数】

中输入折点的个数值，拾取直线或者点，则生成给定折点个数的双折线。 

4.3.6 公式曲线 

公式曲线即是数学表达式的曲线图形，也就是根据数学公式（或参数表达式）

绘制出相应的数学曲线，公式的给出既可以是直角坐标形式的、也可以是极坐标

形式的。公式曲线为用户提供一种更方便、更精确的作图手段，以适应某些精确

型腔，轨迹线形的作图设计。用户只要交互输入数学公式，给定参数，计算机便

会自动绘制出该公式描述的曲线。 

【命令名】 Fomul 

（1）单击【绘制工具】工具栏中的【公式曲线】按钮 。 

（2）屏幕上将弹出公式曲线对话框（如图 4-43）。用户可以在对话框中首先

选择是在直角坐标系下还是在极坐标下输入公式。 

（3）接下来是填写需要给定的参数：变量名、起终值（指变量的起终值，既

给定变量范围），并选择变量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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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3 公式曲线对话框 

在编辑框中输入公式名、公式及精度。然后用户可以单击【预显】按钮，在左

上角的预览框中可以看到设定的曲线。 

对话框中还有储存、提取、删除这三个按钮，储存一项是针对当前曲线而言，

保存当前曲线；提取和删除都是对已存在的曲线进行操作，用左键单击这两项中

的任何一个都会列出所有已存在公式曲线库的曲线，以供用户选取。 

用户设定完曲线后，单击【确定】，按照系统提示输入定位点以后，一条公

式曲线就绘制出来了。 

本命令可以重复操作，右击可结束操作。 

4.3.7 填充 

填充实际是一种图形类型，它可对封闭区域的内部进行填充，对于某些制件

剖面需要涂黑时可用此功能。 

用户若要填充汉字，则应首先将汉字进行【块打散】操作，然后再进行填充。 

【命令名】Solid 

单击【绘制工具】工具栏中的【填充】按钮 。用鼠标左键拾取要填充的

封闭区域内任意一点，即可完成填充操作。 

4.3.8 画箭头 

在直线、圆弧、样条或某一点处，按指定的正方向或反方向画一个实心箭头。

箭头的大小可在【系统设置】菜单中【标注参数】选项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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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名】Arrow 

单击【绘制工具 II】工具栏中的【箭头】按钮 。 

单击立即菜单【1：】，则可进行【正向】和【反向】的切换。允许用户在

直线、圆弧或某一点处画一个正向或反向的箭头。 

系统对箭头的方向是这样定义的： 

直线：当箭头指向与 X 正半轴的夹角大于等于 0 度，小于 180 度时为正向，

大于等于 180 度，小于 360 度时为反向。 

圆弧：逆时针方向为箭头的正方向，顺时针方向为箭头的反方向。 

样条：逆时针方向为箭头的正方向，顺时针方向为箭头的反方向。 

指定点：指定点的箭头无正、反方向之分，它总是指向该点的。 

 

(a)正向箭头                           （b）反向箭头 

图 4-44 直线上的箭头 

 

以上规定见图 4-44、4-45、4-46、4-47。 

            

加引线

不加引线  

(a) 正向箭头    （b）反向箭头 

    图 4-45 圆弧的箭头                    图 4-46  某点处的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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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正向箭头                             （b）反向箭头 

图 4-47 样条的箭头 

按操作提示要求，用鼠标拾取直线、圆弧或某一点，拾取后，操作提示变为

【箭头位置】。按这一提示，再用鼠标选定加画箭头的确切位置。用户会看到在

移动鼠标时，一个绿色的箭头已经显示出来，且随光标的移动而在直线或圆弧上

滑动，待选好位置，单击鼠标左键，则箭头被画出。 

1

2

1

2

 

   （a）  正向            （b）反向 

 

图 4-48  带箭头的直线 

如果是在某一点处加画一个箭头，系统还允许用户临时画出箭头的引线，引

线长度由用户确定，箭头的方向可在 360 度范围内选择拖动鼠标可看到引线的长

度和方向跟随鼠标的移动而变化，当认为合适时，单击鼠标左键即可画出箭头及

引线，若不需画引线，则选定“箭头位置”后，不必拖动鼠标，直接单击鼠标左

键即可。 

用户还可以象画两点线一样绘制带箭头的直线，若选【正向】，则箭头由第

二点指向第一点，若选【反向】，则箭头由第一点指向第二点，如图 4-48。 

绘制方法是，当系统提示【拾取直线、圆弧或第一点】时，单击鼠标左键在

屏幕绘图区内任意指定一点，拖动鼠标，可以看到一条动态的带箭头直线随鼠标

的移动而变化，当移动到合适位置时，再单击鼠标左键输入第二点，则带箭头的

直线绘制完成。 

4.3.9 绘制点 

在屏幕指定位置处画一个孤立点，或在曲线上画等分点。 

【命令名】Point 

单击【绘制工具】工具栏中的【点】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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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立即菜单【1：】，可选取【孤立点】、【等分点】或者【等弧长点】

三种方式。 

若选【孤立点】，则可用鼠标拾取或用键盘直接输入点，利用工具点菜单，

则可画出端点、中点、圆心点等特征点。 

若选【等分点】，则用户首先单击立即菜单【2：等分数】，输入等分份数，

然后拾取要等分的曲线，则可绘制出曲线的等分点。 

注意：这里只是作出等分点，而不会将曲线打断，若用户想对某段曲线进行

几等分，则除了本操作外，还应使用下一章“曲线编辑”中所介绍的“打断”操

作。 

若选【等弧长点】， 则将圆弧按指定的弧长划分。单击立即菜单【2：】，

可以切换【指定弧长】方式和【两点确定弧长】方式。如果菜单 2 为【指定弧长】

方式，则在其【3：等分数】中输入等分份数，在【4：弧长】中指定每段弧的长

度，然后拾取要等分的曲线，接着拾取起始点，，选取等分的方向，则可绘制出

曲线的等弧长点。如果菜单 2 为【两点确定弧长】，则在【3：等分数】中输入

等分分数，然后拾取要等分的曲线，拾取起始点，选取等弧长点（弧长），则可

绘制出曲线的等弧长点。 

 

将一条直线三等分。 

如图 4-49，首先按照前面介绍的方法，绘制出直线的三等分点 1 和 2，然后

单击【图形编辑】图标，在弹出工具栏中单击【打断】

选项，然后按提示拾取直线，再拾取 1 点，这时如果

再拾取直线，则可以看到，原来的直线已在 1 点处被

打断成两条线段，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将剩余的直线在

2 点处打断，此时，原来的直线已被等分为三条互不

相关的线段。 

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将其它曲线（如圆、圆弧）等分。 

 

                  图 4-49  三等分直线 

4.3.10 绘制齿轮 

【功能】 按给定的参数生成整个齿轮或生成给定个数的齿形。 

【命令名】Gear 

（1） 单击【绘制工具 II】工具栏中的【齿轮】按钮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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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选取齿轮生成功能项后，系统弹出齿轮参数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在对话框中可设置齿轮的齿数、模数、压力角、变位系数等，用户还可改变齿轮

的齿顶高系数和齿顶隙系数来改变齿轮的齿顶圆半径和齿根圆半径，也可直接指

定齿轮的齿顶圆直径和齿根圆直径。 

 

图 4-50 齿轮参数对话框 

（3）确定完齿轮的参数后，单击【下一步】按钮，弹出齿轮预显框，如图

所示。在此对话框中，用户可设置齿形的齿顶过渡圆角的半径和齿跟过渡圆弧半

径及齿形的精度，并可确定要生成的齿数和起始齿相对于齿轮圆心的角度，确定

完参数后可单击【预显】按钮观察生成的齿形。单击【完成】按钮结束齿形的生

成，如果要修改前面的参数，单击【上一步】按钮可回到前一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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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1 齿形预显 

   （4）结束齿形的生成后，给出齿轮的定位点即可完成该功能。 

注意：该功能生成的齿轮要求模数大于 0.1、小于 50，齿数大于等于 5、小

于 1000。 

4.3.11 圆弧拟合样条 

【功能】 可以将样条线分解为多段圆弧，并且可以指定拟合的精度。配合查

询功能使用，可以使加工代码编程更方便。 

【命令名】Nhs 

（1）单击【绘制工具 II】工具栏中的【圆弧拟合样条】按钮 ，在立即菜单

中选择参数。 

 

 

（2）单击立即菜单【1：】，可选取【不光滑连续】或【光滑连续】。 

（3）单击立即菜单【2：】，可选取【保留原曲线】或【不保留原曲线】。 

（4）拾取需要拟合的样条线。 

（5）单击【查询】下拉菜单中【元素属性】命令，窗口选取样条的所有拟

合圆弧，单击右键确定。 

（6）弹出查询结果对话框，拉动滚动条，可见各拟合圆弧属性。 



CAXA 电子图板2007 

112 

 

图 4-52 圆弧拟合样条 

4.4 块操作 

CAXA 电子图板提供了把不同类型的图形元素组合成块的功能，块是复合形

式的图形实体，是一种应用广泛的图形元素，它有如下特点： 

块是复合型图形实体，可以由用户定义，块被定义生成以后，原来若干相互

独立的实体形成统一的整体，对它可以进行类似于其他实体的移动、拷贝、删除

等各种操作。 

块可以被打散，即构成块的图形元素又成为可独立操作的元素。 

利用块可以实现图形的消隐。 

利用块可以存贮与该块相联系的非图形信息，如块的名称、材料等，这些信

息也称为块的属性。 

利用块可以实现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等的自动标注。 

利用块可以实现图库中各种图符的生成、存贮与调用。 

CAXA 电子图板中属于块的图素：图符、尺寸、文字、图框、标题栏、明细

表等，这些图素均可用除“块生成”外的其它块操作工具。 

用户对块的操作时，单击【绘制】主菜单中的【块操作】项。系统弹出块操

作工具应用子菜单，或者与菜单项对应的按钮菜单如图 4-53 左、右所示，它包

括【块生成】、【块消隐】、【块属性】和【块属性表】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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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3  块操作工具菜单 

4.4.1 块生成 

用于将选中的一组图形实体组合成一个块，生成的块位于当前层，对它可实

施各种图形编辑操作，块的定义可以嵌套，即一个块可以是构成另一个块的元素。 

【命令名】Block 

在弹出的【块操作工具】工具栏中单击【块生成】按钮 。 

根据屏幕提示，拾取构成块的元素，当拾取完成后，右击确认结束。 

根据屏幕提示，输入块的基准点，基准点也就是块的基点，主要用于块的拖

动定位。 

基准点输入完以后，块也就生成了。 

用户也可以先拾取实体，然后右击激活右键快捷菜单，在菜单中选择【块生

成】选项，根据提示输入块的基准点，这样也可以生成块。 

【举例】 

例 1：绘制一个六角头螺栓的一个视图，并定义为块 B1，操作步骤如下（见

图 4-54a）。 

在中心线层画中心线，在 0 层画出正六边形与圆； 

拾取菜单项【块生成】； 

用窗口方式拾取圆、正六边形和中心线； 

将图形的中心设为定位点，块生成完毕。 

例 2：制作块 B2（图 4-54b） 

画中心线与长方形板，倒多圆角； 

用平移在板中左下角处画出 B1 块； 

用矩形阵列拷贝成六个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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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块 B1            （b）  块 B2 

图 4-54 块的生成 

用【块生成】将整个图形制作成块，该块的成员中含有六个 B1 块，它是一个

通过块嵌套制作成的块。 

从上例可以看出，利用块可以大大简化复杂图形的绘制。 

4.4.2 块打散 

将块分解为组成块的各成员实体，它是块生成的逆过程，如果块生成是逐级

嵌套的，那么块打散也是逐级打散，块打散后其各成员彼此独立，并归属于原图

层。 

【命令名】Explode 

在 【编辑】工具栏中单击【打散】按钮 。 

根据屏幕提示，用户用鼠标左键拾取块，拾取完成后右击确认结束，块即被

打散。此时若再用鼠标左键拾取原块内的任一元素，则只有该元素被选中，而其

它元素没有被选中，这说明原来的块已不存在，已经被打散为若干个互不相关的

实体元素。 

【举例】 

如果在图 4-54b 中，将 B2 块打散，由于该块嵌套生成，所以分解为 6 个 B1

块和中心线、圆角矩形等图形实体，如进一步再对 B1 块执行【打散】，则进一

步分解为中心线、圆、正六边形等各图形实体。 

4.4.3 块属性 

为指定的块添加属性。属性是与块相关联的非图形信息，并与块一起存储。 

块的属性由一系列属性表项及相对应的属性值组成，属性表项的内容可由

【块属性表】命令设定，它指明了块具有那些属性，【块属性】命令是为块的属

性赋值，或修改和查询各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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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名】Attrib 

在弹出【块操作工具】工具栏中单击【设置块属性表】按钮 。 

按系统提示拾取块后，弹出【填写属性表】对话框，在对话框中，CAXA 电

子图板预先设定一些属性名，如【名称】、【重量】、【体积】、【规格】等等，

这些属性名可通过【块属性表】命令进行修改与设定。 

 

图 4-55   块属性对话框 

 

每个属性名对应着一个编辑框，用户可在编辑框中对各个属性进行赋值或修

改。 

完成后按【确定】按钮，系统接受用户的赋值或修改。 

4.4.4 块属性表 

设定当前属性表的表项，设定后，在调用【块属性】命令时，可弹出具有相

应表项的【填写属性表】对话框。可对当前属性表进行修改，如【增加属性】和

【删除属性】等。对修改后的属性可以存储为属性表文件，供以后调用。也可调

入已有的属性表文件，以替代当前的属性表。 

【命令名】Atttab 

单击【块操作】，在弹出的【块操作工具】工具栏中单击【定义块属性表】

按钮 。 

弹出如图 4-56 所示的【块属性表】对话框，对话框的左边为属性名称列表框，

框中列出了当前属性表的所有属性的名称，右侧为一组按钮，可实现对属性表的

操作。 



CAXA 电子图板2007 

116 

 

图 4-56  块属性表对话框 

对该对话框可实施以下操作： 

修改属性名：实现用鼠标单击或通过上、下方向键在属性名称列表框

选中要修改的属性名，然后用鼠标左键双击该属性，则可进入编辑状

态，实现对属性名的修改。 

增加属性：用户想在那个属性前加入新的属性，则可用鼠标或上下方

向键在属性名称列表框中选定该属性，然后按【增加属性】按钮或者

按 Insert（或 Ins）键，可在列表中插入一个名为【新项目】的新属性，

按照上面介绍的方法将属性名改为实际的属性名称即可完成【增加属

性】操作。 

删除属性：用鼠标或上下方向键在属性名称列表框中选定该属性，然

后按【删除属性】按钮或者按 Delete（或 Del）键即可删除该属性； 

存储文件：用户可将自定义的属性表存盘，以备后用。单击【存储文

件】按钮后弹出【存储块属性文件】对话框，用户输入文件名，属性

表文件后缀为 .ATT； 

用户还可以调入自己编辑的属性文件，单击【打开文件】按钮后，在

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所需的块属性文件后，可调出文件中存储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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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取代当前的属性表。 

用户可以选择是否下次使用时自动加载列表中的内容。 

作完以上操作后，单击【确定】按钮，可使系统接受用户的操作。 

4.4.5 块消隐 

CAXA 电子图板提供了二维自动消隐功能，给用户作图带来方便。特别是在

绘制装配图过程中，当零件的位置发生重叠时，此功能的优势更加突出。本节介

绍其基本操作。 

利用具有封闭外轮廓的块图形作为前景图形区，自动擦除该区内其它图形，

实现二维消隐，对已消隐的区域也可以取消消隐，被自动擦除的图形又被恢复，

显示在屏幕上。 

如果用户拾取不具有封闭外轮廓的块图形，则系统不执行消隐操作。 

【命令名】Hide 

用户可以拾取图形中的块作为前景零件，拾取一个，消隐一个，可连续操作，

右击或按 Esc 键退出命令。 

立即菜单默认项为【消隐】，即对拾取的块进行消隐操作，用户也可以用

Alt+1 切换为【取消消隐】。 

若几个块之间相互重叠，则用户拾取哪一个块，该块被自动设为前景图形区，

与之重叠的图形被消隐。 

【举例】 

例 1：图 4-57 为块消隐的实例 

 

(a) 选取螺母             （b）选取螺栓 

图 4-57  块消隐操作 

图中螺栓和螺母分别被定义成两个块，当它们配合到一起时必然会产生块消

隐的问题。图（a）中选取螺母为前景实体，螺栓中与其重叠的部分被消隐。当选

取螺栓时，螺栓变为前景实体，螺母的相应部分被消隐，如图（b）所示。 

例 2：图 4-58.为消隐与取消消隐操作的实例 

在图（a）中两个矩形被定义成两个块，它们相互重叠地放在一起，当选择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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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的 1 块为前景实体，则右下方的 2 块的相应部分被消隐，如图（b）所示。

选择【取消消隐】方式，当再次选取 1 块时，2 块中原来被消隐的部分又恢复过

来，如图（c）所示。 

 

（a）原图          （b）消隐        （c）取消消隐 

图 4-58  消隐与取消消隐操作 

4.5 其它有关的块操作工具 

4.5.1 块的线型与颜色 

块作为一种特殊的实体，除了拥有普通实体的特性以外，还具有一些自己的

特性，比如它可以拥有自己的线型和颜色。本节将主要介绍如何设置块的线型和

颜色。 

用户首先应绘制好所需定义成块的图形。 

用窗口拾取方式拾取绘制好的图形，右击，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属性

修改】选项。 

在弹出的菜单中将线型和颜色均改为 Byblock，具体方法在 5.4.2 节“属性修

改”中已有详细的说明。 

然后按本章第一节介绍的方法将图形定义成块。 

选择刚生成的块，再次右击，选择【属性修改】选项，修改线型和颜色，这

次，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自己所需的线型和颜色。 

在属性修改对话框中单击【确定】按钮后，可以看到刚才生成的块已变成用

户自己定义的线型和颜色。 

4.5.2 右键操作功能中的块操作工具 

拾取块以后，右击可弹出右键快捷菜单，如图 4-5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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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9 右键操作菜单 

 

块作为一个实体，可以执行删除、平移、旋转、镜像、比例缩放等图形编辑

操作，它还可以执行块打散、块消隐操作命令。当拾取完一组互不相关的实体后，

在右键快捷菜单中可以选择【块生成】命令。可以看出，熟练使右击操作功能，

将大大提高工作的效率。 

4.6 块的在位编辑 

块的在位编辑功能用于在不打散块的情况下编辑块内实体的属性，如修改颜

色，层等，也可以向块内增加实体，或从块中删除实体等。 

4.6.1 进入块在位编辑 

可以通过主菜单、【块在位编辑工具条】和右键菜单等方式进入块在位编辑

状态。 

下面演示的是右键菜单的方式，先拾取一个块后单击右键，单击【块在位编

辑】即可。 

注意：只能单选一个块才能进行块的在位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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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0 块在位编辑 

4.6.2 从块中移出 

如果只想把实体从块中移出，而不是从系统中删除，选择【从块中移出】。

然后拾取要移出块的实体。 

4.6.3 保存退出： 

对进行的修改进行保存，会更新块。 

4.6.4 不保存退出： 

放弃对块进行的编辑，退出块在位编辑状态。 

4.7 库操作 

详见第 8 章【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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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图形编辑  

5.1 概述 

本章向用户介绍图形编辑及对象链接与嵌入（OLE）的有关知识 。 

对当前图形进行编辑修改，是交互式绘图软件不可缺少的基本功能。它对提

高绘图速度及质量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CAXA 电子图板充分考虑了用户的需

求，为用户提供了功能齐全、操作灵活方便的编辑修改功能。 

电子图板的编辑修改功能包括曲线编辑和图形编辑两个方面，并分别安排在

主菜单及绘制工具栏中。曲线编辑主要讲述有关曲线的常用编辑命令及操作方

法，图形编辑则介绍对图形编辑实施的各种操作。 

作为在 Windows 平台上使用的绘图软件，为了适应各方面用户的绘图需要，

CAXA 电子图板支持对象的链接与嵌入（OLE）技术，可以在电子图板生成的文

件中插入图片、图表、文本、电子表格等 OLE 对象，也可以插入声音、动画、电

影剪辑等多媒体信息，除此以外，还可以将用电子图板绘制的图形插入到其它支

持 OLE 的软件（如 Word）中。本章对这部分内容也将进行详细的介绍。 

下面分别对这几部分进行介绍。 

5.2 图素编辑 

单击【修改】下拉菜单或选择【编辑】工具栏，根据作图需要用鼠标单击相

应按钮可以弹出立即菜单和操作提示。如图 5-1 所示。 

 

图 5-1  编辑工具栏 

5.2.1 裁剪 

CAXA 电子图板允许对当前的一系列图形元素进行裁剪操作。裁剪操作分为

快速裁剪、拾取边界裁剪和批量裁剪三种方式。 

5.2.1.1 快速裁剪 

用鼠标直接拾取被裁剪的曲线，系统自动判断边界并做出裁剪响应。 

【命令名】Trim 

单击并选择【修改】下拉菜单中的【裁剪】命令或在【编辑】工具条栏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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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剪】按钮 。 

系统进入默认的快速裁剪方式。快速裁剪时，允许用户在各交叉曲线中进行

任意裁剪的操作。其操作方法是直接用光标拾取要被裁剪掉的线段，系统根据与

该线段相交的曲线自动确定出裁剪边界，待单击鼠标左键后，将被拾取的线段裁

剪掉。 

快速裁剪在相交较简单的边界情况下可发挥巨大的优势，它具有很强的灵活

性，在实践过程中熟练掌握将大大提高工作的效率。 

【举例】 

鼠标拾取此处线段

       

   拾取操作           结果            拾取操作              结果 

                （a）                （b） 

鼠标拾取此处线段

鼠标点取此处线段

 

     拾取操作          结果                拾取操作     结果 

                       （c）                       （d） 

图 5-2  快速裁剪中的拾取位置 

例 1：图 5-2 中的几个实例说明，在快速裁剪操作中，拾取同一曲线的不同

位置，将产生不同的裁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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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图 5-3 为快速裁剪直线的一个实例。 

拾取位置

拾取位置

 

                                             

图 5-3  快速裁剪直线 

 

例 3： 

拾取位置 拾取位置 裁剪结果  

图 5-4  快速裁剪圆和圆弧 

图 5-4 为对圆和圆弧快速裁剪的实例。 

 

5.2.1.2 拾取边界裁剪 

对于相交情况复杂的边界，电子图板提供了拾取边界的裁剪方式。 

拾取一条或多条曲线作为剪刀线，构成裁剪边界，对一系列被裁剪的曲线进

行裁剪。系统将裁剪掉所拾取到的曲线段，保留在剪刀线另一侧的曲线段。另外，

剪刀线也可以被裁剪。 

【命令名】Trim 

单击并选择【修改】下拉菜单中的【裁剪】命令或在【编辑】工具条栏单击

【裁剪】按钮 。 

按提示要求，用鼠标拾取一条或多条曲线作为剪刀线，然后右击，以示确认。

此时，操作提示变为【拾取要裁剪的曲线】。用鼠标拾取要裁剪的曲线，系统将

根据用户选定的边界作出反应，裁剪掉前面拾取的曲线段至边界部分，保留边界

另一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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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取边界操作方式可以在选定边界的情况下对一系列的曲线进行精确的裁

剪。此外，拾取边界裁剪与快速裁剪相比，省去了计算边界的时间，因此执行速

度比较快，这一点在边界复杂的情况下更加明显。 

 

  边界

拾取位置  

    拾取操作          操作结果         拾取操作          操作结果 

(a) 直线的边界裁剪                     （b）圆的边界裁剪 

图 5-5  拾取边界裁剪 

【举例】 

5.2.1.3 批量裁剪 

当曲线较多时，可以对曲线进行批量裁剪。 

【命令名】Trim 

（1）单击并选择【修改】下拉菜单中的【裁剪】命令或在【编辑】工具条

栏单击【裁剪】按钮 。 

（2）在立即菜单中选择【批量裁剪】项。 

（3）拾取剪刀链。可以是一条曲线，也可以是首尾相边的多条曲线。 

（4）用窗口拾取要裁剪的曲线，单击右键确认。 

（5）选择要裁剪的方向，裁剪完成。 

5.2.2 过渡 

CAXA 电子图板的过渡包括圆角、倒角和尖角的过渡操作。 

5.2.2.1 圆角过渡 

在两圆弧（或直线）之间进行圆角的光滑过渡。 

【命令名】Corner 

单击并选择【修改】下拉菜单中的【过渡】命令或在的【编辑】工具栏单击

【过渡】 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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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过渡选项菜单 

用鼠标单击立即菜单【1：】，则在立即菜单上方弹出选项菜单，用户可以

在选项菜单中根据作图需要用鼠标选择不同的过渡形式。选项菜单见图 5-6。 

用鼠标单击立即菜单中的【2：】，则在其上方也弹出一个如下图所示的选

项菜单。 

 

图 5-7 选项菜单 

用鼠标单击可以对其进行裁剪方式的切换。选项菜单的含义如下： 

1 ) 裁剪：裁剪掉过渡后所有边的多余部分。 

2 ) 裁剪起始边：只裁剪掉起始边的多余部分，起始边也就是用户拾取的第

一条曲线。 

3 ) 不裁剪：执行过渡操作以后，原线段保留原样，不被裁剪。 

起始边

 

过渡前        过渡后        过渡前     过渡后           过渡前       

过渡后 

(a) 裁剪                 （b）裁剪起始边             （c）不裁剪 

图 5-8  圆角过渡的裁剪方式 

图 5-8 中的（a）、（b）、（c）分别表示了它们的含义。 

用户单击立即菜单【3：半径】后，可按照提示输入过渡圆弧的半径值。 

按当前立即菜单的条件及操作和提示的要求，用鼠标拾取待过渡的第一条曲

线，被拾取到的曲线呈红色显示，而操作提示变为【拾取第二条曲线】。在用鼠

标拾取第二条曲线以后，在两条曲线之间用一个圆弧光滑过渡。 

注意：用鼠标拾取的曲线位臵的不同，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而且，过渡圆弧

半径的大小应合适，否则也将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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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拾取位置 拾取位置

 

       拾取操作          过渡结果           拾取操作      过渡结果 

                   （a）               （b） 

图 5-9  圆角过渡的拾取位置 

例 1： 

从图 5-9 中给出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拾取曲线位置的不同，其结果也各异。 

例 2： 

在机械零件中，经常会遇到安装件倒圆角和铸造圆角等工艺，图 5-10 中就属

于这种情况。首先如图 5-10（a）所示绘制出基本图线，如直线、圆和矩形，然

后将两肋板相重叠的四条短线段用上一节介绍的方法裁剪掉，接下来进行倒圆角

操作，注意：倒角过程中有些使用【裁剪】方式，有些使用【裁剪起始边】方式，

应加以区别。操作完成后，可以得到如图（b）所示的最终结果。 

裁剪掉 裁剪起始边 裁剪

 

(a)               （b） 

图 5-10  过渡中的裁剪操作 

5.2.2.2 多圆角过渡 

用给定半径过渡一系列首尾相连的直线段。 

【命令名】Corner 

单击并选择【修改】下拉菜单中的【过渡】命令或在的【编辑】工具栏单击

【过渡】按钮 。 

在弹出的立即菜单中单击菜单【1：】，并从菜单项中选择【多圆角】。 

用鼠标单击立即菜单中的【2：半径】，按操作提示用户可从键盘输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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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数，重新确定过渡圆弧的半径。 

按当前立即菜单的条件及操作提示的要求，用鼠标拾取待过渡的一系列首尾相

连的直线。这一系列首尾相连的直线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不封闭的。例如： 

 

 过渡前             过渡后            过渡前         过渡后 

(a)封闭曲线             （b）不封闭曲线 

图 5-11 多圆角过渡 

 

【举例】 

图 5-12 为多圆角过渡在实际中的一个应用，它可以将一个矩形的直角连接变

为圆角过渡。上一节中，图 5-10 中的矩形也可以使用多圆角过渡。 

 

          （a）操作前                 （b）操作后 

图 5-12  多圆角过渡的应用 

 

5.2.2.3 倒角过渡 

在两直线间进行倒角过渡。直线可被裁剪或向角的方向延伸。 

【命令名】Corner 

单击并选择【修改】下拉菜单中的【过渡】命令或在的【编辑】工具栏单击

【过渡】按钮 。 

在弹出的立即菜单中单击菜单【1：】，并从菜单项中选择【倒角】。 

用户可从立即菜单项【2：】中选择裁剪的方式，操作方法及各选项的含义

与【圆角过渡】一节中所介绍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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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边

倒角线

第二边

角 度

长 度

 

图 5-13 长度和角度的定义 

立即菜单中的【3：长度】和【4：倒角】两项内容表示倒角的轴向长度和倒角

的角度。根据系统提示，从键盘输入新值可改变倒角的长度与角度。其中【轴向

长度】是指从两直线的交点开始，沿所拾取的第一条直线方向的长度。【角度】

是指倒角线与所拾取第一条直线的夹角，其范围是（0，180）。其定义如图 5-13

所示。由于轴向长度和角度的定义均与第一条直线的拾取有关，所以两条直线拾

取的顺序不同，作出的倒角也不同。 

若需倒角的两直线已相交（即已有交点），则拾取两直线后，立即作出一个

由给定长度、给定角度确定的倒角，如图 5-14（a）。 

 

   操作前           倒角后            操作前        倒角后 

(a) 已相交                              （b）未相交 

图 5-14  倒角操作 

如果待作倒角过渡的两条直线没有相交（即尚不存在交点），则拾取完两条

直线以后，系统会自动计算出交点的位置，并将直线延伸，而后作出倒角。如图

5-14（b）。 

 

【举例】 

从图 5-15 中可以看出，轴向长度均为 3，角度均为 60 度的倒角，由于拾取

直线的顺序不同，倒角的结果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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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一条

 

           (a)                           (b)     

图 5-15  直线拾取的顺序与倒角的关系 

5.2.2.4 外倒角和内倒角 

绘制三条相垂直的直线外倒角或内倒角。 

【命令名】Corner 

单击并选择【修改】下拉菜单中的【过渡】命令或在 【编辑】工具栏单击

【过渡】按钮 。 

在弹出的立即菜单中单击菜单【1：】，并从菜单项中选择【外倒角】或【内

倒角】。 

立即菜单中的【2：】和【3：】两项内容表示倒角的轴向长度和倒角的角度。

用户可按照系统提示，从键盘输入新值，改变倒角的长度与角度。 

a

c

b
 

图 5-16  相互垂直的直线 

然后根据系统提示，选择三条相互垂直的直线，这三条相互垂直的直线是指类

似于如图 5-16 所示的三条直线，即直线 a、b 同垂直于 c，并且在 c 的同侧。 

外（内）倒角的结果与三条直线拾取的顺序无关，只决定于三条直线的相互

垂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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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倒角

1

2

3 4

内倒角

 

(a) 操作前                           （b）操作结果 

图 5-17  内、外倒角的绘制 

【举例】 

图 5-17 中为阶梯轴倒角的实例，其中既有外倒角，也有内倒角。首先选择【外

倒角】方式，设置轴向长度为 2，倒角为 45 度，然后选择线段 1、2、3，可绘制

出外倒角。再选择【内倒角】方式，同样设置轴向长度为 2，倒角为 45 度，然后

选择线段 1、3、4，可作出内倒角。 

5.2.2.5 多倒角 

倒角过渡一系列首尾相连的直线。 

【命令名】Corner  

单击并选择【修改】下拉菜单中的【过渡】命令或在【编辑】工具栏单击【过

渡】按钮 。 

在弹出的立即菜单中单击菜单【1：】，并从菜单项中选择【多倒角】。 

立即菜单中的【2：】和【3：】两项内容表示倒角的轴向长度和倒角的角度。

用户可按照系统提示，从键盘输入新值，改变倒角的长度与角度。 

然后根据系统提示，选择首尾相连的直线，具体操作方法与【多圆角】的操作

方法十分相似。 

5.2.2.6 尖角 

在两条曲线（直线、圆弧、圆等）的交点处，形成尖角过渡。两曲线若有交

点，则以交点为界，多余部分被裁剪掉；两曲线若无交点，则系统首先计算出两

曲线的交点，再将两曲线延伸至交点处。 

【命令名】Corner 

单击并选择【修改】下拉菜单中的【过渡】命令或在 【编辑】工具栏单击

【过渡】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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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立即菜单中单击菜单【1：】，并从菜单项中选择【尖角】。按提

示要求连续拾取第一条曲线和第二条曲线以后，即可完成尖角过渡的操作。 

注意：鼠标拾取的位臵不同，将 产生不同的结果。  

【举例】 

图 5-18 为尖角过渡的几个实例，其中（a）和（b）为由于拾取位置的不同而

结果不同的例子，（c）和（d）为两曲线已相交和尚未相交的例子。 

拾取位置 拾取位置

 

  拾取操作             操作后           拾取操作           操作后 

(a) （b） 

 

 

 

 

拾取位置
拾取位置

 

   拾取操作       操作后            拾取操作           操作后 

（c）                                       （d） 

图 5-18  尖角过渡 

5.2.3 齐边 

以一条曲线为边界对一系列曲线进行裁剪或延伸。 

【命令名】Edge 

单击并选择【修改】下拉菜单中的【齐边】命令或在 【编辑】工具栏单击

【齐边】按钮 。 

按操作提示拾取剪刀线作为边界，则提示改为【拾取要编辑的曲线】。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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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作图需要可以拾取一系列曲线进行编辑修改，右击结束操作。 

如果拾取的曲线与边界曲线有交点，则系统按【裁剪】命令进行操作，系统

将裁剪所拾取的曲线至边界为止。如果被齐边的曲线与边界曲线没有交点，那

么，系统将把曲线按其本身的趋势（如直线的方向、圆弧的圆心和半径均不发生

改变）延伸至边界。 

注意：圆或圆弧可能会有例外，这是因为它们无法向无穷远处延伸，它们的

延伸范围是以半径为限的，而且圆弧只能以拾取的一端开始延伸，不能两端同时

延伸（见图 5-19（c）和（d））。 

拾取位置
拾取位置

边界 边界
 

拾取操作          操作结果          拾取操作          操作结果 

(a)                                  （b） 

边界

拾取位置

边界

拾取位置

 

拾取操作           操作结果          拾取操作           操作结果 

(c)                                   （d） 

图 5-19  齐边操作 

【举例】 

5.2.4 打断 

将一条指定曲线在指定点处打断成两条曲线，以便于其它操作。 

【命令名】Break 

单击并选择【修改】下拉菜单中的【打断】命令或在的【编辑】工具栏单击

【打断】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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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提示要求用鼠标拾取一条待打断的曲线。拾取后，该曲线变成红色。这时，

提示改变为【选取打断点】。根据当前作图需要，移动鼠标仔细地选取打断点，

选中后，单击鼠标左键，打断点也可用键盘输入。曲线被打断后，在屏幕上的所

显示的与打断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实际上，原来的曲线已经变成了两条互不相

干的曲线，即各自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实体。 

注意：打断点最好选在需打断的曲线上，为作图准确，可充分利用智能点、

栅格点、导航点以及第十一章所介绍的工具点菜单。 

为了方便用户更灵活的使用此功能，电子图板也允许用户把点设在曲线外，

使用规则是： 

 若欲打断线为直线，则系统从用户选定点向直线作垂线，设定垂足为

打断点； 

 若欲打断线为圆弧或圆，则从圆心向用户设定点作直线，该直线与圆

弧交点被设定为打断点。 

【举例】 

例 1：将一段曲线等分。 

利用【修改】中的【打断】操作和曲线【绘制】中的【等分点】操作，可以

将一段曲线几等分。具体方法在第 4.3.9 节的例子中已进行了详细地描述。用户

可参照相关内容。 

用户设定点

打断点

打断直线

打断点

用户设定点

圆弧圆心
欲打断弧

 

(a) 打断直线           （b）打断圆弧 

图 5-20  圆弧设定点在曲线外的情况 

 

例 2：用户将点选在曲线外的情况。 

5.2.5 拉伸 

CAXA 电子图板提供了单条曲线和曲线组的拉伸功能。 

5.2.5.1 单条曲线拉伸 

在保持曲线原有趋势不变的前提下，对曲线进行拉伸缩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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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名】Stretch 

单击并选择【修改】下拉菜单中的【拉伸】命令或在【编辑】工具栏单击【拉

伸】按钮 。 

用鼠标在立即菜单【1：】中选择【单个拾取】方式。 

按提示要求用鼠标拾取所要拉伸的直线或圆弧的一端，按下左键后，该线段

消失。当再次移动鼠标时，一条被拉伸的线段由光标拖动着。当拖动至指定位置，

单击鼠标左键后，一条被拉伸长了的线段显示出来。当然也可以将线段缩短，其

操作与拉伸完全相同。 

拉伸时，用户除了可以直接用鼠标拖动外，还可以输入坐标值，直线可以输入

长度；圆弧可以用鼠标选择立即菜单项【2：】切换弧长拉伸、角度拉伸、半径

拉伸和自由拉伸，弧长拉伸和角度拉伸时圆心和半径不变，圆心角改变，用户可

以用键盘输入新的圆心角；半径拉伸时圆心和圆心角不变，半径改变，用户可以

输入新的半径值；自由拉伸时圆心、半径和圆心角都可以改变。除了自由拉伸外，

以上所述的拉伸量都可以通过【3：】来选择绝对或者增量，绝对是指所拉伸图

素的整个长度或者角度，增量是指在原图素基础上增加的长度或者角度。 

本命令可以重复操作，右击可结束操作。 

 除上述的方法以外，CAXA 电子图板还提供一种快捷的方法实现对曲线的

拉伸操作。首先拾取曲线，曲线的中点及两端点均以高亮度显示，对于直线，用

十字光标上的核选框拾取一个端点，则可用鼠标拖动进行直线的拉伸。对于圆弧，

用核选框拾取端点后拖动鼠标可实现拉伸弧长，若拾取圆弧中点后拖动鼠标则可

实现拉伸半径。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圆、样条等曲线。 

5.2.5.2 曲线组拉伸 

移动窗口内图形的指定部分，即将窗口内的图形一起拉伸。 

【命令名】Stretch 

单击并选择【修改】下拉菜单中的【拉伸】命令或在【编辑】工具栏单击【拉

伸】按钮 。 

用鼠标在立即菜单【1：】中选择【窗口拾取】方式。 

按提示要求用鼠标指定待拉伸曲线组窗口中的第一角点。则提示变为【另一

角点】。再拖动鼠标选择另一角点，则一个窗口形成。 

注意：这里窗口的拾取必须从右向左拾取，即第二角点的位臵必须位于第一

角点的左侧，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窗口不是从右向左选取，则不能实现曲线组

的全部拾取。 

拾取完成后，用鼠标在立即菜单【2：】中选择给定偏移，提示又变为【X、Y 方向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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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或位置点】。此时，再移动鼠标，或从键盘输入一个位置点，窗口内的曲线组被拉伸。 

注意：【X、Y 方向偏移量】是指相对基准点的偏移量，这个基准点是由系统自动给定

的。一般说来，直线的基准点在中点处，圆、圆弧、矩形的基准点在中心，而组合实体、样

条曲线的基准点在该实体的包容矩形的中心处。图 5-21（a）中显示出了拾取窗口、包容矩

形、基准点等概念。 

第一角点

拾取窗口

包容矩形

基准点

第二角点

 

(a) 拾取操作                  （b）拉伸结果 

图 5-21  曲线组给定偏移拉伸 

用鼠标单击立即菜单中的【2： 给定偏移】，则此项内容被切换为【2.：给

定两点】。同时，操作提示变为【第一点】。在这种状态下，先用窗口拾取曲线

组，当出现【第一点】时，用鼠标指定一点，提示又变为【第二点】，再移动鼠

标时，曲线组被拉伸拖动，当确定第二点以后，曲线组被拉伸。如图 5-22 所示，

拉伸长度和方向由两点连线的长度和方向所决定。 

 

拾取窗口第一角点

第二角点

第一点

第二点

 

(a) 拾取窗口         （b）指定两点拉伸 

图 5-22  曲线组指定两点拉伸 

用鼠标单击立即菜单中的【3：】则有非正交、X 方向正交和 Y 方向正交三

个选项，通过这三个选择可以限定拉伸点的位置。非正交不限定方向，通过输入

数值或者鼠标拾取位置点来确定，X 方向正交限定拉伸只能在水平方向进行，Y

方向正交限定拉伸只能在竖直方向进行。 

注：如果选择范围包含了图形的尺寸，则尺寸可随之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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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平移 

对拾取到的实体进行平移。 

【命令名】Move 

基本概念 

（1） 给定两点 

给定两点：是指通过两点的定位方式完成图形元素移动。 

（2） 给定偏移 

给定偏移：将实体移动到一个指定位置上，可根据需要在立即菜单【2：】中

选择保持原态和平移为块。 

（3） 非正交 

限定【平移/复制】时的移动形式，用鼠标单击该项，则该项内容变为【正交】。 

（4） 旋转角度 

图形在进行复制或平移时，允许指定实体的旋转角度，可由键盘输入新值。 

（5） 比例 

进行平移操作之前，允许用户指定被平移图形的缩放系数。 

单击并选择【修改】下拉菜单中的【平移/复制】命令或在的【编辑】工具栏

单击【平移】按钮 。可弹出如图所示的立即菜单： 

 

图 5-23 平移立即菜单 

关于给定偏移的说明 

 用鼠标单击【给定两点】项，则该项内容变为【给定偏移】。 

 所谓给定偏移，就是允许用户用给定偏移量的方式进行平移或复制。用户拾

取到实体以后，右击加以确定。此时，系统自动给出一个基准点（一般来说，直

线的基准点定在中点处，圆、圆弧、矩形的基准点定在中心处。其它实体，如样

条曲线等实体的基准点也定在中心处。），同时操作提示改变为【X 和 Y 方向

偏移量或位置点】。系统要求用户以给定的基准点为基准，输入 X 和 Y 的偏移

量或由鼠标给出一个复制或平移的位置点。给出位置点后，则复制或平移完成。 

如果用户希望在复制或平移操作中，将原图的大小或方向进行改变，那么，

应当在拾取实体以前，先设置旋转角度和缩放比例的新值，然后再进行上面讲述

的操作过程。 

除了用上述的方法以外，CAXA 电子图板还提供了一种简便的方法实现曲线

的平移。首先拾取曲线，然后用鼠标拾取靠近曲线中点的位置，再次移动鼠标，

可以看到曲线以“挂”到十字光标上，这时可按系统提示用键盘或鼠标输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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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这样就可方便快捷的实现曲线的平移。 

注意：用这种方法只能实现平移，不能实现复制操作。 

5.2.7 复制选择到 

对拾取到的实体进行复制粘贴。 

【命令名】Copy 

基本概念 

（1）  给定两点 

给定两点：是指通过两点的定位方式完成图形元素复制粘贴。 

（2） 移动 

移动：将实体复制到一个指定位置上，可根据需要在立即菜单【2：】中选择

保持原态和粘贴为块。 

（3） 非正交 

限定【复制选择到】时的移动形式，用鼠标单击该项，则该项内容变为【正

交】。 

（4） 旋转角度 

图形在进行复制或平移时，允许指定实体的旋转角度，可由键盘输入新值。 

（5） 比例 

进行【复制选择到】操作之前，允许用户指定被复制图形的缩放系数。 

（6） 份数 

当选择复制操作时，立即菜单【6：】份数，进行数量选择。 

所谓份数即要复制的实体数量。系统根据用户指定的两点距离和份数，计算

每份的间距，然后再进行复制。（有关份数的概念后面将进一步说明） 

单击并选择【修改】下拉菜单中的【复制选择到】命令或在的【编辑】工具

栏单击【平移】按钮 ，可弹出如图所示的立即菜单： 

 

图 5-24 复制立即菜单 

关于给定偏移的说明 

 参考平移解释 

如果用户希望在复制操作中，将原图的大小或方向进行改变，那么，应当在

拾取           实体以前，先设置旋转角度和缩放比例的新值，然后再进行上

面讲述的操作过程。 

关于复制份数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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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立即菜单中的份数值大于 1 ，则系统要根据给出的基准点与用户指定的

目标点以及份数，来计算各复制图形间的间距。具体地说，就是将基准点和目标

点之间所确定的偏移量和方向，向着目标点方向安排若干个被复制的图形。 

注意：只有复制操作时，才能有份数的问题。平移操作没有份数问题。 

5.2.8 旋转 

 

对拾取到的实体进行旋转或旋转复制。 

【命令名】Rotate 

单击并选择【修改】下拉菜单中的【旋转】命令或在 【编辑】工具栏单击

【旋转】按钮 。 

按系统提示拾取要旋转的实体，可单个拾取，也可用窗口拾取，拾取到的实

体变为红色，拾取完成后右击加以确认。 

这时操作提示变为【基点】，用鼠标指定一个旋转基点。操作提示变为【旋

转角】。此时，可以由键盘输入旋转角度，也可以用鼠标移动来确定旋转角。由

鼠标确定旋转角时，拾取的实体随光标的移动而旋转。当确定了旋转位置之后，

单击左键，旋转操作结束 。 

如果用鼠标选择立即菜单中的【3：旋转】，则该项内容变为【3. 复制】。用

户按这个菜单内容能够进行复制操作 。复制操作的方法与操作过程与旋转操作

完全相同。只是复制后原图不消失。 

【举例】 

 

(a) 原图       （b）旋转后 

图 5-25   旋转操作 

例 1：图 5-25 是一个只旋转、不复制的例子，它是将有键槽的轴旋转 90 度

放置。 

例 2：图 5-26 是一个旋转复制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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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定位点

 

(a) 旋转操作        （b）旋转结果          （c）圆角过渡 

图 5-26  旋转复制操作 

 

5.2.9 镜像 

对拾取到的实体以某一条直线为对称轴，进行对称镜像或对称复制。 

【命令名】Mirror 

单击并选择【修改】下拉菜单中的【镜像】命令或在 【编辑】工具栏单击

【镜像】按钮 。 

 

这时系统弹出如图所示的立即菜单，按系统提示拾取要镜像的实体，可单个

拾取，也可用窗口拾取，拾取到的实体变为亮红色显示，拾取完成后右击加以确

认。 

这时操作提示变为【选择轴线】，用鼠标拾取一条作为镜像操作的对称轴线，

一个以该轴线为对称轴的新图形显示出来，同时原来的实体即刻消失。 

如果用鼠标单击立即菜单【1：选择轴线】，则该项内容变为【给定两点】。

其含义为允许用户指定两点，两点连线作为镜像的对称轴线，其它操作与前面相

同。 

如果用鼠标选择立即菜单中的【3：镜像】，则该项内容变为【复制】，用

户按这个菜单内容能够进行复制操作。复制操作的方法与操作过程与镜像操作完

全相同，只是复制后原图不消失。 

    （6）通过选择立即菜单中的【2：】可使图形进行水平和竖直两个方向

进行镜像。 

【举例】 

例 1：图 5-27 为镜像基本操作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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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轴线

 

拾取操作      镜像结果 

选择轴线镜像操作 

第一点

第二点  

拾取操作         镜像结果 

图 5-27  镜像基本操作 

第一点 第二点

 

(a) 拾取操作  （b）镜像结果     （c）裁剪结果 

图 5-28  镜像复制应用 

例 2：图 5-28 是一个在实际绘图中应用镜像操作的例子，首先绘制并拾取图

（a）中的实体，选择直线的两端点为对称基准进行镜像操作，结果如图（b），

再用快速裁剪将多余的线条裁剪掉，可得到如图（c）的最终结果。 

5.2.10 比例缩放 

对拾取到的实体进行按比例放大和缩小。 

【命令名】Scale 

单击并选择【修改】下拉菜单中的【比例缩放】命令或在 【编辑】工具栏

单击【比例缩放】按钮 。 

按操作提示用鼠标拾取实体，拾取结束后右击确认。可弹出如图所示的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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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图 5-29  比例缩放立即菜单 

尺寸值不变：用鼠标单击该项，则该项内容变为【尺寸值变化】。 

如果拾取的元素中包含尺寸元素，则该项可以控制尺寸的变化。当选择【尺

寸值不变】时，所选择尺寸元素不会随着比例变化而变化。反之当选择【尺寸值

变化】时尺寸值会根据相应的比例进行放大或缩小 

比例不变：用鼠标单击该项，则该项内容变为【比例变化】。当选择【比例

变化】时尺寸会根据比例系数发生变化 

然后用鼠标指定一个比例变换的基点，则系统又提示【比例系数】。 

移动鼠标时，系统自动根据基点和当前光标点的位置来计算比例系数，且动态

在屏幕上显示变换的结果。当输入完毕或认为光标位置确定后，单击鼠标左键，

一个变换后的图形立即显示在屏幕上。用户也可通过键盘直接输入放缩的比例系

数。 

5.2.11 阵列 

在机械工程图样中，阵列是一项很重要的操作，并且被经常使用。阵列的方

式有圆形阵列、矩形阵列和曲线阵列三种。阵列操作的目的是通过一次操作可同

时生成若干个相同的图形，以提高作图速度。 

圆形阵列 

对拾取到的实体，以某基点为圆心进行阵列复制。 

【命令名】Array 

单击并选择【修改】下拉菜单中的【阵列】命令或在 【编辑】工具栏单击

【阵列】按钮 。按当前立即菜单和操作提示要求，可以进行一次圆形阵列的操

作，其阵列结果为阵列后的图形均匀分布，份数为 4。 

 

图 5-30 立即菜单 1 

用鼠标拾取实体，拾取的实体变为亮红色显示，拾取完成后用鼠标右键加以

确认。按照操作提示，用鼠标左键拾取阵列图形的中心点和基点后，一个阵列复

制的结果显示出来。其中【中心点】和【基准点】的含义可通过图 5-32 中的标注

看出。 

系统根据立即菜单中的【2：旋转】 在阵列时自动对图形进行旋转。 

系统根据立即菜单中的【3：均布】和【4：份数】自动计算各插入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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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各点之间夹角相等。各阵列图形均匀地排列在同一圆周上。其中的份数数值应

包括用户拾取的实体。 

用鼠标单击立即菜单中的【3：均布】，则立即菜单转换为： 

 

图 5-31 立即菜单 2 

此立即菜单的含义为用给定夹角的方式进行圆形阵列，各相邻图形夹角为 30 

度，阵列的填充角度为 360 度。其中阵列填充角的含义为从拾取的实体所在位置

起，绕中心点逆时针方向转过的夹角，相邻夹角和阵列填充角都可以由键盘输入

确定。 

【举例】 

 

(a)均布       b）给定夹角 

图 5-32  圆形阵列 

图 5-32 中是圆形阵列操作的实例，其中图（a）为均布方式，图（b）为给定

夹角方式，夹角为 60 度，阵列填角为 180 度。 

 

曲线阵列 

曲线阵列就是在一条或多条首尾相连的曲线上生成均布的图形选择集。各图

形选择集的结构相同，位置不同，另外，其姿态是否相同取决于【旋转/不旋转】

选项。 

【命令名】Array 

曲线阵列，圆形阵列和矩形阵列可以通过单击立即菜单中的【1. 矩形阵列】

或【1. 圆形阵列】以及【1.曲线陈列】进行切换。 

 

如图所示，当前立即菜单中规定了母线拾取方式，是否旋转以及阵列份数，

这些值均可通过键盘输入进行修改。 

对于旋转的情况：首先拾取选择集 1，其次确定基点，然后选择母线，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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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生成方向，于是在母线上生成了均布的与选择集 1 结构相同但姿态与位置不

同的多个选择集。 

对于不旋转的情况：首先拾取选择集 2，其次决定基点，然后选择母线，于

是在母线上生成了均布的与选择集 2 结构姿态相同但位置不同的多个选择集。 

   母线的拾取方式 

    拾取母线可单个拾取也可链拾取。单个拾取时仅拾取单根母线；链拾取

时可拾取多根首尾相连的母线集，也可只拾取单根母线。 

    单根拾取母线时，阵列从母线的端点开始。 

    链拾取母线时，阵列从鼠标单击到的那根曲线的端点开始。 

    可拾取的母线种类 

    对于单个拾取母线，可拾取的曲线种类有：直线、圆弧、圆、样条、椭

圆、多义线；        对于链拾取母线，链中只能有直线、圆弧或样条。 

    单个拾取母线时的多义线，主要是从 AutoCAD 而来。若多义线内的曲

线均为直线段，则 EB 能够正常读入为多义线，所以可作为母线；若多义线内存

在圆弧，EB 读入时就会把多义线读为块，所以不能作为母线。 

阵列份数 

阵列份数表示阵列后生成的新选择集的个数。 

特别的，当母线不闭合时，母线的两个端点均生成新选择集，新选择集的总

份数不变。 

【举例】图5-33是曲线阵列的两个实例，其中（a）是单个拾取母线，选择旋转，

份数为4。 

集合 1

 

图 5-3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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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2

 

图 5-33(b) 

 

图 5-33(b)是同种条件下，选择的不旋转。 

 

矩形阵列 

对拾取到的实体按矩形阵列的方式进行阵列复制。 

【命令名】Array 

 曲线阵列，圆形阵列和矩形阵列可以通过单击立即菜单中的【1. 矩形阵列】

或【1. 圆形阵列】以及【1.曲线陈列】进行切换。 

 

图 5-34 矩形阵列立即菜单 

如图所示，当前立即菜单中规定了矩形阵列的行数、行间距、列数、列间距

以及旋转角的默认值，这些值均可通过键盘输入进行修改。 

行、列间距指阵列后各元素基点之间的间距大小，旋转角指与 x 轴正方向的

夹角。 

【举例】 

图 5-35 是矩形阵列的两个实例，其中（a）的行数为 3，行间距为 7，列数为

4，列间距为 8，旋转角为 0 度；（b）的行数为 2，行间距为 5，列数为 3，列间

距为 6，旋转角为 45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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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5-35   矩形阵列 

5.2.12 局部放大 

用一个圆形窗口或矩形窗口将图形的任意一个局部图形进行放大,在机械图

样中会经常使用这一功能。 

【命令名】Enlarge 

1. 圆形窗口局部放大 

单击并选择【绘图】下拉菜单中的【局部放大图】命令或在 【标注】工具

栏单击【局部放大】按钮 。 

 

系统弹出立即菜单，如上图所示。从立即菜单项【1：】中选择【圆形边界】。 

用户选择立即菜单【2：比例】和【3：符号】，则可输入放大比例和该局部

视图的名称。 

输入局部放大图形圆心点。 

输入圆形边界上的一点或输入圆形边界的半径。 

这时系统弹出新的立即菜单，用户可选择是否加引线还是不加引线。 

（1）此时提示为【符号插入点】，如果不需要标注符号文字，则右击。否则，

移动光标在屏幕上选择好合适的符号文字插入位置后，单击鼠标左键插入符号文

字。 

（2）此时提示为：【实体插入点】。已放大的局部放大图形虚像随着光标的

移动动态显示。在屏幕上指定合适的位置输入实体插入点后，生成局部放大图形。 

（3）如果在第 7 步输入了符号插入点，此时提示【符号插入点】，移动光标

在屏幕上合适的位置输入符号文字插入点，生成符号文字。 

2. 矩形窗口局部放大 

单击并选择【绘图】下拉菜单中的【局部放大】命令或在的【标注】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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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局部放大】按钮 。 

系统弹出立即菜单，如图所示。从立即菜单项【1：】中选择【矩形边界】。 

 

用户选择立即菜单【2：】可选择矩形框可见或不可见，选择【3：比例】和

【4：符号】，则可输入放大比例和该局部视图的名称。 

按系统提示输入局部放大图形矩形两角点；如果步骤 1 中选择边框可见，生成

矩形边框；否则不生成。 

这时系统弹出新的立即菜单，用户可选择是否加引线还是不加引线。 

此时提示为【符号插入点】，如果不需要标注符号文字，则右击。否则，移

动光标在屏幕上选择好合适的符号文字插入位置后，单击鼠标左键插入符号文

字。 

此时提示为：【实体插入点】。已放大的局部放大图形虚像随着光标的移动

动态显示。在屏幕上指定合适的位置输入实体插入点后，生成局部放大图形。 

（3）如果在第 7 步输入了符号插入点，此时提示【符号插入点】，移动光标

在屏幕上合适的位置输入符号文字插入点，生成符号文字。 

【举例】 

                                                          

图 5-36 局部放大 

图 5-36 是局部放大的实例，图中将螺栓中螺纹与光杆连接处用圆形窗口和矩

形窗口两种方式进行放大。 

注意：局部放大后，尺寸值按放大比例值而放大，尺寸标注时要调整度量比

例，具体调整方法可参考附录一常见问题解答问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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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编辑 

5.3.1 概述 

上一节向读者介绍了曲线编辑中的命令,为精确地、快速地绘制图形创造了条

件。本节介绍的内容是编辑命令的继续，同时，它在应用范围上比前者更加广阔。 

图形编辑功能包括重复操作、取消操作、选择所有、图形剪切、图形复制、

图形粘贴、清除、清除所有、选择性粘贴、插入对象、删除对象等 14 项内容。

它们都属于主菜单中的编辑子菜单。用鼠标单击主菜单的【编辑】选项，可弹出

子菜单。 

 

图 5-37 编辑菜单 

其中有些菜单也被放置在常用工具箱，并以按钮的形式出现。例如，取消操

作、重复操作、删除等等。这样双重安排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操作，提高绘图效

率。 

5.3.2 取消操作与重复操作 

取消操作与重复操作是相互关联的一对命令，所以将它们放在一节中进行叙

述。 

取消操作 

用于取消最近一次发生的编辑动作。 

【命令名】U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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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鼠标单击编辑菜单中的【取消操作】菜单或单击【标准】工具栏中的 按

钮，即可执行本命令。它用于取消当前最近一次发生的编辑动作。例如，绘制图

形、编辑图形、删除实体、修改尺寸风格和文字风格等等。它常常用于取消一次

误操作。例如，错误地删除了一个图形。即可使用本命令取消删除操作。取消操

作命令具有多级回退功能，可以回退至任意一次操作的状态。 

重复操作 

它是取消操作的逆过程。只有与取消操作相配合使用才有效。 

Redo 

单击子菜单中的【重复操作】菜单或单击【常用】工具栏中的 按钮，都可

以执行重复操作命令。它用来撤消最近一次的取消操作，即把取消操作恢复。重

复操作也具有多级重复功能，能够退回（恢复）到任一次取消操作的状态。 

注意：这里取消操作和重复操作只是对电子图板绘制的图形元素有效而不能

对 OLE对象和幅面的修改进行取消和重复操作，因此请用户在进行上述操作时应

慎重。 

5.3.3  图形剪切、图形复制与图形粘贴 

图形剪切、图形复制与图形粘贴也是一对有相互关联的命令，使用时应注意

它们的相互联系。 

图形复制与图形剪切 

将选中的图形存入剪贴板中，以供图形粘贴时使用。 

图形复制区别于曲线编辑中的平移复制，它相当于一个临时存储区，可将选

中的图形存储，以供粘贴使用。平移复制只能在同一个电子图板文件内进行复制

粘贴，而图形复制与图形粘贴配合使用，除了可以在不同的电子图板文件中进行

复制粘贴外，还可以将所选图形送入 Windows 剪贴板，粘贴到其它支持 OLE 的

软件（如 WORD）中。 

图形剪切与图形复制不论在功能上还是在使用上都十分相似，只是图形复制

不删除用户拾取的图形，而图形剪切是在图形复制的基础上再删除掉用户拾取的

图形。 

【命令名】Copy 

单击【编辑】子菜单中的【复制】菜单项，或直接单击【复制】按钮 ，然

后用鼠标拾取需要复制的实体。被拾取的实体呈红色显示状态。拾取结束后，右

击加以确认。接下来根据系统提示输入图形的定位基点。这时，屏幕上看不到什

么变化，确认后的实体重新恢复原来颜色显示。但是在剪贴板中已经把拾取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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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临时存储起来。并等待用户发出图形粘贴命令来使用它。 

如果单击【图形剪切】菜单项，则输入完定位基点以后，用户拾取的图形在

屏幕上消失，这部分图形已被存入剪贴板。 

图形粘贴 

将剪贴板中存储的图形粘贴到用户所指定的位置，也就是将临时存储区中的

图形粘贴到当前文件或新打开的其它文件中。 

【命令名】Paste 

单击子菜单中【图形粘贴】即可执行本命令。本命令执行后，复制操作时用

户拾取的图形重新出现，同时系统要求输入插入定位点。并且，图形随鼠标的移

动而移动。待用户找到合适位置后，单击鼠标左键，即可以把该图形粘贴到当前

的图形中。在粘贴的过程中用户还可以根据立即菜单和系统提示改变粘贴方式

【2：】选择拷贝为块或者保持原态，以及图形 X、Y 方向的比例和旋转角度。

在粘贴为块命令中，用户可以选择是否消隐。 

 

图形复制与图形粘贴配合使用，可以灵活地对图形进行复制和粘贴。尤其是

在不同文件之间的图形传递中，使用它们将会非常的方便。 

5.3.4 删除与删除所有 

删除和删除所有都是执行删除实体的操作。一个是删除拾取到的实体，一个

是删除所有的当前实体。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拾取删除 

删除拾取到的实体。 

【命令名】Del 

单击【编辑】子菜单中的【清除】菜单或单击【 编辑】工具栏中的 按钮。

再按操作提示要求拾取想要删除的若干个实体，拾取到的实体呈红色显示状态。

待拾取结束后，右击确认，被确认后的实体从当前屏幕中被删除掉。如果想中断

本命令，可按下 ESC 键退出。 

注意：系统只选择符合过滤条件的实体执行删除操作。（有关过滤条件的内

容请参考第 3章中 3.7“拾取过滤”部分）。 

删除所有 

将所有已打开图层上的符合拾取过滤条件的实体全部删除。 

Del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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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8 删除所有对话框 

单击子菜单中的【删除所有】菜单，即可执行本命令。命令执行后，系统弹

出一个如图 5-38 所示的对话框。 

系统以对话框的形式对用户的【删除所有】操作提出警告，若认为所有打开

层的实体均已无用，则可单击【确定】按钮，对话框消失，所有实体被删除。若

认为某些实体不应删除或本操作有误，则单击【取消】按钮，对话框消失后屏幕

上图形保持原样不变。 

5.3.5 改变颜色 

改变拾取到的实体的颜色。用户应当注意只有符合过滤条件的实体才能被改

变颜色。（如拾取的实体为块时，只有当块内图素的颜色为 BYBLOCK 时该图

素的颜色才能被改变）。 

【命令名】Mcolor 

单击子菜单中的【改变颜色】 选项。命令执行后，按操作提示的要求，用

鼠标拾取要改变颜色的一个或多个实体。拾取结束后，右击进行确认，确认后，

系统弹出一个如图 5-39 所示的选择颜色对话框。 

 

图 5-39  选择颜色对话框 

选择颜色对话框与 Windows 画笔等软件的选择颜色对话框大体相同，对话框

中列出了系统提供的 48 种基本颜色选择按钮、16 种用户自己定义颜色的选择按

钮和当前层颜色（Bylayer）、当前块颜色（Byblock）选择按钮，用户可根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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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需要任意选取。操作时，只需将鼠标单击所选颜色按钮，然后再用鼠标单击

【确定】按钮。用户拾取的实体颜色变为相应的颜色，而未被拾取的实体颜色不

变。 

注意：此时，屏幕绘图区上部状态显示行中的颜色并不发生变化。即当前系

统的绘图颜色状态不变，发生改变的只是用户选择的实体。 

5.3.6 改变线型 

改变拾取到的实体的线型类型。注意：只有符合过滤条件的实体才能被改变

线型。 

【命令名】Mltype 

单击子菜单中的【改变线型】按钮 ，可以执行本命令。命令执行后，按操

作提示要求，用鼠标拾取一个或多个要改变线型的实体，然后，右击加以确认，

确认后系统立即弹出一个选择线型对话框，如图 5-40 所示。 

 

图 5-40  设置线型对话框 

用户可根据作图需要，从对话框中选取需要改变的线型类型，选中后，按下

其左键；然后，再用鼠标单击【确定】按钮，被选中改变线型的实体用新线型显

示出来。用户还可以定制线型、加载自定义的线型(自定义线型的内容可参照第三

章【系统设置】中的【线型定制】部分)。加载方法是： 

在设置线型对话框中单击【定制线型】、【加载线型】按钮，进入【载入线

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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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1  载入线型对话框 

单击【打开文件】按钮，选取线型文件（后缀为*.lin）后，对话框内列出该

文件中的所有线型，如图 5-41 所示。可用鼠标左键选取所需线型，也可以利用【选

择全部】按钮选择全部线型。 

选完后单击【确定】回到设置线型对话框，可以看到新选的线型已经被加入

到线型列表中，单击【确定】按钮，这时加载线型操作全部完成。 

用户还可以对加载的线型进行卸载，方法很简单，只需要用鼠标选取要卸载的

线型，然后单击【卸载线型】按钮即可。 

注意：系统只改变当前选中的实体线型，而不改变当前系统的绘图线型，状

态显示区也不发生变化。 

5.3.7 改变图层 

改变拾取到的实体所在的图层。注意：只有符合拾取过滤条件的实体才能被

改变图层。 

【命令名】Mlayer 

单击【修改】子菜单中的【改变层】选项或者编辑栏里的 图标。用户可

通过下拉菜单选择【移动层】方式和【复制层】方式。其中【移动层】方式是指

改变用户所选图形的层状态，而【复制】方式是指将所选图形复制到其它层或多

个层中，而不改变当前层信息。命令执行后，按操作提示要求用鼠标选择要改变

图层的若干个实体。然后，右击加以确认。确认后，系统弹出一个层控制对话框。

见图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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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2  层控制对话框 

在层控制对话框中，用户可根据作图需要，用鼠标左键单击所需的图层，完

成后单击【确定】按钮。这时在屏幕上被拾取的实体按新选定图层上的线型类型

和颜色显示出来。 

与改变线型、改变颜色的操作一样，本命令的操作只把拾取的实体放入选中

的图层，而不能改变当前的系统状态，即状态显示不变。 

注意：层控制对话框是实现层操作的主要方式，在本章中我们只介绍它改变

实体层属性的功能，其它功能将在第九章【图层】中详细介绍。 

以上的改变线型、改变颜色及改变图层的命令与属性工具条中的改变层和改

变线型下拉列表框在功能上稍有不同，前者只改变被拾取实体的状态，不改变系

统状态。而后者改变的是系统的状态，即改变系统的图层、线型和颜色并在状态

显示区内显示这种变化。 

 

5.3.8 对象链接与嵌入（OLE）的应用 

对象链接与嵌入（Object  Linking  and  Embeding）简称 OLE，是 Windows

提供的一种机制，它使用户可以将其它 Windows 应用程序创建的【对象】（如图

片、图表、文本、电子表格等）插入到文件中。这样，可以满足多方面的需要，

是用户可以方便快捷的创建形式多样的文件。有关对象链接与嵌入的主要操作

有：插入对象、对象的删除、剪切、复制、粘贴和选择性粘贴、打开和编辑对象、

对象的转换、对象的链接、察看对象的属性等。这些功能基本都是通过主菜单中

的【编辑】子菜单以及子菜单的下拉菜单来实现的。此外，用电子图板绘制的图

形本身也可以作为一个 OLE 对象插入到其它支持 OLE 的软件中。 

下面对个功能依次进行介绍。 

5.3.8.1 插入对象 

在文件中插入一个 OLE 对象。可以新创建对象，也可以从现有文件创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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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的对象可以是嵌入的对象，也可以是链接的对象。 

 

图 5-43  插入新建对象 

在【编辑】子菜单中单击【插入对象】选项，弹出【插入对象】对话框，如

图 5-43 所示： 

对话框弹出时默认以创建新对象的方式插入对象，在对话框的对象类型列表

框中列出了在系统注册表中登记的 OLE 对象类型，用户可从中选取所需的对象，

单击【确定】按钮后，将弹出相应的对象编辑窗口对插入对象进行编辑，例如选

择 BMP 图象，则会弹出应用程序【画笔】进行编辑。 

若在对话框中不选【新建】方式，而选择【由文件创建】，则对话框变为： 

 

图 5-44 从文件创建对象 

用户可单击【浏览】按钮，打开【浏览】对话框，从文件列表中选取所需的

文件，该文件将以对象的方式嵌入到文件中。 

以上介绍的两种方法均是将对象嵌入到文件中，嵌入的对象已成为电子图板文

件的一部分。其实除了嵌入方式以外，还可以用链接的方式插入对象。链接与嵌

入的本质区别在于，链接的对象并不真正是电子图板文件的一部分，该对象存于

一个外部文件中，在电子图板文件中只保留一个链接信息，当外部文件被修改

时，电子图板文件中的对象也自动被更新。实现对象链接的方法很简单，只需在

图 5-44 所示的对话框中选中文件后，核选【链接】选项，单击【确定】后对象就

会以链接方式插入到文件中。 

在插入对象对话框中还有一个【显示为图标】核选框，如果用户核选该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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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文件中对象显示为图标，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内容。 

注意：可以插入对象的类型完全由用户的计算机中所安装的软件的类型所决

定，比如用户的计算机中如果没有安装 WORD，则不能够在电子图板中插入用 WORD

生成的文档或表格。另外，当使用有关 OLE的操作时，应将绘图区的背景色设为

白色，因为当背景色为黑色时，有些插入的对象可能会显示不出来。 

5.3.8.2 打开和编辑对象 

改变插入到文件中的对象的位置、大小和内容。 

为了修改对象的位置、大小和内容，应首先用鼠标左键单击对象以选中对象。

被选中的对象四周会产生八个被称为【尺寸句柄】的小黑方块，用鼠标拖动小黑

方块可改变对象的大小。若用鼠标单击对象内部并实现拖动，则可以拖动对象来

改变对象的位置。如果用左键单击对象时选不中对象，即对象四周出现不了尺寸

句柄时，可检查屏幕绘图区右下角的拾取点方式下拉框是否变灰，如果变灰则按

ESC 键可恢复正常拾取状态，这时再单击对象则可选中对象。 

对于嵌入的对象，有两种方法打开和编辑对象：一种是【在位编辑】方式，

使用这种方式编辑对象时，不再单独打开对象的编辑器，而是将编辑器的界面与

电子图板的界面合并到一起，在电子图板的内置窗口中编辑对象，编辑完成后按

ESC 键即可返回电子图板的用户界面。另一种是【完全开放】的编辑方式，使用

这种方式时将单独打开一个对象的编辑窗口，比如编辑 BMP 位图时将打开【画 

笔】进行编辑，编辑完成后，关闭编辑窗口将返回电子图板用户界面。对于链接

的对象，则只有【完全开放】一种编辑方式。 

对于新插入的对象，一插入到文件中就以【完全开放】方式进行第一次编辑。 

对于已插入的对象，选中该对象后，在【编辑】子菜单中选择【……对象】选

项，在弹出的下一级中有【编辑】、【转换】和【打开】三项，如图 5-45 所示。

对于嵌入的对象，选择【编辑】选项则以【在位编辑】方式进行编辑，选择【打

开】则以【完全开放】方式进行编辑。对于链接对象，不论选择哪一项均以【完

全开放】方式编辑对象。选择【转换】则出现如图 5-46 所示的选项，将当前对象

转换为另外一种格式，如选择【转换成】前的核选框，则对象转换成所选的另一

种格式，如选择【激活为】前的核选框，则对象在打开时，会使用所选择的程序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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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5 转换                    图 5-46 转换选项 

另外，用鼠标左键双击对象可直接用【在位编辑】方式编辑对象，若按住 CTRL

键双击对象，则直接进入【完全打开】编辑方式。 

5.3.8.3 对象的删除、剪切、复制与粘贴 

删除、剪切、复制和粘贴选中的对象。 

对象的删除、剪切、复制和粘贴与用电子图板所绘制的图形的删除、剪切、

复制和粘贴操作有所不同。对象的复制、粘贴利用的是 Windows 提供的剪贴板，

可以与其它的 Windows 软件进行对象的复制、粘贴操作。 

当要删除一个对象时，应先选中这个对象，再从【编辑】子菜单中选择【删

除对象】选项，也可以在选中对象后按 Delete（或 Del）键进行删除。 

对象的剪切、复制和粘贴与图形的剪切、复制和粘贴操作都是通过【编辑】

中的【图形剪切】、【图形复制】和【图形粘贴】选项来完成的，但操作方法不

太相同。对于图形的操作是先选择项，再拾取图形，右击结束操作。而对于 OLE

对象，则应首先选中对象，再选择项来实现操作。 

5.3.8.4 选择性粘贴 

将剪贴板中的内容按照所需的类型和方式粘贴到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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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7 选择性粘贴对话框 

在其它支持 OLE 的 Windows 软件中选取一部分内容复制到剪贴板中，比如

可以在 Microsoft Word 中复制一行文字。在选择【对象】右击出现的快捷菜单中

选择【选择性粘贴】选项，弹出如图 5-47 所示的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列出了复制内容所在的源，即来自哪一个文件。 

如果用户选择【粘贴】则所选内容将作为嵌入对象插入到文件中，在列表框

中用户可以选择以什么类型插入到文件中。以对话框中列出的类型为例，如果用

户选择了 Word  6.0 文档，则选中的文本作为一个对象被粘贴到文件中。如果选

择了纯文本，则选中的文字将以电子图板自身的矢量字体方式粘贴到文件中。如

果选择了 Picture，则选中的文字将转化为与设备无关的图片插入到文件中。 

如果选择【粘贴链接】方式，则选中的文本将作为链接对象插入到文件中。 

5.3.8.5 链接对象 

实现以链接方式插入到文件中的对象的有关链接的操作。 

首先用鼠标左键选中以链接方式插入的对象。 

在【编辑】菜单中单击【链接】选项或右击对象，弹出如图 5-48 所示的对话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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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选中的对象是嵌入对象而不是链接对象，则【链接】选项变灰，

禁止用户选择。 

图 5-48  链接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列出了链接对象的源、类型及更新方式。如果用户选择了【手动】

更新方式，则可以通过【立即更新】按钮进行对象的更新，如果选择【自动】更

新方式，则插入对象会根据源文件的改变自动更新。  

用户可以通过【打开源】按钮打开对象所在的源文件，以实现链接对象的编辑。 

如果用户选中【更改源】按钮，将弹出【更改源】对话框，在对话框中选择

与原来对象类型相同的其它文件，这样就可以通过更改链接对象的源文件的方式

来改变链接对象。 

如果选择【断开链接】按钮，则文件中的对象与源文件的链接关系将断开，

不能再对该对象进行编辑操作，因此，断开链接操作一定要谨慎。 

5.3.8.6 对象属性 

察看对象的属性，转换对象属性，更改对象的大小、图标、显示方式，如果

对象是以链接方式插入到文件中的，还可以实现对象的链接操作。 

首先选中对象，比如选择一个 BMP 位图对象，然后在【编辑】子菜单中选

择【对象属性】选项，弹出如图 5-49 所示的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有【常规】和【察看】两个标签，在【常规】标签中列出了对象

的类型、大小和位置。 

图 5-49 对象属性对话框（1）          图 5-50  对象属性对话框（2） 

由于嵌入对象后使文件变得比较大，因此当确认嵌入的对象不需要修改时，

可点【转换】按钮来转换对象的类型，将对象变为与设备无关的图形格式，这样

将大大缩减文件的大小。这里【转换】按钮的作用与使用方法和【对象】中的【转

换】选项（如图 5-46）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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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户选择【察看】标签，则对话框发生改变，如图 5-50 所示。 

在对话框中用户可以选择对象的显示方式，还可以单击【更改图标】按钮来

改变对象的图标。在对话框底部的编辑框中输入比例系数，则可以改变对象的大

小，如果核选【相对于原始尺寸】选项，则会按照对象插入时的原始大小再乘以

比例系数所获得的大小来显示。 

如果用户选择的对象为链接对象，则对话框中会多一个【链接】标签，如图

5-51 所示。在这个标签中的显示内容和按钮的功能与图 5-48 中的【链接】对话框

十分相似。用户可参照前面所介绍的内容。 

 

图 5-51 链接对象的属性 

5.3.8.7 使用右键快捷实现对象的操作 

通过鼠标右键快捷、方便的实现有关 OLE 对象的所有操作。 

用鼠标右键单击 OLE 对象内部，可弹出快捷键，选择【BMP 图像对象】子

菜单，可以实现有关 OLE 对象的几乎所有的操作，每个项的功能及使用方法与前

面介绍的相同，用户可以参照前面章节的有关内容。 

5.3.8.8 将电子图板绘制的图形插入到其它软件中 

以上所介绍的是将其它软件生成的对象插入到电子图板文件中，而用电子图

板绘制的图形也可以作为一个 OLE 对象插入到其它支持 OLE 的软件中。下面就

以常用的字处理软件 Microsoft  Word  7.0 为例，介绍如何在这些软件中插入用

电子图板绘制的图形。 

 插入电子图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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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件中插入一个电子图板对象。可以新创建对象，也可以从现有的*.exb

文件创建；新创建的对象可以是嵌入的对象，也可以是链接的对象。 

在 Word 编辑状态下，将光标移动到要插入电子图板对象的位置。 

在主菜单的【插入】中单击【对象】选项，弹出如图 5-52 所示的对话框。 

 

图 5-52 插入对象对话框 

这个对话框与图 5-47 所示的对话框虽然形式上有所不同，但使用方法都一

样，创建对象的方法也是两种：新建和由文件创建。在【新建】标签中的对象类

型列表框中选择【CAXA 电子图板】类型，单击【确定】按钮后，将会自动打开

电子图板的编辑窗口，用户可以绘制所需的图形。 

 

图 5-53  更新提示对话框 

当图形绘制完成后，关闭电子图板，弹出如图 5-53 所示的对话框，选择【是】，

这时可以看到绘制的图形已作为一个 OLE 对象插入到 Word 文档中。 

通过用鼠标拖动电子图板对象周围的八个尺寸句柄，可以将其调整为合适的

大小。还可以用鼠标左键双击对象，打开电子图板编辑窗口进行编辑修改。 

注意：在 Word中插入图形的大小和形状由屏幕绘图区的大小和形状所决定，

因此用户在关闭电子图板前最好先用【显示全部】功能将所绘制的图形全部显示

在绘图区内。 

用户还可以选【由文件创建】方式，根据已经存在的*.exb 文件创建嵌入或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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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电子图板对象。 

电子图板对象的剪切、复制和粘贴 

从用电子图板绘制的图形中选择一部分复制粘贴到其它软件中。 

单击【编辑】菜单中的【复制】项，或直接单击【复制】按钮 。 

用鼠标拾取需要复制的实体，被选中的实体呈亮红色显示状态，拾取结束后，

右击加以确认。 

根据系统提示输入图形的定位基点。这时，屏幕上看不到什么变化，确认后

的实体重新恢复原来颜色显示，但是在剪贴板中已经把选中的实体临时存储起

来。 

这时如果在电子图板中单击【图形粘贴】选项，则按照 5.3.3.2 节中所介绍的方

法在电子图板文件中进行粘贴；而这时如果打开 Word，在【编辑】中选择【粘

贴】或直接单击粘贴按钮 ，则可以将选中的图形作为电子图板对象插入到 Word

文档中。 

如果单击【图形剪切】项，则输入完定位基点以后，用户拾取的图形在屏幕

上消失，但这部分图形已被存入剪贴板，其它的操作与【复制】相同。 

5.4 鼠标右键操作功能中的图形编辑 

CAXA 电子图板为用户提供了面向对象的右键直接操作功能，即可直接对图

形元素进行属性查询、属性修改、平移（复制）、旋转、镜像、部分存储、输出

Dwg/Dxf 等等。 

5.4.1 曲线编辑 

对拾取的曲线进行删除、平移（复制）、旋转、镜象、阵列、比例放大等操

作。 



CAXA 电子图板2007 

162 

 

图 5-54  右键快捷菜单 

用鼠标左键拾取绘图区的一个或多个图形元素，被拾取的图形元素用亮红色

显示，随后右击，弹出一个如图 5-49 所示的【右键快捷菜单】，在工具栏中可单

击相应的按钮，操作方法与结果和前面介绍的一样。这个设计是为了使用户能方

便、快捷地进行操作。 

5.4.2 属性修改 

使用户能方便、快捷地对实体进行属性修改。 

在系统【选择命令】状态下，用鼠标左键拾取绘图区的一个或多个图形元素，

被拾取的图形元素用亮红色显示。 

 

图 5-55  属性修改对话框 

随后右击，弹出一个右键操作工具，如图 5-54，在工具中单击属性修改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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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如图 5-55 所示的【属性修改】对话框。 

用户可分别单击层控制、线型、颜色按钮进行属性修改，单击按钮后会弹出

相应的对话框，余下的操作方法同第 3 章 中 3.3 节【层控制】改变颜色、改变线

型、改变层的操作一样，整个修改完成后，单击【确定】即可完成操作。 

5.5  格式刷 

使所选择的目标对象依据源对象的属性进行变化。 

【命令名】Match 

单击修改菜单中的【格式刷】命令或单击编辑工具栏中的格式刷按钮 ，都

可以执行格式刷命令。 

当选择格式刷命令时，软件会提示选择【拾取源对象】，选取图中的源对象

软件会提示【拾取目标对象】。选择目标对象后即可使用鼠标右键结束格式刷的

命令。效果如图 5-56 所示: 

 

 

图 5-56 格式刷的使用 

使用该功能也可以对【文字】、【标注】等对象进行修改。 

5.6 文字替换查找 

使所选择的目标对象依据源对象的属性进行变化。 

单击【修改】菜单中的【文字查找与替换】命令，则弹出以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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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字符：输入需要查找或者待替换的字符。 

替换字符：输入替换后的字符。 

搜索范围：默认搜索范围为全部图形，可通过单击【拾取范围】对搜索范围

进行更改。 

设置查找：单击【设置查找】会弹出如下对话框，通过【拾取到文字】【拾

取到尺寸】【区分大小写】【全字匹配】四个选项，对替换内容进行限定，如果

选择【拾取到文字】则查找范围会包括图形中的文字内容，选择【拾取到尺寸】

则查找范围会包括图形中的尺寸内容，选择【区分大小写】则会对内容中字母的

大小写加以区分，选择【全字匹配】，则查找的内容必须与所输入的字型完全匹

配，包括字数，格式等。 

注意：查找对标题栏和明细表以及图框中的字符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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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求，选择【查找】【替换】【替换全部】【选择所有】【显示查找内

容】进行相应的操作。 

5.7 系统查看 

对所选取的图素进行属性查看以及属性修改。 

【命令名】无 

单击并选择【工具】菜单中的【系统查看】命令，则界面左侧出现系统查看

栏。如图 5-57 所示 

 

图 5-57 系统查看 

 

当没有选择图素时，系统查看显示的是全局信息，如右图 5-58 所示，此时可

单击各项进行修改。选择不同的图素，则显示不同的系统信息，以下是选择圆（图

5-59）和选择直线（图 5-60）时的属性查看信息。信息中的内容除灰色项外都可

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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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8 全局信息      图 5-59 圆信息       图 5-60 直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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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工程标注  

 

CAXA 绘图系统，依据《机械制图国家标准》提供了对工程图进行尺寸标注、

文字标注和工程符号标注的一整套方法，它是绘制工程图的十分重要的手段和组

成部分，本章将详细介绍 CAXA 绘图系统中标注的内容和使用方法。                                                                                         

 

图 6-1  标注菜单 

单击【标注】主菜单（图 6-1），则出现有关的菜单项： 

对标注所需参数的设置，应由主菜单【格式】中菜单项【文本风格】和【标

注风格】设定，所以这两项内容也在本章中介绍。 

本章分六节： 

在 6.1 尺寸类标注一节中，介绍（1）标注风格设置、（2）尺寸标注、（3）

坐标标注、（4）倒角标注、（5）尺寸公差； 

在 6.2 文字类标注一节中，介绍（6）文本风格设置、（7）文字标注、（8）

引出说明； 

在 6.3 工程符号类标注一节中，介绍（9）基准代号、（10）形位公差、（11）

粗糙度、（12）焊接符号、（13）剖面符号； 

6.4 节介绍标注修改。 

6.5 节尺寸风格编辑。 

6.6 节尺寸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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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尺寸类标注 

6.1.1 尺寸标注分类 

CAXA 电子图板可以随拾取的实体（图形元素）不同，自动按实体的类型进

行尺寸标注，在工程绘图中，常用类型有（见图 6-2） 

尺寸标注：按标注方式又可分为 

水平尺寸：尺寸线方向水平； 

竖直尺寸：尺寸线方向铅直； 

平行尺寸：尺寸线方向与标注点的连线平行； 

基准尺寸：一组具有相同基准，且尺寸线相互平行的尺寸标注； 

连续尺寸：一组尺寸线位于同一直线上，且首尾连接的尺寸标注。 

直径尺寸标注：圆直径的尺寸标注，尺寸值前缀应为φ （可用%c 输入），

尺寸线通过圆心，尺寸线两个终端皆带箭头并指向圆弧。根据标准规定，直径尺

寸也可标注在非圆的视图中，此时它应按线性尺寸标注，只是在尺寸数值前应带

前缀φ 。 

半径尺寸标注：圆弧半径的尺寸标注，尺寸值前缀为 R，尺寸线方向从圆心

出发或指向圆心，尺寸线指向圆弧的一端带箭头。 

角度尺寸标注：标注两直线之间的夹角，通过拖动确定角度是小于 180°还

是大于 180°。其尺寸界线汇交于角度顶点，其尺寸线为以角度顶点为圆心的圆

弧，其两端带箭头，角度尺寸数值单位为度。 

角度连续标注:选择标注——角度连续标注，再根据需要选择是顺时针还是逆

时针标注。系统默认为逆时针。 

151.57°

52.36°

119.33°
 

 

尺寸标注可以在对称位置增加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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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标注：如倒角尺寸标注、坐标尺寸标注等。 

 

 

 

图 6-2  各类尺寸标注图例 

6.1.2  标注风格 

为尺寸标注设置各项参数。 

【命令名】Dimpara 

单击主菜单【格式(S)】中菜单项【标注风格(D)】，弹出如图 6-3 所示的【标

注风格】对话框，图中显示的为系统默认设置，用户可以重新设定和编辑标注风

格 。 

 

图 6-3  标注风格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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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为当前：将所选的标注风格设置为当前使用风格； 

新建：建立新的标注风格； 

编辑：对原有的标注风格进行属性编辑； 

当单击【新建】或【编辑】按钮，可以进入如图 6-4 所示的【风格设置】对

话框。用户可以根据该对话框所提供的【直线和箭头】、【文本】、【调整】、

【单位和精度相关】等选项对标注风格进行修改，下面分别介绍； 

【直线和箭头】可以对尺寸线、尺寸界线及箭头进行颜色和风格的设置。 

 

图 6-4  风格设置对话框 

 

 尺寸线：控制尺寸线的各个参数。 

颜色：设置尺寸线的颜色，默认值为 Byblock。 

延伸长度：当尺寸线在尺寸界线外侧时，尺寸界线外侧距尺寸线的长度即为

界外长度。默认值为 6mm。 

尺寸线：分为左尺寸界线和右尺寸线，设置左右尺寸线的开关，默认值为开。 

图 6-5 为尺寸线参数的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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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延伸长度                          (b)尺寸线开关 

图 6-5  尺寸线参数图例 

 

2） 尺寸界线：控制尺寸界线的参数。 

颜色：设置尺寸界线的颜色，默认值为 Byblock。 

引出点形式：为尺寸界线设置引出点形式，可选为【圆点】,默认值为【无】。 

 超出尺寸线：尺寸界线向尺寸线终端外延伸距离即为延伸长度。默认

值为 2.0mm。 

起点偏移量：尺寸界线距离所标注元素的长度。默认值为 0mm。 

在【强行标注】的尺寸加虚线框的标记，在打印时容许选择输出或者不输出。 

边界线：分为左边界线和右边界线，设置左右边界线的开关，默认值为【开】。

如图 6-6 所示 

 

 

 

（a）左边界线“关” （b）右边界线“关” （c）左右边界线都“关” 

图 6-6  边界线图例 

 3） 箭头相关：用户可以设置尺寸箭头的大小与样式。默认样式为【箭

头】，软件还提供了【斜线】【圆点】的样式选择。标注时，箭头可根据需要选

择归内还是归外。 

 【文字】设置文本风格与尺寸线的参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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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设置尺寸线文本风格 

 1） 文本外观：设置尺寸文本的文字风格，如图 6-7。 

文本风格：与软件的文本风格相关连，具体的操作方法在后面的【文本风格】

章节中进行讲解。 

文本颜色：设置文字的字体颜色，默认值为 ByBlock。 

文字字高：控制尺寸文字的高度，默认值为 3.5。 

绘制文字边框：为标注字体加边框； 

2） 文本位置：控制尺寸文本与尺寸线的位置关系。 

 文本位置：控制文字相对于尺寸线的位置。单击右边的下拉箭头可以

出现如下几种文本位置【尺寸线上方】、【尺寸线中间】、【尺寸线下方】。

如图 6-7 所示 

 

a) 尺寸线上方          b) 尺寸线中间          c) 尺寸线下方 

图 6-7  文本位置示例图 

 

 距尺寸线：控制文字距离尺寸线位置，软件默认为 0.6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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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本对齐方式：主要设置文字的对齐方式这里不再敖述。 

【调整】设置文字与箭头的关系使尺寸线的效果最佳。 

 
 

标注总比例：按输入的比例值放大或缩小标注的文字和箭头。 

 

【单位和精度相关】设置标注的精度与显示单位。 



CAXA 电子图板2007 

174 

 

标注分数时，在分子标注时可选择斜线 

精度：在尺寸标注里数值的精确度，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 7 位。 

小数分隔符：小数点的表示方式，分为逗点，逗号，空格 3 种。 

偏差精度：尺寸偏差的精确度，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 5 位。 

度量比例：标注尺寸与实际尺寸之比值。例如，比例为 2 时，直径为 5 的圆，

标注直径结果为 Φ 6。默认直为 1。 

零压缩：尺寸标注中小数的前后消“0”。例如，尺寸值为 0.901，精度为 0.00,

选中【前缀】，则标注结果为.90；选中【后缀】,则标注结果为 0.9。 

角度标注 

单位制：角度标注的单位形式。包含【度】，【度分秒】2 种形式。 

精度：角度标注的精确度。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 5 位。 

新建风格： 

单击【新建】按钮，软件自动弹出【新建风格】对话框。如图 6-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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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新建风格对话框 

新建风格名：为新建标注风格起名； 

基准风格：为新建标注风格选择类似标注基准； 

单击下一步可进入标注风格的设置，具体的参数设置可以参照上面的讲解进

行。 

6.1.3 【尺寸标注】菜单项功能及操作 

【尺寸标注】是进行尺寸标注的主体命令，由于尺寸类型与形式的多样性，

系统在本命令执行过程中提供智能判别，其功能特点如下： 

根据拾取元素的不同，自动标注相应的线性尺寸、直径尺寸、半径尺寸或角

度尺寸； 

根据立即菜单的条件由用户选择基本尺寸、基准尺寸、连续尺寸或尺寸线方

向； 

尺寸文字可采用拖动定位； 

尺寸数值可采用测量值或者由用户直接输入。 

尺寸箭头可更改方向，如图 6-9 所示： 

 

图 6-9 尺寸标注属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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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名】Dim 

【尺寸标注】是一个树形多分支尺寸标注系统，总体流程如下： 

 

单击菜单项【尺寸标注】或者【标注】工具栏中的【尺寸标注】按钮 ，出

现立即菜单如右图： 

单击【基本标注】项后，立即菜单转为： 

 

在【基本标注】下，按拾取元素的不同类型与不同数目，根据立即菜单的选

择，标注水平尺寸、垂直尺寸、平行尺寸、直径尺寸、半径尺寸、角度尺寸等等。 

同理，在【基准标注】、【连续标注】等不同情况下，标注相应的各种形式尺

寸。 

CAXA 电子图板还提供三点角度、角度连续标注、半标注、大圆弧、射线、

锥度等标注方法。 

6.1.3.1 尺寸标注中的【基本尺寸】 

1. 单个元素的标注 

直线的标注 

 

当提示区出现：【拾取标注元素】时，拾取要标注的直线，出现以下立即菜

单： 

通过选择不同的立即菜单选项，可标注直线的长度、直径与坐标轴的夹角。 

 直线长度的标注 

当立即菜单的第三项选择【标注长度】，第四项选择【长度】时，此时标注

的即为直线的长度。 

立即菜单第五项选择【正交】时，标注该直线沿水平方向的长度或沿铅垂方

向的长度；切换为【平行】时，标注该直线的长度。 

立即菜单第二项选择【文字平行】时，标注的尺寸文字与尺寸线平行；选择

【文字水平】时标注的尺寸文字方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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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菜单第七项尺寸值编辑框中显示默认尺寸值，也可以用键盘输入尺寸

值。 

 直线直径的标注 

立即菜单第四项切换为【直径】时，即标注直径。其标注方式与长度基本相

同，区别在于在尺寸值前加前缀“Φ”。 

 直线与坐标轴夹角的标注 

 

切换立即菜单第三项为【标注角度】，此时标注的即为直线与坐标轴的角度。

立即菜单如下所示： 

切换立即菜单第四项可标注直线与 X 轴的夹角或与 Y 轴的夹角，角度尺寸的

顶点为直线靠近拾取点的端点。 

尺寸线和尺寸文字的位置，可用光标拖动确定，如尺寸文字在尺寸界线之内，

则自动居中；如尺寸文字在尺寸界线之外，则由【标注点】的位置确定。 

48.92

68.
46

47
.8
9

φ
51
.6
2

44°23'20"

45°36'40"

 

（a）标注长度     （b）标注直径 （c）标注与坐标轴夹角 

图 6-10  直线标注图例 

图 6-10 为直线标注的图例。 

圆的标注 

当提示区出现：【拾取标注元素】时，拾取要标注的圆，出现以下立即菜单： 

 

立即菜单第三项有 3 个选项：直径/半径/圆周直径，即对圆可选用三种标注

方式，分别为标注直径尺寸；标注半径尺寸；自圆周引出尺寸界线，并标注直径

尺寸。 

在标注【直径】或【圆周直径】尺寸时，尺寸数值自动带前缀φ ；在标注【半

径】尺寸时，尺寸数值自动带前缀 R。 

当选择【圆周直径】时，立即菜单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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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菜单第四项有两个选项：正交/平行，选择【正交】时，尺寸界线与水平

轴或铅锤轴平行；选择【平行】时，立即菜单中增加了一项【旋转角】，用来指

定尺寸线倾斜角度。 

尺寸线和尺寸文字的标注位置，随【标注点】动态确定。 

图 6-11 为圆的标注图例。 

 

 

（a）标注直径      （b）标注半径      （c）标注圆周直径 

图 6-11  圆的标注图例 

圆弧的标注 

当提示区出现：【拾取标注元素】时，拾取要标注的圆弧，出现以下立即菜

单： 

 

立即菜单第二项有 5 个选项：半径/直径/圆心角/弦长/弧长，即对圆弧可选用

四种标注方式，分别为标注半径尺寸；标注直径尺寸；标注圆心角；标注圆弧的

弦长、标注圆弧的弧长。 

在标注【直径】时，尺寸数值自动带前缀φ ；在标注【半径】尺寸时，尺寸

数值自动带前缀 R；在标注【圆心角】时，尺寸数值后自动带后缀°。 

尺寸线和尺寸文字的标注位置，随【标注点】动态确定。 

图 6-12 为圆弧的标注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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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半径标注  （b）直径标注  （c）圆心角标注   （d）弦长标注  (e)

弧长标注 

图 6-12  圆弧的标注图例 

2. 两个元素的标注 

点和点的标注 

分别拾取点和点（屏幕点、孤立点或各种控制点（端点、中点等）），标注

两点之间的距离。立即菜单如下： 

 

通过立即菜单的第四项【正交/平行】的选择，可标出水平方向、铅锤方向或

沿两点连线方向的尺寸。尺寸线和尺寸文字的标注位置，随【标注点】动态确定。 

点和直线的标注 

分别拾取点和直线，标注点到直线的距离。立即菜单如下： 

 

尺寸线和尺寸文字的标注位置，随【标注点】动态确定。 

点和圆（或点和圆弧）的标注 

分别拾取点和圆（或圆弧），标注点到圆心的距离。立即菜单与点和点的标

注相同。 

注意：如果先拾取点，则点可以是任意点（屏幕点、孤立点或各种控制点（端

点、中点等））；如果先拾取圆（或圆弧），则点不能是屏幕点。 

圆和圆（或圆和圆弧、圆弧和圆弧）的标注 

分别拾取圆和圆（或圆和圆弧，圆弧和圆弧），标注两个圆心之间的距离。

立即菜单与点和点的标注相同。 

直线和圆（或圆弧）的标注 

分别拾取直线和圆（或圆弧），标注圆（或圆弧）的圆心（或切点）到直线

的距离。立即菜单如下： 

 

立即菜单第 3 项有两个选项：圆心/切点，选择【圆心】时，标注圆心到直线

的最短距离；选择【切点】时，标注切点到直线的距离。 

直线和直线的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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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取两条直线，系统根据两直线的相对位置（平行或不平行），标注两直线

的距离或夹角。 

如果两直线平行，标注两直线间的长度或对应的直径，立即菜单为： 

 

立即菜单第三项【长度/直径】：【长度】，标注两直线间的长度；【直径】，

标注两直线对应的直径，在尺寸值前自动加前缀Φ。 

如果两直线不平行，标注两直线间的夹角，立即菜单为： 

 

图 6-13 为拾取各种不同元素的标注图例。 

 

图 6-13  拾取不同元素的标注实例 

 

 

6.1.3.2 尺寸标注中的【基准标注】 

单击【标注】工具栏中的【尺寸标注】按钮 ，切换立即菜单第一项为【基

准标注】，立即菜单变为右图所示： 

如拾取一个已标注的线性尺寸，则该线性尺寸就作为【基准尺寸】中的第一

基准尺寸，并按拾取点的位置确定尺寸基准界线。此时可标注后续基准尺寸，相

应的立即菜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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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菜单各项的含义： 

第 2 项：【文字平行/文字水平】，控制尺寸文字的方向。 

第 3 项：【尺寸线偏移】，指尺寸线间距，默认为 10mm，用户可以修改； 

第 4 项：【尺寸值】，默认为实际测量值，用户可以输入。 

给定第二引出点后，系统重复提示：【第二引出点：】用户通过反复拾取适

当的【第二引出点】，即可标注出一组【基准尺寸】。 

如拾取一个第一引出点，则此引出点为尺寸基准界线的引出点，系统提示：

【拾取另一个引出点：】用户拾取另一个引出点后，立即菜单变为： 

 

用户可以标注两个引出点间的 X 轴方向、Y 轴方向或沿两点方向的第一基准

尺寸，系统重复提示：【第二引出点：】 

此时，用户通过反复拾取适当的【第二引出点】，即可标注出一组【基准尺

寸】。图 6-14 为基准标注的图例。 

 

图 6-14  基准标注图例 

 

6.1.3.3 尺寸标注中的【连续尺寸】 

单击【标注】工具栏中的【尺寸标注】按钮 ，切

换立即菜单第一项为【连续标注】，立即菜单变为右图

所示： 

如拾取一个已标注的线性尺寸，则该线性尺寸就作为【连续尺寸】中的第一

个尺寸，并按拾取点的位置确定尺寸基准界线，沿另一方向可标注后续的连续尺

寸，此时相应的立即菜单为： 

 

给定第二引出点后，系统重复提示：【第二引出点：】用户通过反复拾取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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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第二引出点】，即可标注出一组【连续尺寸】。 

如拾取一个第一引出点，则此引出点为尺寸基准界线的引出点，系统提示：

【拾取第二引出点：】用户拾取第二引出点后，立即菜单变为： 

 

用户可以标注两个引出点间的 X 轴方向、Y 轴方向或沿二点方向的【连续尺

寸】中的第一尺寸，系统重复提示：【第二引出点：】 

此时，用户通过反复拾取适当的【第二引出点】，即可标注出一组【连续尺

寸】。图 6-15 为连续标注的图例。 

 

 

6.1.3.4 尺寸标注中的【三点角度】 

单击【标注】工具栏中的【尺寸标注】按钮 ，切换立即菜单第一项为【三

点角度】，立即菜单变为下图所示： 

 

系统依次提示：【顶点：】，【第一点：】，【第二点：】 

第一引出点和顶点的连线与第二引出点和顶点的连线之间的夹角即为【三点

角度】标注的角度值。 

 

图 6-16 度分秒标注 

图 6-15  连续标注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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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输入【顶点】，【第一点】，【第二点】后，随着光标的移动动态拖动

尺寸线，在合适的位置确定尺寸线定位点即完成度分秒的标注。 

切换立即菜单为度标注，依次输入【顶点】，【第一点】，【第二点】后，

随着光标的移动动态拖动尺寸线，在合适的位置确定尺寸线定位点即完成度的标

注。 

 

 

图 6-17 度标注 

6.1.3.5 尺寸标注中的【角度连续标注】 

 

单击【标注】工具栏中的【尺寸标注】按钮 ，切换立即菜单第一项为【角

度连续标注】，立即菜单变为下图所示： 

： 

如果选择标注点则系统依次提示：【拾取第一个标注元素或角度尺寸】，【起

始点】，【终止点】【尺寸线位置】【拾取下一个元素】【尺寸线位置】依次根

据标注角度数量的多少拾取，点右键弹出快捷菜单，选择【退出】按钮确定退出。 

如果选择标注线则系统依次提示：【拾取第一个标注元素或角度尺寸】，【拾

取另一条直线】，【尺寸线位置】【拾取下一个元素】【尺寸线位置】依次根据

标注角度数量的多少拾取，单击右键弹出快捷菜单，选择退出按钮确定退出。 

标注后如图 6-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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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7°

52.36°

119.33°
 

图 6-18 尺寸连续标注 

6.1.3.6 尺寸标注中的【半标注】 

单击【标注】工具栏中的【尺寸标注】按钮 ，切换立即菜单第一项为【半

标注】，立即菜单及系统提示如下： 

 

拾取直线或第一点。 

如果拾取到一条直线，系统提示：【拾取与第一条直线平行的直线或第二点：】

如果拾取到一个点，系统提示：【拾取直线或第二点：】 

拾取第二点或直线。 

如果两次拾取的都是点，第一点到第二点距离的 2 倍为尺寸值；如果拾取的

为点和直线，点到被拾取直线的垂直距离的 2 倍为尺寸值；如果拾取的是两条平

行的直线，两直线之间距离的 2 倍为尺寸值。尺寸值的测量值在立即菜单中显示，

用户也可以输入数值。输入第二个元素后，系统提示：【尺寸线位置：】。 

确定尺寸线位置。 

用光标动态拖动尺寸线。在适当位置确定尺寸线位置后，即完成标注。 

在立即菜单中可以选择直径标注、长度标注并可以给出尺寸线的延伸长度。 

需要说明的是，半标注的尺寸界线引出点总是从第二次拾取元素上引出。尺

寸线箭头指向尺寸界线。图 6-19 为半标注的图例。图 6-19（a）为两次拾取的都

是点的标注形式；图 6-19（b）为第一次拾取的是点，第二次拾取的是直线的标

注形式；图 6-19（c）为拾取两条平行直线的标注形式；图 6-19（d）为第一次拾

取的是直线，第二次拾取的是点的标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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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图 6-19 半标注图例 

6.1.3.7 尺寸标注中的【大圆弧标注】 

 

单击【标注】工具栏中的【尺寸标注】按钮 ，切换立即菜单第一项为【大

圆弧标注】，立即菜单及系统提示如右图。 

拾取圆弧。 

拾取圆弧之后，圆弧的尺寸值在立即菜

单中显示。用户也可以输入尺寸值。立即菜

单如右图所示。 

指定第一引出点。 

 

图 6-20  大圆弧标注 

指定第二引出点。 

指定定位点。 

依次指定【第一引出点】，【第二引出点】和【定位点】后即完成大圆弧标

注。 

图 6-20 为大圆弧标注的图例。 

6.1.3.8 尺寸标注中的【射线标注】 

 

单击【标注】工具栏中的【尺寸标注】按钮 ，切换立即菜单第一项为【射

线标注】，立即菜单及系统提示如右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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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第一点后，系统提示【第二点：】。 

 

图 6-21  射线标注图例 

指定第二点后，立即菜单变为： 

尺寸值默认为第一点到第二点的距离。用户也可以输入尺寸值。 

 

指定定位点。 

用光标拖动尺寸线，在适当位置指定文字定位点即完成射线标注。图 6-21 为

射线标注的图例。 

6.1.3.9 尺寸标注中的【锥度标注】 

 

单击【标注】工具栏中的【尺寸标注】按钮 ，切换立即菜单第一项为【锥

度标注】，立即菜单及系统提示如下： 

拾取轴线后，系统提示：【拾取直线：】 

拾取直线后，在立即菜单中显示默认尺寸值。用户也可以输入尺寸值。系统

提示：【定位点：】 

 

图 6-22 锥度标注图例 

输入定位点。 

用光标拖动尺寸线，在适当位置输入文字定位点即完成锥度标注。 

立即菜单选项说明： 

 锥度/斜度：斜度的默认尺寸值为被标注直线相对轴线高度差与直线长度

的比值，用 1:X 表示；锥度的默认尺寸值是斜度的 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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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向/反向：用来调整锥度或斜度符号的方向。 

 加引线/不加引线：控制是否加不加引线。 

图 6-22 为锥度标注的图例。 

6.1.3.10 尺寸标注中的【曲率半径标注】 

对样条线进行曲率半径的标注。 

单击【标注】工具栏中的【尺寸标注】按钮 ，切换立即菜单第一项为【曲

率半径标注】，立即菜单及系统提示如下： 

 

 （1）在立即菜单【2：】中选择【文字水平】或者【文字平行】。 

 （2）在立即菜单【3：】中选择【文字居中】或者【文字拖动】。 

 （3）系统提示：【拾取标注元素】，拾取要标注的样条线。 

 （4）给出标注线位置，样条线曲率半径标注完成。 

6.1.4 【坐标标注】菜单项 

用于标注坐标原点，选定点或圆心（孔位）的坐标值尺寸。 

Dimco 

单击【标注】工具栏中的【坐标标注】按钮 ，出现如下立即菜单： 

 

单击【原点标注】菜单项后，立即菜单转为： 

 

6.14.1 坐标标注中的【原点标注】 

原点标注为标注当前坐标系原点的 X 坐标值和 Y 坐标值。 

    单击【标注】工具栏中的【坐标标注】按钮 ，系统进入原点标注的状

态，立即菜单及系统提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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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第二点或长度。尺寸线从原点出发，用第二点确定标注尺寸文字的定位

点，这个定位点也可以通过输入【长度】数值来确定。 

根据光标的拖动位置确定首先标注 X 轴方向上的坐标还是 Y 轴方向上的坐

标。输入第二点或长度后，系统接着提示：【第二点或长度：】如果只需要标注

一个坐标轴方向的标注，按鼠标右键或键盘 Enter 键结束。如果还需要标注另一

个坐标轴方向的标注，接着输入第二点或长度即可。 

原点标注的格式用立即菜单中的选项来选定。立即菜单各选项的含义如下： 

尺寸线双向/尺寸线单向：尺寸线双向指尺寸线从原点出发，分别向坐标轴两

端延伸；尺寸线单向指尺寸线从原点出发，向坐标轴靠近拖动点一端延伸。 

文字双向/文字单向：当尺寸线双向时，文字双向指在尺寸线两端均标注尺寸

值；文字单向指只在靠近拖动点一端标注尺寸值。 

x 轴偏移：原点的 x 坐标值。 

y 轴偏移：原点的 y 坐标值。 

图 6-23 为原点标注的图例。 

 

（a）文字、尺寸线双向   （b）文字、尺寸线单向   （c）X、Y 轴偏移 

图 6-23 原点标注图例 

6.14.2 坐标标注中的【快速标注】 

快速标注用于标注当前坐标系下任一【标注点】的 x 坐标值或 y 坐标值，标

注格式由立即菜单给定，用户只需输入标注点，就能完成标注。 

单击【标注】工具栏中的【坐标标注】按钮 ，切换立即菜单到【快速标注】，

立即菜单及系统提示如下： 

 

给出标注点后，即可快速标注出相应的坐标值。 

标注格式由立即菜单选项控制。立即菜单各选项的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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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负号/正号：在尺寸值等于【计算值】时，选【正负号】，则所标注的尺寸

值取实际值（如果是负数保留负号）；如选【正号】，则所标注的尺寸值取绝对

值。 

Y 坐标/X 坐标：控制是标 y 坐标值还是标 y 坐标值。 

延伸长度：控制尺寸线的长度。尺寸线长度为延伸长度加文字字串长度。默

认为 3 毫米，也可以按 Alt+4 从键盘输入数值。 

尺寸值：如果立即菜单第 3 项为【y 坐标】时，默认尺寸值为标注点的 y 坐

标值；否则为标注点的 x 坐标值。用户也可以用组合键【Alt+5】输入尺寸值，此

时正负号控制不起作用。 

图 6-24 为快速标注的图例。 

 

图 6-24  快速标注图例 

6.14.3 坐标标注中的【自由标注】 

自由标注用于标注当前坐标系下任一【标注点】的 x 坐标值或 y 坐标值，标

注格式由用户给定。 

单击【标注】工具栏中的【坐标标注】按钮 ，切换立即菜单到【自由标注】，

立即菜单及系统提示如下： 

 

给定标注点。 

给定标注点后，在立即菜单中显示标注点的 x 坐标值或 y 坐标值（由拖动点

确定是 X 还是 Y 坐标值）。系统接着提示：【定位点：】 

给定定位点。 

用光标拖动尺寸线方向（x 轴或 y 轴方向）及尺寸线长度，在合适位置按鼠

标左键。定位点也可以用其他点输入方式给定（如键盘、工具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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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菜单各选项的含义： 

正负号/正号：选【正负号】，则所标注的尺寸值取实际值（如果是负数保留

负号）；如选【正号】，则所标注的尺寸值取绝对值。 

尺寸值：默认为标注点的 x 坐标值或 y 坐标值。用户也可以用组合键【Alt+3】

输入尺寸值，此时正负号控制不起作用。 

图 6-25 为自由标注的图例。 

 

图 6-25  自由标注图例 

6.14.4 坐标标注中的【对齐标注】 

对齐标注为一组以第一个坐标标注为基准，尺寸线平行，尺寸文字对齐的标

注。 

单击【标注】工具栏中的【坐标标注】按钮 ，切换立即菜单到【对齐标注】，

立即菜单及系统提示如下： 

 

标注第一个坐标标注 

标注第一个坐标标注时，系统分别提示【标注点】，【定位点】，标注方法

与自由标注相同。 

标注后续坐标尺寸。 

标注第一个坐标尺寸后，对后继的坐标尺寸，只出现提示：【标注点：】用

户选定一系列标注点，即可完成一组尺寸文字对齐的坐标标注。 

对齐标注格式由立即菜单各选项确定。当立即菜单第 3 项选择【尺寸线打开】

时，立即菜单中增加了一项【箭头关闭/箭头打开】，如下所示： 

 

立即菜单各选项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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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负号/正号：选【正负号】，则所标注的尺寸值取实际值（如果是负数保留

负号）；如选【正号】，则所标注的尺寸值取绝对值。 

尺寸线关闭/打开：控制在对齐标注下是否要画出尺寸线。 

箭头关闭/打开：只有尺寸线处于打开状态下时才出现，控制尺寸线一端是否

要画出箭头。 

尺寸值：默认为标注点坐标值。用户也可以用组合键【Alt+4】（当尺寸线关

闭时）或【Alt+5】（当尺寸线打开时）输入尺寸值，此时正负号控制不起作用。 

图 6-26 为对齐标注的图例。 

 

(a）尺寸线打开、箭头打开  （b）尺寸线打开、箭头关闭  （c）尺寸线关闭 

图 6-26  对齐标注图例 

6.14.5 坐标标注中的【孔位标注】 

孔位标注为标注圆心或点的 x、y 坐标值。 

单击【标注】工具栏中的【坐标标注】按钮 ，切换立即菜单到【孔位标注】，

立即菜单及系统提示如下： 

 

根据提示拾取圆或点后，标注圆心或一个点的 x、y 坐标值。 

各立即菜单选项的含义： 

正负号/正号：选【正负号】，则所标注的尺寸值取实际值（如果是负数保留

负号）；选【正号】，则所标注的尺寸值取绝对值。 

孔内尺寸线打开/关闭：控制标注圆心坐标时，位于圆内的尺寸界线是否画出； 

X 延伸长度：控制沿 x 坐标轴方向，尺寸界线延伸出圆外的长度或尺寸界线

自标注点延伸的长度，默认值为 3mm，用户可以修改。 

Y 延伸长度：控制沿 y 坐标轴方向，尺寸界线延伸出圆外的长度或尺寸界线

自标注点延伸的长度，默认值为 3mm，用户可以修改。 

图 6-27 为孔位标注的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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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6 坐标标注中的【引出标注】 

用于坐标标注中尺寸线或文字过于密集时，将数值标注引出来的标注。 

单击【标注】工具栏中的【坐标标注】按钮 ，切换立即菜单到【引出标注】，

立即菜单及系统提示如下： 

 

引出标注分两种标注方式：自动打折和手工打折。 

自动打折 

按系统提示依次输入标注点和定位点，即完成标注。标注格式由立即菜单选

项控制。 

立即菜单各选项的含义： 

正负号/正号：当尺寸值为默认值时，控制尺寸值的正负号。选【正负号】，

则所标注的尺寸值取实际值（如果是负数保留负号）；选【正号】，则所标注的

尺寸值取绝对值。 

自动打折/手工打折：用来切换引出标注标注方式。 

顺折/逆折：控制转折线的方向。 

L：控制第一条转折线的长度。 

H：控制第二条转折线的长度。 

尺寸值：默认为标注点坐标值。用户也可以用组合键【Alt+7】输入尺寸值，

此时正负号控制不起作用。 

手工打折 

切换立即菜单第三项为【手工打折】，立即菜单变为： 

按系统提示依次输入标注点，第一引出点，第二引出点和定位点，即完成标

  （a）点标注  （b）孔标注（孔内尺寸线打开） （c）孔标注（孔内尺寸

线关闭） 

图 6-27  孔位标注图例 

 



CAXA 电子图板2007 

193 

注。 

立即菜单各选项的含义： 

正负号/正号：当尺寸值为默认值时，控制尺寸值的正负号。选【正负号】，

则所标注的尺寸值取实际值（如果是负数保留负号）；选【正号】，则所标注的

尺寸值取绝对值。 

自动打折/手工打折：用来切换引出标注标注方式。 

尺寸值：默认为标注点坐标值。用户也可以用组合键【Alt+4】输入尺寸值，

此时正负号控制不起作用。 

图 6-28 为引出标注的图例。 

6.14.7 坐标标注中的【自动列表】 

自动列表指以表格的方式列出标注点、圆心或样条插值点的坐标值。 

单击【标注】工具栏中的【坐标标注】按钮 ，切换立即菜单到【自动列表】，

立即菜单及系统提示如下： 

 

样条插值点坐标的标注 

如果输入第一个标注点时，拾取到样条，立即菜单变为： 

立即菜单各项的含义： 

正负号/正号：控制尺寸值的正负号。选【正负号】，则所标注的坐标值取实

际值（如果是负数保留负号）；选【正号】，则所标注的坐标值取绝对值。 

加引线/不加引线：控制从拾取点到符号之间是否加引出线。 

符号：引出线上的标记。默认为 A，用户可以用组合键【Alt+4】输入所需符

号。 

输入序号插入点后，立即菜单如图 6-29.所示： 

图 6-29 

 

   （a）自动打折                    （b）手工打折 

图 6-28 引出标注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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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定位点后，即完成标注。（如果表格总行数大于立即菜单中设定的行数，

则需要分别输入每个表格的定位点。） 

立即菜单各项的含义： 

序号长度：控制表格中【序号】一列的长度。 

坐标长度：控制表格中【x 坐标】和【y 坐标】列的长度。 

宽度：控制表格每行的宽度。 

行数：控制一次最多输出表格的行数。如果表格总行数为 25，【行数】设为

15，则输出两个表格，第一个表格的行数为 15，第二个表格的行数为 10。 

点及圆心坐标的标注 

1 ) 拾取标注点或拾取圆（圆弧）后，系统提示：【序号插入点：】 

2 ) 输入序号插入点后，系统重复提示【输入标注点或拾取圆（弧）：】 

3 ) 输入一系列标注点后，按鼠标右键或键盘回车键，立即菜单如图 6-29 所

示，以下操作步骤与拾取样条时相同，只是在输出表格时，如果有圆（或圆弧），

表格中增加一列直径Φ。 

图 6-30 为自动列表的图例。 

注意：列表框不会随风格更新。 

6.1.5 【倒角标注】菜单项 

标注倒角尺寸 

【命令名】Dimch 

 

  （a）点或圆（弧）的标注             （b）样条的标注 

图 6-30  自动列表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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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标注】工具栏中的【倒角标注】按钮 。在操作

提示区出现弹出立即菜单（见右图）。在操作提示区出现：

【拾取倒角线：】  

通过修改下拉条中的选项可以，选择倒角线的轴线。 

【轴线方向为 x 轴方向】：轴线与 x 轴平行。 

【轴线方向为 y 轴方向】：轴线与 y 轴平行。 

【拾取轴线】：自定义轴线。           

 

用户拾取一段倒角后，弹出立即菜单（见右图）。 

在立即菜单中显示出该直线的标注值，用户也可以用组合键【Alt+1】输入标

注值。 

( 4 ) 输入尺寸线位置。 

输入尺寸线位置点后，系统即沿该线段引出标注线，标注出倒角尺寸。 

图 6-31 为倒角标注的图例。 

6.1.6 “0”标注功能 

“0”标注功能是为了说明两条直线间间距为 0。如图 6-32 

 

图 6-31 倒角标注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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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图 6-32 直线和中心线之间的距离为 0 

6.1.7  尺寸公差的标注 

尺寸公差的标注，有以下两种方法： 

1. 方法一：在尺寸标注时右击，弹出【尺寸标注公差与配合查询】对话框，

如图 6-33 所示。 

 

图 6-33 尺寸标注公差查询 

下面介绍各编辑框和组合框的含义及操作： 

【前缀】：填写对尺寸值的描述或限定，如表示直径的“%c”，表示个数的

“6-”，也可以是“（”，一般和后缀中“）”一起使用。 

【基本尺寸】编辑框：默认为实际测量值，用户可以输入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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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缀】：填写内容无限定，与前缀同。 

【附注】：填写对尺寸的说明或其他注释。 

 

图 6-34 尺寸标注属性设置 

按图 6-34 填写后生成如图 6-35 所示的标注： 

前缀内容φ（85.9）后缀内容
附注内容

 

图 6-35 标注后显示 

   

【公差代号】编辑框：当【输入形式】选项为【代号】时，在此编辑框中输

入公差代号名称。如 H7、h6、k6 等等，系统将根据基本尺寸和代号名称自动查

表，并将查到的上下偏差值显示在【上偏差】和【下偏差】编辑框中；也可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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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高级选项，在弹出的【公差与配合可视化查询】中直接选择合适的公差代号，

如图 6-36。当【输入形式】选项为【配合】时，在此编辑框中输入配合的名称，

如 H7/h6、H7/k6、H7/s6 等等，系统输出时将按所输入的配合进行标注；也可以

单击高级选项，在弹出的【公差与配合可视化查询】中直接选择合适的公差代号，

如图 6-37。当【输入形式】为【偏差】时，则此编辑框为灰色，不可填写，直接

在上、下偏差处输入。 

 

图 6-36 公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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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7 配合查询 

 【上偏差】编辑框：如【输入形式】为【代号】时，在此编辑框中显示查询

到的上偏差值。用户也可以在此对话框中自己输入上偏差值。 

【下偏差】编辑框：如【输入形式】为【代号】时，在此编辑框中显示查询

到的下偏差值。用户也可以在此对话框中自己输入下偏差值。 

【输入形式】组合框：输入形式有三种选项，分别为【代号】，【偏差】和

【配合】，用它控制公差的输入方式。当【输入形式】为【代号】时，系统根据

在【代号】编辑框中输入的代号名称自动查询上下偏差，并将查询结果在【上偏

差】和【下偏差】编辑框中显示；当为【偏差】时，由用户自己输入偏差值；当

为【配合】时，在【代号】编辑框中输入配合符号，如【H7/h6】，不管【输出

形式】是什么，输出时按代号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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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8 配合对话框 

【输出形式】组合框：输出形式有四种选项，分别为【代号】，【偏差】，

【（偏差）】和【代号（偏差）】，用它控制公差的输出方式。（【输入形式】

为【配合】时除外）当【输出形式】为【代号】时，标注时标代号，如50K6；

当为【偏差】时，标注时标偏差，如50 0 013

0 003





.

. ；当为【（偏差）时】，标注时偏

差值用“（）”号括起来，如  50 0 013

0 003





.

. ；当为【代号（偏差）】时，标注时代

号和偏差都标，如  50 6 0 013

0 003K 



.

. 。 

方法二：在尺寸标注或尺寸编辑中，当立即菜单中出现【尺寸值=xxx】项时，

选择该选项，在输入框中输入。尺寸公差可以用特殊字符的输入来实现。 

特殊符号的输入 

在尺寸值输入中，一些特殊符号，如直径符号“φ ”（可用动态键盘输入）,

角度符号“ 0 ”，公差的上下偏差值等，可通过 CAXA 电子图板规定的前缀和后

缀符号来实现。 

1 ) 直径符号，用%c 表示，例如：输入%c40，则标注为φ 40。 

2 ) 角度符号，用%d 表示，例如：输入 30%d，则标注为300 。 

3 ) 公差符号“土”：用%p 表示，例如：输入 50%p0.5，则标注为50 05

 . ，

偏差值的字高与尺寸值字高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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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上、下偏差值：格式为：%加上偏差值加%，再加下偏差值加%b，偏差

值必须带符号，偏差为零时省略，系统自动把偏差值的字高，选用比尺寸值字高

小一号，并且自动判别上、下偏差，自动布置其书写位置，使标注格式符合国家

标准的规定。例如：输入 50%＋0.003%－0.013%b，则标注为50 0 013

0 003





.

. 。 

5) 上、下偏差值后的后缀：后缀为%b，系统自动把后续字符字高恢复为尺

寸值的字高来标注。 

尺寸公差标注举例 

1 ) 只标注公差代号： 

例如输入：50K6、φ 50K6、φ 50H6、50G6、φ 50K6、φ 50H6。其中，输入

φ 时，要输入%c 等。 

2 ) 只标注上、下偏差： 

50 0 013

0 003





.

. 应输入 50%＋0.003%－0.013%b; 

φ 50 0 013

0 003





.

. 应输入%c50%＋0.003%－0.013%b; 

φ 500

0 016 . 应输入%c50%＋0.016%b； 

50 0 025

0 009





.

. 应输入 50%－0.009%－0.025%b; 

φ 50 0 002

0 027





.

. 应输入%c50%＋0.027%＋0.002%b; 

φ 50 0 016

0

 . 应输入%c50%－0.016%b。 

3 ) 标注（偏差） 

 50 0 013

0 003





.

. 应输入 50（%＋0.003%－0.013%b）； 

 50 0 025

0 009





.

. 应输入 50（%－0.009－0.025%b）； 

φ  50 0 016

0

 . 应输入%c50（%－0.016%b）。 

4 ) 同时标注公差代号及上、下偏差： 

 50 6 0 013

0 003K 



.

. 应输入 50K6（%＋0.003%－0.013%b）； 

 50 6 0 025

0 009G 



.

. 应输入 50G6（%－0.009－0.025%b）； 

φ  50 6 0 016

0H  . 应输入%c50h6（%－0.016%b）。 

5) 标注配合： 

φ 50 7
6

H
h 应输入%c50%&H7/h6%b。 

图 6-39 为尺寸公差标注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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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9 尺寸公差标注图例 

6.2 文字类标注 

本节介绍绘制菜单【标注】的其它菜单项【文字标注】、【引出说明】、【剖

面位置】。并介绍主菜单中【格式(S)】的菜单项【文字风格(T)】。 

6.2.1 文本风格 

用户可以将在不同场合会经常用到的几组文字参数的组合定义成字型，存储

到图形文件或模板文件中，便于以后的使用。字型管理功能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

的。 

【命令名】Textpara 

单击主菜单【格式(S)】中菜单项【文字风格(T)】 ，弹出如图 6-40 所示的

【文本风格】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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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0 字形管理对话框 

在【当前风格】组合框中，列出了当前文件中所有已定义的字型。如果尚未

定义字型，则系统预定义了一个叫【标准】的默认字型，该默认字型不能被删除

或改名，但可以编辑。通过在这个组合框中选择不同项，可以切换当前字型。随

着当前字型的变化，对话框下部列出的字型参数相应变化为当前字型对应的参

数，预显框中的显示也随之变化。 

对字型可以进行四种操作：创建、更新、改名、删除。修改了任何一个字型

参数后，【创建】和【更新】按钮变为有效状态。单击【创建】按钮，将弹出对

话框以供输入一个新字型名，系统用修改后的字型参数创建一个以输入的名字命

名的新字型，并将其设置为当前字型；单击【更新】按钮，系统则将当前字型的

参数更新为修改后的值。当前字型不是默认字型时，【改名】和【删除】按钮有

效。单击【改名】按钮，可以为当前字型起一个新名字；单击【删除】按钮则删

除当前字型。 

对字型参数的解释： 

中文字体：可选择中文字体的风格，如图 6-41，除了 Windows 自带的文字风

格外还可以选择单线体（形文件）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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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1 文字风格选择 

以下是选择不同风格的字体所生成的文字效果： 

CAXA电子图版 CAXA
 

         仿宋-GB2313                              单线体（形文件）       

西文字体：选择方式与中文相同，只是限定的是文字中的西文。同样可以选

择单线体（形文件）。 

中文宽度系数、西文宽度系数：当宽度系数为 1 时，文字的长宽比例与

TrueType 字体文件中描述的字形保持一致；为其它值时，文字宽度在此基础上缩

小或放大相应的倍数。 

字符间距系数：同一行(列)中两个相邻字符的间距与设定字高的比值。 

行距系数：横写时两个相邻行的间距与设定字高的比值。 

列距系数：竖写时两个相邻列的间距与设定字高的比值。 

旋转角：横写时为一行文字的延伸方向与坐标系的 x 轴正方向按逆时针测量

的夹角；竖写时为一列文字的延伸方向与坐标系的 y 轴负方向按逆时针测量的夹

角。旋转角的单位为角度。 

 

选择字型参数，单击【确定】按钮，系统提示【当前设置已改变，保存当前

设置吗？】如果单击【是】，对当前设置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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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2 参数设置保存提示 

 

这时电子图板中该风格的标注已经随着设置的保存进行关联变化。 

单击【否】，不保存当前设置，重新打开电子图板时，文字参数的设置是系

统默认参数。 

6.2.2 文字标注 

用于在图纸上填写各种技术说明，包括技术要求等。 

【命令名】Text 

单击【绘图】工具栏的【文字】按钮 ，立即菜单为【指定两点】方式、【拾

取曲线】或者【搜索边界】方式。 

   

根据提示用鼠标指定要标注文字的矩形区域的第一角点和第二角点或者指

定边界内一点和边界间距系数，系统将根据指定的区域结合对齐方式决定文字的

位置。如果选择拾取曲线，则会提示拾取文字标注的方向，如图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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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3 沿曲线生成文字 

文字选择方向不同，则产生不同的标注效果。 

弹出的【文字标注与编辑】对话框中，如图 6-44，可以在编辑框中输入文字，

编辑框下面显示出当前的文字参数设置。 

 

图 6-44 文字标注与编辑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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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齐方式：对齐方式指生成的文字与指定的区域的相对位置关系。例如左上

对齐指文字实际占据区域的左上角与指定区域的左上角重合；中间对齐指文字实

际占据区域的中心与指定区域的中心重合，其余依此类推。 

书写方向：横写指从文字的观察方向看，文字是从左向右写的；竖写指从文

字的观察方向看，文字是从上向下写的。 

框填充方式：有三种方式自动换行、压缩文字和手动换行。自动换行是指文

字到达指定区域的右边界(横写时)或下边界(竖写时)时，自动以汉字、单词、数字

或标点符号为单位换行，并可以避头尾字符，使文字不会超过边界(例外情况是当

指定的区域很窄而输入的单词、数字或分数等很长时，为保证不将一个完整的单

词、数字或分数等结构拆分到两行，生成的文字会超出边界。)；压缩文字是指当

指定的字型参数会导致文字超出指定区域时，系统自动修改文字的高度、中西文

宽度系数和字符间距系数，以保证文字完全在指定的区域内；手动换行是指在输

入标注文字时只要按回车键，就能完成文字换行。 

旋转角：横写时为一行文字的延伸方向与坐标系的 x 轴正方向按逆时针测量

的夹角；竖写时为一列文字的延伸方向与坐标系的 y 轴负方向按逆时针测量的夹

角。旋转角的单位为角度。 

如果要标注的文字已事先存到了文件里，则可以单击【读入】按钮，在弹出

的对话框中指定该文件，再单击【打开】按钮，则文件的内容被读入到编辑框中。 

 

图 6-45 指定要读入的文件 

在标注横写文字时，文字中可以包含偏差、上下标、分数、粗糙度、上划线、

中间线、下划线以及φ 、°、±等常用符号。对话框右上角的组合框就是用于辅

助输入这些符号和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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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6 特殊格式和符号的输入格式 

为方便常用符号和特殊格式的输入，电子图板规定了一些表示方法，这些方

法均以%作为开始标志。 

选下拉列表框中【%】等价于在编辑框中输入【%%】，主要用于输出字符串

【%p】、【%c】等。例如：输入的字符串是【%%p%%c%%d】，输出为【%p%c%d】。 

选下拉列表框中的【φ 】等价于在编辑框中输入【%c】，用于输出【φ 】。 

选下拉列表框中的【°】等价于在编辑框中输入【%d】，用于输出【°】。 

选下拉列表框中的【±】等价于在编辑框中输入【%p】，用于输出【±】。 

选下拉列表框中的【开始下划线】（或【结束下划线】）等价于在编辑框中输

入【%u】，如当前选了【开始下划线】后，后面再选特殊符号组合框时，相应项

将变为【结束下划线】，或与之相反。用于开始或结束给文字加下划线。 

选下拉列表框中的【开始中间线】（或【结束中间线】）等价于在编辑框中输

入【%m】，如当前选了【开始中间线】后，后面再选特殊符号组合框时，相应项

将变为【结束中间线】，或与之相反。用于开始或结束给文字加中间线。 

选下拉列表框中的【开始上划线】（或【结束上划线】）等价于在编辑框中输

入【%o】，如当前选了【开始上划线】后，后面再选特殊符号组合框时，相应项

将变为【结束上划线】，或与之相反。用于开始或结束给文字加上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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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下拉列表框中的【偏差】弹出如图 6-47 所示的对话框。 

在上下偏差编辑框中输入上下偏差，而后按回车或单击【确定(O)】按钮结束

公差输入，输入的上偏差必须大于下偏差。其等价输入格式为：%*p 上偏差%*p

下偏差%b。上下偏差必须加正负号，等于 0 时可以不输。例如：公差输入对话框

中上偏差编辑框中输入 0.005，下偏差编辑框中输入-0.004，单击【确定(O)】按

钮，在文字编辑框的当前位置添加了字符串“%*p0.005%*p-0.004%*b ”，假定在

这个字符串前面的字符串是“12”，后面没有字符，整个字符串就是“12 

%*p0.005%*p-0.004%*b”，生成文字如图 6-48 所示。 

 

选下拉框中的【分数】一项，弹出如图 6-49 所示的对话框。 

 

 

在分子编辑框输入分子，分母对话框输入分母，按回车或单击【确定(O)】按

钮结束分数输入。其等价输入格式为：%&分子%/分母%b。例如：分数输入对话

框中分子编辑框中输入 1，分母编辑框中输入 10，单击【确定(O)】按钮，在文字

 

图 6-47 公差输入对话框 

 

图 6-48 偏差示意图 

 

图 6-49 分数输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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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框的当前位置添加了字符串“%&1%/10%b”， 

假定在这个字符串前面的字符串是“12”，后面没有字符，整个字符串就是

“12%&1%/10%b”，生成文字如图 6-50 所示。 

 

图 6-50 分数示意图 

选下拉框中的【粗糙度】一项，弹出如下图 6-51 所示的对话框。 

 

图 6-51 粗糙度对话框 

选择基本符号，输入下限值、上说明和下说明，单击【确定】按钮，回到文

字标注与编辑对话框中。继续输入文字，单击【确定】按钮后，可见文字中输入

了粗糙度符号。 

选下拉框中的【上下标】一项，弹出如下图 6-52 所示的对话框。 

 

图 6-52 上下标输入对话框 

在上标编辑框中输入上标，在下标输入框中输入下标，而后按回车或单击【确

定】按钮结束上下标输入。 

对于最后一项(【其它字符】)，将弹出字符映射表，可以选择要插入的字符；

对于其它项，系统直接将对应的文本插入。也可以不用组合框而按规定的格式自

行输入来实现上述特殊格式和符号。 

注：插入特殊字符时中文字库都可以，英文字库只能插入 127（十六进制 80）

以前的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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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了输入和设置后，单击【确定】按钮，系统开始生成相应的文字并插

入到指定的位置；单击【取消】按钮则取消操作。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框填充方式是自动换行、同时相对于指定区域的大小来

说文字比较多，那么实际生成的文字可能超出指定的区域。例如对齐方式为左上

对齐时，文字可能超出指定区域的下边界；另外，当旋转角不为零时，由于文字

发生了旋转，所以也不在指定的区域里；如果框填充方式是压缩文字，则在必要

时系数会自动修改文字的高度、中西文宽度系数和字符间距系数，以保证文字完

全在指定的区域内。 

 

引入外部文本： 

在电子图板中生成来自外部的文本除了可以利用【文字标注与编辑】对话框

中的读入功能外，还可以采用选择性粘贴的办法。在 Word、记事本等其它字处

理软件中复制要引入的文本，然后在电子图板中单击【编辑】菜单中的【选择性

粘贴】选项，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合适的粘贴格式，再单击【确定】按钮。如

果选择的是【纯文本】格式，需要指定文本的位置、缩放比例和旋转角，还应事

先在电子图板中设置好要采用的字型参数，因为系统将用当前字型参数生成文

本。 

风格更改： 

单击【风格】按钮则出现与 6.2.1 相同的修改界面，具体修改方式参考上节

内容。 

6.2.3 引出说明 

用于标注引出注释，由文字和引出线组成。引出点处可带箭头，文字可输入

中文和西文。 

【命令名】Ldtext 

单击【标注】工具栏中的【引出说明】按钮 ，弹出如图 6-53 所示的对话框。 

 

 

图 6-53 引出说明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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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话框中输入相应上下说明文字，若只需一行说明则只输上说明。单击【确

定】按钮，进入下一步操作，单击【取消】按钮，结束此命令。 

单击【确定】按钮后弹出如下所示的立即菜单： 

按提示输入第一点后，系统接着提示：【第二点：】 

输入第二点后，即完成引出说明标注。 

图 6-54 为引出说明的图例。 

6.3 工程符号类标注 

6.3.1 基准代号 

用于标注形位公差中的基准部位的代号。 

【命令名】Datum 

单击【标注】工具栏中的【基准代号】按钮 ，出现如下立即菜单： 

 

按组合键【Alt+1】或用鼠标单击【基准名称】后可以输入所需的基准代号名

称。 

拾取定位点或拾取直线或拾取圆弧 

 如拾取的是定位点，系统提示：【输入角度或由屏幕上确定：<-360,360>】,

用户可用拖动方式或从键盘输入旋转角后，即可完成基准代号的标注。 

 如拾取的是直线或圆弧，系统提示：【拖动确定标注位置：】，用户选

定后即标注出与直线或圆弧相垂直的基准代号。 

图 6-55 为基准代号标注实例。 

 

 

  

（a）文字方向默认               b）文字反向 

图 6-54  引出说明图例 

图 6-55  基准代号的标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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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形位公差的标注 

标注中的公差标注包括尺寸公差标注以及形状和位置公差标注。CAXA 绘图

系统中尺寸公差标注是通过尺寸数值输入时带有特殊符号及标注时通过右键操

作来实现的。形位公差的标注则由菜单项【形位公差】和【基准代号】来实现，

现分别介绍如下。 

标注形位公差 

【命令名】Fcs 

单击【标注】工具栏中的【形位公差】按钮 ，弹出如图 6-56 所示的【形位

公差】对话框。 

图 6-56 形位公差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选择输入应标注的形位公差。 

单击【确定】按钮确认后，弹出如下立即菜单： 

 

用组合键【Alt+1】 可以选择【水平标注】或者【垂直标注】 

拾取标注元素后，系统提示：【引线转折点：】 

输入引线转折点后，即完成形位公差的标注。 

 

下面介绍【形位公差】对话框各部分内容及其操作： 

利用对话框，用户可以直观、方便地填写形位公差框内各项内容，而且可以

填写多行，允许删除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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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共分以下几个区域： 

 

图 6-57 各区域显示图例 

预显区：在对话框上部，显示填写与布置结果。 

形位公差符号分区：符号表示处，它排列出形位公差【直线度】、【平面

度】、【圆度】等符号按钮，用户单击某一按钮，即在显示图形区填写，如图 6-56

中，填写了【位置度】符号； 

形位公差数值分区：符号表示处，它包括： 

 公差数值：选择直径符号φ 或符号 S 的输出； 

 数值输入框：用于输入形位公差数值，如图 6-58 中的 0.015； 

 形状限定：它弹出列表框，可选项为（空），（－）：只许中间向材

料内凹下、（＋）：只许中间向材料外凸起、（>）：只许从左至右减小、

（<）：只许从右至左减小。如图 6-57 中，选中后缀为（－）。 

 相关原则：它弹出列表框，可选项为（空），（P）：延伸公差带、

（M）：最大实体要求、（E）：包容要求、（L）：最小实体要求、（F）：

非刚性零件的自由状态条件。如图 6-58 中，选中后缀为（M）。选中与修

改各内容后立即在预显区内显示，如图中的φ 0.1。 

公差查询：符号表示处，在选择公差代号、输入基本尺寸和选择公差等级

以后自动给出公差值。图 6-58 为形位公差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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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符号表示处，单击【尺寸与配合】按钮，可以弹出公差输入对话框，

可以在形位公差处增加公差的附注。 

基准代号分区：符号表示处，分三组可分别输入基准代号和选取相应符号

（如【P】、【M】、或【E】等），如图中的 A、B、C。 

行管理区：符号表示处，【当前形位公差】所指的部分，它包括三项： 

 指示当前行的行号：如只标注一行形位公差，则指示为 1，如同时标

注多行形位公差，则用此项可以指示当前行号，右边的按钮切换当前行。 

 增加行：在已标注一行形位公差的基础上，用【增加行】来标注新行，

在新行的标注方法同第一行的标注相同。 

 删除行：如按此钮，则删除当前行，系统自动重新调整整个形位公差

的标注。 

以下是标注的实例： 

 

 

 

 

垂直标注 

水平标注 

图 6-58 形位公差标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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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表面粗糙度的标注 

标注表面粗糙度代号。 

【命令名】Rough 

单击【标注】工具栏中的【粗糙度】按钮 ，弹出如下立即菜单： 

 

立即菜单第一项有两个选项：简单标注/标准标注。即粗糙度标注可分为简单

标注和标准标注两种方式。 

 简单标注 

简单标注只标注表面处理方法和粗糙度值。表面处理方法可通过立即菜单第

二项选择：去除材料/不去除材料/基本符号。粗糙度值可通过立即菜单第三项输

入。 

 标准标注 

切换立即菜单第一项为【标准标注】，立即菜

单为： 

同时弹出如图 6-59 所示的对话框。 

 

 

图 6-59 粗糙度标准标注对话框 

    对话框中包括了粗糙度的各种标注：基本符号、纹理方向、上限值、下

限值以及说明标注等等，用户可以在预显框里看到标注结果，然后单击【确定】

按钮确认。 

拾取定位点或直线或圆弧。 

 如拾取的是定位点，系统提示：【输入角度或由屏幕上确定：<-360,360>】,

用户可用拖动方式或从键盘输入旋转角后，即可完成粗糙度的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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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拾取的是直线或圆弧，系统提示：【拖动确定标注位置：】，用户选

定后即标注出与直线或圆弧相垂直的粗糙度。 

 

图 6-60  粗糙度标注实例 

图 6-60 为粗糙度标注实例。 

6.3.4 焊接符号 

在某些机械工程图上，焊接标注会用得比较多，如汽车工业、造船业等等，

为了满足不同行业的需要，这里增加了焊接标注功能。 

标注焊接符号。 

【命令名】Weld 

 

图 6-61 焊接符号对话框 

单击【标注】工具栏中的 【焊接符号】按钮 ，弹出如图 6-61 所示的【焊

接符号】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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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话框中设置所需的各种选项，单击【确定】按钮确认，系统提示：【引

线起点：】 

输入引线起点后，系统再提示：【定位点：】 

输入定位点后，即完成焊接符号的标注。 

下面介绍对话框各部分内容及操作： 

对话框的上部是预显框（左）和单行参数示意图（右）。在第二行是一系列

符号选择按钮和【符号位置】选择。【符号位置】是用来控制当前单行参数是对

应基准线以上的部分还是以下的部分,系统通过这种手段来控制单行参数。各个位

置的尺寸值和【焊接说明】位于第三行。对话框的底部用来选择虚线位置和输入

交错焊缝的间距，其中虚线位置是用来表示基准虚线与实线的相对位置。清除行

操作是用来将当前的单行参数清零用的。这里几乎考虑了所有的标注需要，将满

足各种不同场合。 

图 6-62 为焊接符号图例。 

 

图 6-62  焊接符号图例 

6.3.5 剖切符号 

标出剖面的剖切位置。 

【命令名】Hatchpos 

单击【标注】工具栏中的【剖切符号】按钮 ，

弹出立即菜单为： 

用组合键【Alt+1】改变剖面名称。 

以两点线的方式画出剖切轨迹线，当绘制完成后，右击结束画线状态，此时

在剖切轨迹线的终止点显示出沿最后一段剖切轨迹线法线方向的两个箭头标识，

并在提示区提示：【请拾取所需的方向：】 

可以在两个箭头的一侧单击鼠标左键以确定箭头的方向或者右击取消箭

头，然后系统提示：【指定剖面名称标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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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动一个表示文字大小的矩形到所需位置单击左键确认，此步骤可以重复操

作，直至单击右键结束。 

图 6-63 为剖切符号的图例。 

 

 

图 6-63 剖切符号图例 

6.4 标注修改 

【标注修改】可以对所有的标注（尺寸、符号和文字）进行修改，对这些标

注的修改仅通过一个菜单命令，系统将自动识别标注实体的类型而作相应的修改

操作。 

所有的修改实际都是对已作的标注作相应的【位置编辑】和【内容编辑】，

这二者是通过立即菜单来切换的，【位置编辑】是指对尺寸或工程符号等的位置

的移动或角度的旋转，而【内容编辑】则是指对尺寸值、文字内容或符号内容的

修改。 

【命令名】Dimedit 

单击【修改】工具栏中的【标注修改】按钮 或键入命令 Dimedit. 

拾取要修改的标注对象，系统将自动识别标注对象的类型。 

通过切换立即菜单分别进行【位置编辑】和【内容编辑】。 

根据 6.1—6.3 的标注分类，仍可将标注修改分为相应的三类，即【尺寸编辑】、

【文字编辑】、【工程符号编辑】。下面分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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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尺寸编辑 

单击【修改】工具栏中的【标注修改】按钮 ，系统提示：【拾取要编辑的

尺寸、文字或标注：】 

如拾取到一个尺寸，则根据拾取尺寸的类型不同，出现不同的立即菜单。 

  线性尺寸的编辑。 

拾取一个线性尺寸，出现立即菜单： 

 

立即菜单第一项有四项选择：尺寸线位置/文字位置/文字内容/箭头形状。默

认为尺寸线位置。 

 

 尺寸线位置的编辑 

在以上立即菜单中可以修改文字的方向、界线的角度及尺寸值。其中立即菜

单中的【界线角度】一项，指尺寸界线与水平线的夹角。 

输入新的尺寸线位置点后，即完成编辑操作。图 6-64 为编辑线性尺寸尺寸线

位置的图例。其中界线角度由 90°改为 60°，尺寸值由 71.8 改为 90。 

 

 文字位置的编辑 

文字位置的编辑只修改文字的定位点、文字角度和尺寸值，尺寸线及尺寸界

线不变。 

切换立即菜单第一项为【文字位置】，相应的立即菜单变为： 

 

在以上立即菜单中可以选择是否加引线，修改文字的角度及尺寸值。输入文

字新位置点后即完成编辑操作。图 6-65 为编辑线性尺寸文字位置的图例。 

 

  （a）原尺寸               （b）编辑后的尺寸 

图 6-64 编辑线性尺寸尺寸线位置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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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内容的编辑 

文字内容的编辑只修改文字内容，其余均不变。 

切换立即菜单第一项为【文字内容】，相应的立即菜单变为： 

 

修改立即菜单中的尺寸值后，按鼠标左键，即完成编辑操作。图 6-66 为编辑

线性尺寸文字内容的图例。 

 箭头形状的修改 

     修改左箭头和右箭头的形状，可在弹出的【箭头形状编辑器】中进行选择， 

 

选择完毕后，单击【确定】按钮，即完成修改 

 

图 6-67 箭头形状编辑器 

 

  （a）原尺寸           （b）加引线           （c）文字角度 30

° 

图 6-65 编辑线性尺寸文字位置图例 

 

   （a）原尺寸            （b）编辑后 

图 6-66  编辑线性尺寸文字内容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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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选择不同形式箭头形状所标注出的尺寸： 

51. 68 51.68 51.68

(a)原尺寸 (c)选择圆点形式(b)选择斜线形式

51. 68

(d)无箭头形式

51. 68 51.68

( e)右边无箭头 (f)左边无箭头

 

图 6-68 箭头形状修改 

  编辑直径尺寸或半径尺寸。 

拾取一个直径尺寸或半径尺寸，出现立即菜单： 

 

立即菜单第一项有两项选择：尺寸线位置/文字位置。默认为尺寸线位置。 

 直径尺寸或半径尺寸的尺寸线位置编辑 

在以上立即菜单中可以修改文字的方向及尺寸值。 

输入新的尺寸线位置点后，即完成编辑操作。图 6-69 为编辑直径尺寸尺寸线

位置的图例。其中文字平行改为文字水平，尺寸值改为Φ 70。 

 

 直径尺寸或半径尺寸的文字位置编辑 

 

  （a）原尺寸                （b）编辑后 

图 6-69 编辑直径尺寸的尺寸线位置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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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立即菜单第一项为【文字位置】，相应的立即菜单变为： 

 

在以上立即菜单中可以选择是否加引线，修改文字的角度及尺寸值。输入新

的文字位置点后即完成编辑操作。图 6-70 为编辑直径尺寸文字位置的图例。 

  编辑角度尺寸。 

拾取一个角度尺寸，出现立即菜单： 

 

立即菜单第一项有两项选择：尺寸线位置/文字位置。默认为尺寸线位置。 

 角度尺寸的尺寸线位置编辑 

在以上立即菜单中可以修改尺寸值。 

输入新的尺寸线位置点后，即完成编辑操作。图 6-71 为编辑角度尺寸尺寸线

位置的图例。 

 角度尺寸的文字位置编辑 

切换立即菜单第一项为【文字位置】，相应的立即菜单变为： 

 

在以上立即菜单中可以选择是否加引线，修改文字的尺寸值。图 6-72 为编辑

角度尺寸文字位置的图例。 

 

（a）原尺寸               （b）编辑后 

图 6-70 编辑直径尺寸的文字位置图例 

 

  （a）原尺寸                   （b）编辑后 

图 6-71 编辑角度尺寸的尺寸线位置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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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文字编辑 

单击【修改】工具栏中的【标注修改】按钮 ，系统提示：【拾取要编辑的

尺寸、文字或标注：】，根据提示用鼠标选择要编辑的文字，在弹出的【文字标

注与编辑】对话框中对文字的内容与字型参数进行修改，最后单击【确定】按钮

结束编辑，系统重新生成对应的文字。 

 

图 6-73 文字标注与编辑对话框 

6.4.3 工程符号编辑 

对于符号类标注：基准代号、形位公差、粗糙度、焊接符号等，如同尺寸编

辑和文字编辑一样，也是在选取菜单后拾取要编辑的对象，而后通过切换立即菜

 

   （a）原尺寸                  （b）编辑后 

图 6-72 编辑角度尺寸的文字位置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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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分别对标注对象的位置和内容进行编辑。示例从略。 

6.5 风格编辑 

风格编辑分为【标注风格】和【文本风格】，主要通过鼠标右键菜单完成的

该命令的操作，软件会根据拾取标注元素的不同进行变化。如图 6-74 所示 

                                  

选择尺寸                                        选择文字 

图 6-74  风格编辑 

在风格中有【另存为新风格】和【选择其他风格】两种选项，不同的选项有

不同的意义。如图所示 

 

【另存为新风格】：将现有的标注风格或文本风格保存为新的风格。 

选择【另存为新风格】选项，软件弹出【另存为新风格】对话框，用户可以在【风

格名】中输入新风格的名称，单击确定进行风格的保存。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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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5 另存为新风格 

【选择其他风格】：选择已经建立的标注风格或文本风格，使风格进行变更。 

选择【选择其他风格】选项，在弹出的【选择其他风格】的对话框中可以进行风

格的选择。如图所示 

 

图 6-76 应用风格 

 

6.6 尺寸驱动 

【尺寸驱动】是系统提供的一套局部参数化功能。用户在选择一部分实体及

相关尺寸后，系统将根据尺寸建立实体间的拓扑关系，当用户选择想要改动的尺

寸并改变其数值时，相关实体及尺寸也将受到影响发生变化，但元素间的拓扑关

系保持不变，如相切、相连等。另外，系统还可自动处理过约束及欠约束的图形。 

此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使用户可以在画完图以后再对尺寸进行规整，修改，提

高作图速度，对已有的图纸进行修改也变得更加简单、容易。 

【命令名】Drive  

单击【修改】主菜单中的【尺寸驱动】项或者单击 【编辑】工具栏中单击

【尺寸驱动】按钮 。 

根据系统提示选择驱动对象（用户想要修改的部分），系统将只分析选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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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实体及尺寸；在这里，除选择图形实体外，选择尺寸是必要的，因为工程图

纸是依靠尺寸标注来避免二义性的，系统正是依靠尺寸来分析元素间的关系。 

例如，存在一条斜线，标注了水平尺寸，则当其他尺寸被驱动时，该直线的

斜率及垂直距离可能会发生相关的改变，但是，该直线的水平距离将保持为标注

值。同样的道理，如果驱动该水平尺寸，则该直线的水平长度将发生改变，改变

为与驱动后的尺寸值一致。因而，对于局部参数化功能，选择参数化对象是至关

重要的。为了使驱动的结果与自己的设想一致，有必要在选择驱动对象之前作必

要的尺寸标注，对该动的和不该动的关系作个必要的定义。 

一般说来，某实体如果没有必要的尺寸标注，系统将会根据【连接】、【正

交 】、【相切】等一般的默认准则判断实体之间的约束关系。 

然后用户应指定一个合适的基准点。由于任一尺寸表示的均是两个（或两个

以上）图形对象之间的相关约束关系，如果驱动该尺寸，必然存在着一端固定，

另一端移动的问题，系统将根据被驱动尺寸与基准点的位置关系来判断哪一端该

固定，从而驱动另一端。具体指定哪一点为基准，多用几次后用户将会有清晰的

体验。一般情况下，应选择一些特殊位置的点，例如圆心、端点、中心点、交点

等。 

在前两步的基础上，最后是驱动某一尺寸（提示 3）。选择被驱动的尺寸，而

后按提示输入新的尺寸值，则被选中的实体部分将被驱动，在不退出该状态（该

部分驱动对象）的情况下，用户可以连续驱动多个尺寸。 

【举例】 

如图 6-73 的皮带轮，图（a）是原图，图（b）是驱动中心距，图（c）是驱

动大圆的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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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点 

基准点 

（a）原图 （b）驱动中心距 

（c）驱动半径 
 

图 6-77 尺寸驱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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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幅面及绘图输出  

 

图 7-1  幅面菜单 

绘制工程图样的首要任务是选好一张图纸的图幅、图框。国标中对机械制图

的图纸大小作了统一规定，图纸尺寸大小共分为 5 个规格，并以如下的名称表示

之： 

A0、A1、A2、A3、A4 

CAXA 电子图板按照国标的规定，在系统内部设置了上述 5 种标准图幅以及

相应的图框、标题栏和明细栏。系统还允许自定义图幅和图框。并将自定义的图

幅、图框制成模板文件，以备其它文件调用。图 7-1 为幅面菜单。 

7.1 图纸幅面 

弹出对话框，选择标准图纸幅面或自定义图纸幅面，也可变更绘图比例或选

择图纸放置方向。 

【命令名】Setup 

单击【图幅设置】菜单项 ，系统弹出【图幅设置】对话框。（见图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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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图纸幅面设置对话框 

 

图纸幅面的选择 

用鼠标单击【图纸幅面】项右边的 按钮，弹出一个下拉列表框，列表框中

有从 A0 到 A4 标准图纸幅面选项和用户定义选项可供选择。当所选择的幅面为标

准幅面时，在【宽度】和【高度】编辑框中显示该图纸幅面的宽度值和高度值，

不能修改；当选择用户定义时，在【宽度】和【高度】编辑框中输入图纸幅面的

宽度值和高度值。 

注意：定义图幅时系统允许的最小图幅为 1×1。即图纸宽度最小为 1毫米，

图纸高度最小尺寸为 1 毫米。如果输入的数值小于 1，系统发出警告信息。（见

下图） 

 

警告取消后，用户应当重新输入新的宽度值或高度值。 

选取绘图比例 

系统绘图比例的默认值为 1：1。这个比例直接显示在绘图比例的对话框中。

如果用户希望改变绘图比例，可用鼠标单击【绘图比例】项右边的 按钮，弹出

一个下拉列表框，列表框中的值为国标规定的系列值。选中某一项后，所选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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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绘图比例对话框中显示。用户也可以激活编辑框由键盘直接输入新的比例数

值。 

选择图纸放置方向 

图纸放置方向由【横放】或【竖放】两个按钮控制，被选中者呈黑点显示状

态。 

（4）选择图框 

可用鼠标单击【调入图框】项的 按钮，弹出一个组合框，列表中的图框为

系统默认图框。选种某一项后，所选图框会自动在预显框中显示出来。 

（5）选择标题栏 

可用鼠标单击【调入标题栏】项的 按钮，弹出一个组合框，列表中的标题

栏为系统默认图框。选种某一项后，所选标题栏会自动在预显框中显示出来。 

（6）标注字高固定 

如果需要标注字高相对幅面固定，即实际字高随绘图比例变化，请选中此复

选框。反之，请将对勾去除。 

（7）定制明细表头 

单击【定制明细表头】按钮，可进行定制明细表头的操作。 

（8）零件序号设置 

单击【零件序号设置】按钮，可进行零件序号的设置。 

 

图 7-3  图框设置选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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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图框设置 

CAXA 电子图板的图框尺寸可随图纸幅面大小的变化而作相应的比例调整。

比例变化的原点为标题栏的插入点，一般来说既为标题栏的右下角。 

除了在【图幅设置】对话框中对图框进行设置，也可通过【调入图框】的方

法，进行图框设置。 

单击【幅面】菜单中的【调入图框】选项 ，如图 7-3 所示。 

7.2.1 调入图框 

调入图框文件。 

【命令名】Frmload 

单击【调入图框】菜单，弹出调入图框文件的对话框，见图 7-4。对话框中

列出了在 EB\SUPPORT 目录下的符合当前图纸幅面的标准图框或非标准图框的

文件名。用户可根据当前作图需要从中选取。 

 

图 7-4  调入图框文件对话框 

选中图框文件，单击【确定】按钮，即调入所选取的图框文件。 

7.2.2 定义图框 

将屏幕上的某些图形定义为图框。 

【命令名】Frmdef 

单击【定义图框】菜单 ，系统提示：【拾取元素：】拾取构成图框的图形

元素，然后右击以示确认。 

注意：选取的图框中心点要与系统坐标原点重合，否则无法生成图框。此时，

操作提示变为【基准点：】（基准点用来定位标题栏，一般选择图框的右下角。）

输入基准点后，会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如选择【取系统值】则图框保存在

开始设定的幅面下的调入图框选项中，如果选择【取定义值】则图框保存在自定



CAXA 电子图板2007 

233 

义下的调入图框选项中，此后再次定义则不出现此对话框，请注意选择。选择完

毕会提示输入图框名称，然后单击确定，定义图框的操作结束。 

 

7.2.3 存储图框 

将定义好的图框存盘，以便其它文件进行调用。 

Frmsave 

单击【存储图框】按钮 ，弹出存储图框文件的对话框，如图 7-5 所示。 

 

图 7-5  存储图框文件对话框 

对话框中列出了已有图框文件的文件名。用户可以在对话框底部的文件输入

行内，输入要存储图框文件名，例如【竖 A4 分区】，图框文件扩展名为“.FRM”。

然后，单击【确定】按钮，系统自动加上文件扩展名“.FRM”，一个文件名为“竖

A4 分区.FRM”的图框文件被存储在 EB\SUPPORT 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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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标题栏设置菜单选项 

7.3 标题栏设置 

CAXA 电子图板为用户设置了多种标题栏供用户调用。同时，也允许用户将

图形定义为标题栏，并以文件的方式存储。 

单击【幅面】菜单，见图 7-6。 

菜单选项包括调入标题栏、定义标题栏、存储标题栏和填写标题栏等四项内

容，下面依次介绍。 

7.3.1 调入标题栏 

调入一个标题栏文件，如果屏幕上已有一个标题栏，则新标题栏将替代原标

题栏，标题栏调入时的定位点为其右下角点。 

【命令名】Headload 

单击【调入标题栏】菜单项或单击 按钮，弹出读入标题栏文件对话框，如

图 7-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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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读入标题栏文件对话框 

    对话框中列出了已有标题栏的文件名。选取其中之一，然后单击【确定】

按钮，一个由所选文件确定的标题栏显示在图框的标题栏定位点处。 

7.3.2 定义标题栏 

将已经绘制好的图形定义为标题栏（包括文字）。也就是说，系统允许将任

何图形定义成标题栏文件以备调用。 

【命令名】Headdef 

单击【定义标题栏】菜单 ，系统提示：【请拾取组成标题栏的图形元素】，

拾取构成标题栏的图形元素，然后右击以示确认。 

系统提示：【请拾取标题栏表格的内环点】，拾取标题栏表格内一点，弹出

定义标题栏表格单元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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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  定义标题栏表格单元 

选择表格单元名称以及对齐方式，单击确定完成该单元格的定义。 

重复（2）、（3）步操作，完成整个标题栏的定义。 

7.3.3 存储标题栏 

将定义好的标题栏以文件形式存盘，以备调用。 

【命令名】Headsave 

单击【存储标题栏】选项，弹出存储标题栏文件对话框，如图 7-9 所示。 

 

图 7-9  存储标题栏对话框 



CAXA 电子图板2007 

237 

    对话框中列出了已有标题栏文件的文件名。用户可以在对话框底部的文

件名输入行内，输入要存储标题栏文件名，例如“厂标”，标题栏文件扩展名为

“.HDR”。然后，用鼠标单击【确定】按钮，系统自动加上文件扩展名“.HDR”，

一个文件名为“厂标.HDR”的标题栏文件被存储在 EB\SUPPORT 目录下。 

7.3.4 填写标题栏 

【功能】 填写定义好的标题栏。 

【命令名】Headerfill 

单击【填写标题栏】选项 ，弹出填写标题栏对话框，如图所示 

 

图 7-10 填写标题栏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填写图形文件的标题的所有内容，单击确

定按钮即可完成标题栏的填写。其中标题栏的字高除默认的

几种大小外，可以手动输入。 

7.4 零件序号 

系统设置了生成、删除、交换和编辑零件序号的功能，

为绘制装配图及编制零件序号提供了方便条件。 

单击【幅面】菜单，见右图。 

7.4.1 生成序号 

生成或插入零件序号，且与明细栏联动。在生成或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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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序号的同时，允许用户填写或不填写明细栏中的各表项。而且对于从图库中

提取的标准件，或含属性的块，它本身带有属性描述，在零件序号标注的时候，

它会自动将块属性中与明细栏表头对应的属性自动填入。 

【命令名】Ptno 

单击【生成序号】菜单项，系统弹出以下立即菜单： 

 

根据系统提示输入引出点和转折点后，当立即菜单第六项为【填写】时，弹

出明细栏属性对话框，如图 7-11 所示。 

 

图 7-11  明细栏属性对话框 

如果零件是从图库中提取的标准件，或含属性的块，则可以自动填写明细栏。 

注意：如果提取的标准件被打散，在序号标注时系统将无法识别，所以也就

找不到属性，不能自动填写明细栏。 

立即菜单各选项含义如下： 

序号：指零件序号值，可以输入数值或前缀加数值，前缀加数值的情况，前

缀和数值最多只能输入 3 位，（即最多可输入共 6 位的字串），若在前缀当中第

一位为符号“@”标志，为零件序号中加圈的形式,如图 7-13(a)所示。系统可根据

当前零件序号值判断是生成零件序号或插入零件序号。 

生成零件序号：系统根据当前序号自动生成下次标注时的序号值。如果输入

序号值只有前缀而无数字值，根据当前序号情况生成新序号，新序号值为当前前

缀的最大值加 1。 

插入零件序号：如果输入序号值小于当前相同前缀的最大序号值大于等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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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序号值时标注零件序号，系统提示是否插入序号，如果选择插入序号形式，则

系统重新排列相同前缀的序号值和相关的明细栏。 

重号的处理：如果输入的序号与已有序号相同，系统弹出如图 7-12 的对话框。

如果单击【插入】按钮，则生成新序号，在此序号后的其他相同前缀的序号依次

顺延；如果单击【取消】按钮，则输入序号无效，需要重新生成序号；如果单击

【取重号】，则生成与已有序号重复的序号。 

 

图 7-12 

 份数：若份数大于 1，则采用公共指引线形式表示。如图 7-13(b)所示。 

 水平/垂直：选择零件序号水平或垂直的排列方向。如图 7-13(c)所示。 

 由内至外/由外至内：零件序号标注方向。如图 7-13(d)所示。 

 圆点/箭头：零件序号指引线末端表示形式。如图 7-13(e)所示。 

 填写/不填写：可以在标注完当前零件序号后即填写明细栏，也可以选择

不填写，以后利用明细栏的填写表项或读入数据等方法填写。 

 

(a)             (b)            (c)         (d)             (e) 

图 7-13  零件序号各种标注形式 

    也可以选择立即菜单为【5：不生成明细表】，则按系统提示输入引出

点和转折点后，按鼠标右键结束。 

 

7.4.2 删除序号 

在已有的序号中删除不需要的序号。在删除序号的同时，也删除明细栏中的

相应表项。 

【命令名】Ptn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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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删除序号】选项，系统提示：【拾取零件序号：】用鼠标拾取待删除

的序号，该序号即被删除。对于多个序号共用一条指引线的序号结点，如果拾取

位置为序号，则删除被拾取的序号，拾取到其他部位，则删除整个结点。如果所

要删除的序号没有重名的序号，则同时删除明细栏中相应的表项，否则只删除所

拾取的序号。如果删除的序号为中间项，系统会自动将该项以后的序号值顺序减

一，以保持序号的连续性。 

注意：如果直接选择序号，单击右键删除，则不适用以上规则，序号不会自

动连续，明细表相应表项也不会被删除，建议不要使用此种方法删除序号。 

7.4.3 编辑序号 

修改指定序号的位置。 

【命令名】Ptnoedit 

用鼠标单击【编辑序号】选项，系统提示：【拾取零件序号：】用鼠标拾取

待编辑的序号，根据鼠标拾取位置的不同，可以分别修改序号的引出点或转折点

位置。如果鼠标拾取的是序号的指引线，系统提示：【引出点：】输入引出点后，

所编辑的是序号引出点及引出线的位置；如果拾取的是序号的序号值，系统提示：

【转折点：】输入转折点后，所编辑的是转折点及序号的位置。 

注意：编辑序号只编辑修改其位臵，而不能修改序号的本身。图 7-14 为编

辑零件序号的图例。 

 

         （a）编辑前   （b）拾取序号  （c）拾取引线 

图 7-14  编辑零件序号 

7.4.4 交换序号 

     交换序号的位置，并根据需要交换明细表内容。 

【命令名】Ptnoswap 

用鼠标单击【交换序号】选项，如下图，默认为【交换明细表内容】，系统

提示：【请拾取零件序号：】用鼠标拾取待交换的序号 1，系统提示：【请拾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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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序号】，用鼠标拾取待交换的序号 2，则马上序号 1 和序号 2 交换位置。 

 

如果选择单击【1：交换明细表内容】则变为【不交换明细表内容】，则序

号更换后，相应的明细表内容不交换。 

如果要交换的序号为连续标注，则交换时会有如下提示，请选择要交换的序

号； 

5 6 7

 

选择待交换的序号即可。 

7.4.5 序号设置 

 

选择零件序号的标注形式。 

【命令名】Partnoset 

单击【序号设置】菜单项 ，弹出序号设置对话框，如图 7-15 所示。 

 

 

图 7-15  序号设置对话框 

标注风格：选择序号文字所采取的标注风格。 

文字字高：设定序号文字的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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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出圆点：选择序号引出点的类型。 

注意：在一张图纸上零件序号形式应统一，所以如果图纸中已标注了零

件序号，就不能再改变零件序号的设臵。 

 

图 7-16  明细栏选择菜单 

 

7.5 明细表 

CAXA 电子图板为绘制装配图设置了明细表。明细表与零件序号联动，可随

零件序号的生成，插入和删除产生相应的变化。 

单击【幅面】菜单中的【明细表】子菜单，在该菜单的右边弹出下一级菜单

选项，见图 7-16。明细表的窗口大小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7.5.1 定制表头 

按需要增删及修改明细表的表头内容，并可调入或存储表头文件。当表头内

容项与图库属性（块属性表）相符时，图库中调出的零件在按零件序号生成明细

表时，其中相符部分会自动填入明细表。 

【命令名】Tbldef 

单击【定制表头】菜单项，弹出定制明细表表头对话框，见图 7-17。 



CAXA 电子图板2007 

243 

 

图 7-17  明细表表头定义对话框 

对话框内列出了当前表头的各项内容及各功能按钮。用户通过对各项内容的

操作，建立一个新表头或修改原有表头。 

注意：如果当前图纸上存在明细表则当前修改的明细表表头将不起作用。 

在对话框左边的窗口中按鼠标右键，弹出右图菜单。

具有 4项功能。 

( 1 ) 显示、编辑表项内容 

在表项名称列表框中列出当前明细表的所有表项及其

内容。 

各编辑框的含义如下： 

 项目名称：表示在明细表表头中每一栏的名称。 

 项目宽度：表示在明细表表头中每一栏的宽度。 

以上两项是定制明细表表头必不可少的。以下三项主要与明细表的数据输出

到数据库当中有关。 

 表项别名：是数据输出到数据库中的域名。如果数据库文件不支持中文

域名，则此项应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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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类型：在此列中选择表项对应的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如果表项的数据类型为字符型，在此列中输入字符长度。 

 文字字高：调整明细表表头文字的大小。 

 文字对齐方式：调整明细表表头文字的对齐方式。 

用鼠标单击其中的表项，即可改变列表框当中的选择；用鼠标双击表项内容

即可进行编辑，当双击数据类型列时，表项的数据类型将在【字符】和【数字】

之间切换；如果表项的数据类型为【数字】时，双击数据长度列将不起作用。 

增加项目 

用鼠标单击【增加项目】菜单，在列表框中的光标当前位置加入新行。 

注意：表项数目不能超过 10个。列表框显示如图 7-18 所示。 

 

图 7-18  编辑表项对话框 

删除项目 

用鼠标单击【删除项目】菜单，可以删除当前光标所在位置的表项。 

打开文件 

用鼠标单击【打开文件】 按扭，弹出打开表头文件对话框，可以将以前存

储的表项文件调入系统中，以供使用。 

存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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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鼠标单击【存储文件】按钮，弹出存储表头文件对话框，可以将表项内容

存储成为表项文件，以供以后使用。 

（6）定制明细表文本风格 

 

在此对话框中列出当前明细表的所有表项及其内容的文本风格。 

各主要选项的含义如下： 

明细表文本外观： 

文本风格：选择已存在的文本风格类型作为明细表文本风格，用户

还可以通过【文本风格】自定义多种类型的风格 

文字字高：调整明细表文字的大小。 

表头文本外观： 

文本对齐方式：设置表头中文字的对齐方式，分为【居中】和【左对齐】。 

文字左对齐时的间隙系数：文字在对齐方式为左对齐时，与明细表左边框的

距离。 

明细表高度：调整明细表上下间距。 

（7）还可以选择是否下次使用时自动加载列表中内容。 

明细表的内容和数据库是关联的，请参阅第 15 章【图纸管理】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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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明细表的显示方式为整幅显示，这样可根据需要将各种明细中相同的内

容任意拷贝，复制。 

7.5.2 填写表项 

在明细表内填写某零件序号的各项内容，且自动定位。 

【命令名】Tbledit 

单击【填写表项】菜单项 ，系统提示：【拾取表项：】拾取需要填写或修

改的明细表表项后，弹出填写表项对话框（见图 7-11），即可进行填写或修改，

然后单击【确定】按钮，所填项目将自动添加到明细表当中。然后系统接着提示：

【拾取表项：】重复以上操作，可修改一系列明细表表项，如果希望结束填写表

项的操作时，按下鼠标右键，即恢复到命令状态。 

7.5.3 删除表项 

从已有的明细表中删除某一个表项。删除该表项时，其表格及项目内容全部

被删除。相应零件序号也被删除，序号重新排列。 

【命令名】Tbldel 

单击【删除表项】选择项，系统提示：【拾取表项：】拾取所要删除的明细

表表项，如果拾取无误则删除该表项及所对应的所有序号，同时该序号以后的序

号将自动重新排列。当需要删除所有明细表表项时，可以直接拾取明细栏表头，

此时弹出对话框以得到用户的最终确认后，删除所有的明细表表项及序号。 

然后系统接着提示：【拾取表项：】重复以上操作，可删除一系列明细表表

项及相应的序号，如果希望结束删除表项的操作时，按下鼠标右键，即恢复到命

令状态。当全部删除操作结束以后，应当用重画命令将图形刷新。 

7.5.4 表格折行 

将已存在的明细表的表格在所需要的位置处向左或向右转移。转移时，表格

及项目内容一起转移。 

【命令名】Tblbrk 

 
单击【表格折行】菜单项，系统弹出立即菜单（右图）。 

按提示要求用鼠标从已有的明细表中拾取某一待折行的表项，则该表项以上

的表项（包括该表项）及其内容全部移到明细表的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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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组合键 ALT+1 切换立即菜单为【右折】，在这种状态下，用户可以将所

拾取表项（包括该表项）以下的表项转移到右边一列。 

图 7-19 为明细表左折的例子。拾取表项为明细表第三项。 

 

图 7-19（a）  折行前的明细表 

 

图 7-19（b）  折行后的明细表 

7.5.5 插入空行 

在明细表中插入一个空白行。 

【命令名】Tblnew 

单击【幅面】【明细表】【插入空行】，系统将把一空白行插入到明细表中

去。如图 7.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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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 插入空行 

7.5.6 输出数据 

将明细表中的内容输出为文本文件、MDB 文件或 DBF 文件。 

【命令名】Tableexport 

单击【输出数据】菜单项 ，系统弹出如图 7-21 所示的对话框。 

 

图 7-21  数据文件读写对话框 

单击【指定数据库】按钮，弹出文件对话框，在此对话框内选择所要输出的

数据库文件名称及类型，本系统可以支持 EXCEL、DATA 及 ACCESS 数据库，

在选取完数据库文件后，在【数据文件读写对话框】内将自动列出在这个库文件

下的所有表，用户也可以在组合框中输入新表名称以创建新表。 

注意：如果选择已有的表，表中的域名需要与明细表表头中的别名一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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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格式也需要相互对应；新输入的数据自动加在表中记录的尾部。 

7.5.7 读入数据 

读入 Mdb 文件、Dbf 文件中与当前明细表表头一致并且序号相同的数据。 

【命令名】Tableinput 

单击【读入数据】菜单项 ，系统弹出如图 7-22 所示的对话框。其操作方法

与【输出数据】相同。 

 

图 7-22 读入明细表数据 

7.6 背景设置 

CAXA 电子图板增加了背景设置，包括插入位图、平移背景图片、删除背景

图片、图片管理器等四项内容，下面依次介绍。单击【幅面】菜单，选择【背景

设置】命令，在该菜单的右边弹出下一级菜单选项，见图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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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3 背景设置 

单击【幅面】菜单，选择【背景设置】命令中的【插入位图】，弹出如图 7-24

所示【插入位图】对话框，选择位图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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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4 插入位图 

 

电子图板支持多个背景图片的插入，有效的解决以往版本不能同时插入多个

图片的问题。在插入背景图片时，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背景图片的联接

方式：1.绝对路径联接，2.相对路径联接，3.嵌入图片到文件中。 

 

绝对路径联接 

如下图所示：每次插入图片时，默认的联接方式为绝对路径联接，即不选中

【图片使用相对路径】和【嵌入图片到文件中】两项。 

 

相对路径联接 

如下图所示：插入背景图片时，当选择【图片使用相对路径】选项后，图片

以相对路径的联接方式与文件联接。 

注意：当文件为无名文件或背景图片文件与当前文件不在同一磁盘驱动器下时，无法

使用相对路径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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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图片到文件中 

如下图所示：插入背景图片时，当选择【图片嵌入到文件中】选项后，图片

嵌入到文件中，而不需要外部联接。 

 

 

插入位图后，如图7-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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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5 插入位图后效果 

为对插入的背景图片进行有效的控制，电子图板提供了编辑背景图片功能                                   

单击【幅面】菜单，选择【背景设置】命令中的【编辑背景图片】，它包括：平

移和调整大小，使用 Alt+1 组合键可在两者间选择。 

平移： 

  用指定两点作为平移的位置依据。可以在任意位置输入两点，系统将两

点间距离作为偏移量，然后，再进行图片平移操作。 

调整大小： 

对所选择的背景图片，用光标在屏幕上直接拖动进行缩放，系统会动态显示

被缩放的图片的边框，当用户认为满意时，按鼠标左键确认即可。 

单击【幅面】菜单，选择【背景设置】命令中的【删除背景图片】，则背景

图片被删除。 

单击【幅面】菜单，选择【背景设置】命令中的【图片管理器】，对已插入

的图片进行编辑，可更改图片的链接路径。如图 7-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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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6 图片管理器 

 

7.7 绘图输出 

电子图板的绘图输出功能，采用了 Windows 的标准输出接口，因此可以支持

任何 Windows 支持的打印机，在电子图板系统内无须单独安装打印机，只需在

Windows 下安装即可。 

由输出设备输出图形。 

【命令名】Plot 

单击【文件】子菜单中的【绘图输出】菜单项，或者单击 按钮，系统弹出

绘图输出主对话框，见图 7-27。用户可根据当前绘图输出的需要从中选择输出图

形、纸张大小、设备型号等一系列相关内容，待确认后，即可进行绘图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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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7  绘图输出对话框 

主对话框中各选项的内容说明如下： 

 打印机设置区：在此区域内选择打印机，并且相应地显示打印机的

状态。 

 纸张设置区：在此区域内设置当前所选打印机的纸张大小，以及纸

张来源。 

 图纸方向设置区：选择图纸方向为横放或竖放。 

 图形方向设置区：在此区域内设置图形的旋转角度为 0 度或 90 度。 

 输出图形选项是指待输出图形的范围，系统规定输出的图形可在下

面四个范围内选取：标准图纸、显示图形、极限图形和窗口图形。 

【标准图纸】指输出当前系统定义的图纸幅面内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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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图形】指输出在当前屏幕上显示出的图形。 

【极限图形】指输出当前系统所有可见的图形。 

【窗口图形】指输出在用户指定的矩形框内的图形。 

 拼图：选中【拼图】复选框，系统自动用若干张小号图纸拼出大号

图形，拼图的张数根据系统当前纸张大小和所选图纸幅面的大小来决定。 

【拼图时 1：1】表示在拼图时按照打印机的可打印区大小而不是按照纸张大

小进行拼图。这个选项只有在选择【拼图】和【1：1】后才能被选择。 

如果希望拼图输出的结果为 1:1，并且所有图形均在打印机的硬裁剪区域内，

可以在选择拼图选项的同时选择 1:1 和拼图时 1:1 两个选项。 

注意：此时所需的纸张数将多于不选择拼图时 1:1选项时的纸张数。 

 图形与图纸的映射关系：是指屏幕上的图形与输出到图纸上的图形

的比例关系。 

【自动填满】指的是输出的图形完全在图纸的可打印区内。 

【1：1】指的是输出的图形按照 1：1 的关系进行输出。 

注意：如果图纸幅面与打印纸大小相同，由于打印机有硬裁剪区，可能导致

输出的图形不完全。要想得到 1：1的图纸，可采用拼图。 

【其他】指的是输出的图形按照用户自定比例进行输出。 

 定位方式：当在映射关系选中【1：1】和【其他】选项时，可以选

择【中心定位】和【左上角定位】两种定位方式。 

中心定位：是图形的原点与纸张的中心相对应，打印结果是图形在纸张中间。 

左上角定位：是图框的左上角与纸张的左上角相对应，打印结果是图形在纸

张的左上角。 

 

 预显：单击此按钮后系统在屏幕上模拟显示真实的绘图输出效果。 

 页码范围：对于输出多张图纸时，可选择【全部】或【指定页码】。 

 打印偏移：将打印定位点移动（X，Y）距离。 

 线型设置：单击此按钮后系统弹出【线型设置】对话框（见图 7-28），

系统允许输入标准线型的输出宽度。在下拉列表框中列出了国标规定的线宽

系列值。用户可选取其中任一组，也可在输入框中输入数值。线宽的有效范

围为 0.18~2.0mm。 

注意：当设备为笔式绘图仪时，线宽与笔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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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8  设置线宽对话框 

按颜色设置线型：用户可以在打印图纸时，可以根据线型的颜色制定线型的

宽度，并按照设置输出图纸。 

由于系统默认的是【细线打印】，因此需要取消该选项首先确保【细线打印】

未选中。 

如图 7-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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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9 取消细线打印 

在【线型设置】对话框中勾选【按颜色设置线型】，系统自动弹出【按颜色

设置线宽】对话框。设置分为【列表视图】和【格式视图】两部分，【列表视图】

可以进行一对一的修改功能，【格式视图】可以进行多对一的修改，如果想把多

种颜色修改为一种颜色的话，使用【格式视图】修改比较方便。用户可以在该对

话框中为不同颜色的线型指定相应的线宽。如图 7-3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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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0 按颜色设置对话框 

选中内容，用鼠标双击【实体线宽】，输入线型宽度，也可以勾选【系统线

宽】选项，在下拉列表中，使用系统给定的线宽。如下图 7-31 所示，更改后的线宽

会自动保存，再下次打开时则默认为上次设置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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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1 设置线宽 

 

使用标准线型：当该复选框被选中则按标准线型进行打印。取消选择则按用

户自定义线型去打印。如图 7-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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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2  自定义线型 

 打印到文件：如果不将文档发送到打印机上打印，而将结果发送到文件

中，可选中打印到文件复选框。选中该开关后，系统将控制绘图设备的指令输出

到一个扩展名为.prn 的文件中，而不是直接送往绘图设备。输出成功后，用户可

单独使用此文件，在没有安装 EB 的计算机上输出。 

 文字消隐：在打印时，设置是否对文字进行消隐处理。 

 形文件线型宽度：可自行设置形文件的宽度。 

黑白打印：在不支持无灰度的黑白打印的打印机上，达到更好的黑白打印效果，

不会出现某些图形颜色变浅看不清楚的问题，使得电子图板输出设备的能力得到

了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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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高级功能篇  

第 8章   图库  

 

CAXA 电子图板为用户提供了多种标准件的参数化图库，用户可以按规格尺

寸选用各标准件，也可以输入非标准的尺寸，使标准件和非标准件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 

CAXA 电子图板还为用户提供了包括电气元件、液压气动符号在内的固定图

形库，可以满足用户多方面的绘图要求。 

CAXA 电子图板为用户提供建立用户自定义的参量图符或固定图符的工具，

使用户可以方便快捷地建立自己的图形库。 

CAXA 电子图板为用户提供了对图库的编辑和管理功能。此外，对于已经插

入图中的参量图符，还可以通过【驱动图符】功能修改其尺寸规格。 

图库的基本组成单位称为图符，图符按是否参数化分为参数化图符和固定图

符；图符可以由一个视图或多个视图（不超过六个视图）组成。图符的每个视图

在提取出来时可以定义为块，因此在调用时可以进行块消隐。利用图库及块操作，

为用户绘制零件图、装配图等工程图纸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用户在使用图库操作的过程中，除了手册中介绍的内容以外，还可以参考联

机帮助中的相关内容。 

单击主菜单【绘图】子菜单中的【库操作】一项，能弹出库操作子菜单，如

下图所示：  

            

图 8-1 库操作下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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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图符的提取 

8.1.1 参数化图符的提取 

将已存在的参数化图符从图库中提取出来，并设置一组参数值，经预处理后

用于当前绘图。 

【命令名】Sym 

单击 【绘图】工具栏中单击【提取图符】 ，屏幕中央将弹出【提取图符】

对话框，如图 8-2 所示： 

 

图 8-2  提取图符对话框 

对话框左半部为图符选择部分，系统将图符分为若干大类，其中每一大类中

又包含若干小类，用户还可以创建自己的类。在图符列表框中，列出了当前小类

中的所有图符名称。单击【图符大类】组合框的下拉按钮，从弹出的图符大类列

表中选择需要的大类，此时【图符小类】组合框中的内容自动更新为该大类对应

的小类列表。单击【图符小类】组合框的下拉按钮，从弹出的图符小类列表中选

择需要的小类。此时【图符列表】框中列出了当前小类中包含的所有图符。用鼠

标单击任一图符名或用键盘方向键将高亮色棒移到任一图符名上，则该图符成为

当前图符。 

（1） 在对话框的右侧为一预览框，包括【属性】和【图形】两个标签，可

对用户选择的当前图符属性和图形进行预览，系统默认为图形预览，用户只需用

鼠标单击【属性】标签，即可切换成属性预览方式。在图形预览时各视图基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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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亮度十字标出。右击可放大图符，下图分别为放大前后的图形。如需要图符恢

复原来大小，同时按下鼠标左键和右键即可。 

   

放大前 

 

放大后 

（2） 对话框下部为图符检索编辑框，用户可通过图符名称来检索图符。检

索时用户不必输入图符完整的名称，只需输入图符名称的一部分，系统就会自动

检索到符合条件的图符，例如“GB5781－86 六角全螺纹 C 级”只需输入“GB5781

－86”或“六角全螺纹”就可以检索到。此外图库检索增加了模糊搜索功能，在

检索条中输入检索对象的名称或型号，图符列表中列出有关输入内容的所有图

符，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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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选定图符后，单击【浏览】按钮就可进入【图符浏览】对话框，如图 8-3

所示 

用户选定图符后，单击【下一步】按钮就可进入【图符预处理】对话框，如

图 8-4 所示。 

      

8-3 图符浏览对话框                      图 8-4 图符预处理对话框 

（1） 对话框右半部是图符预览区，下面排列有六个视图控制开关，用鼠标

左键单击可打开或关闭任意一个视图，被关闭的视图将不被提取出来。打开的视

图 在 控 制 开 关 上 用 “  ” 标 识 。                                                                

注意：这里虽然有六个视图控制开关，但不是每一个图符都具有六个视图，一般

的图符用两到三个视图就足够了。 

（2） 对话框左半部是图符处理区，第一项是尺寸规格选取，它以电子表格

的形式出现。表格的表头为尺寸变量名，在右侧预览区内可直观地看到每个尺寸

变量名的具体位置和含义。如果图形显示太小，用鼠标右键单击预显区内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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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图形将以该点为中心放大显示，可以反复放大；在预显区内同时按下鼠标的左

右两键则图形恢复最初的显示大小。利用鼠标和键盘可以对表格中的任意单元格

中的内容进行编辑，用 F2 键也可直接进入当前单元格的编辑状态。 

注意：尺寸变量名后若带有“*”号，说明该变量为系列变量，它所对应的

列中，各单元格中只给出了一个范围，如“10～40”，用户必须从中选取一个具

体值。操作方法是用鼠标左键单击相应单元格，该单元格右端出现一个下拉按钮，

单击该按钮后，将列出当前范围内的所有系列值，用鼠标左键单击所需的数值后，

在原单元格内显示出用户选定的值。若列表框中没有用户所需的值，用户还可以

直接在单元格内输入新的数值。 

若变量名后带有“？”号，则表示该变量可以设定为动态变量，动态变量是

指尺寸值不限定，当某一变量设定为动态变量时，则它不再受给定数据的约束，

在提取时用户通过键盘键入新值或拖动鼠标，可任意改变该变量的大小。操作方

法很简单，只需用鼠标右键单击相应单元格即可，单击后，在数值后标有“？”

号。 

数据输入完毕后，该数据行最左边一列的灰色小方格 变为 。用鼠标左键

单击它，此时该行数据变为蓝色，表示已选中这行数据。注意：在点【确定】按

钮以前，应先选择一行数据，否则系统将按当前行的数据（如果有系列值，则取

最小值）提取图符。 

（3） 尺寸开关选项是控制图形提取后的尺寸标注情况，可用鼠标左键单

击，其中【关】表示提取后不标注任何尺寸；【尺寸值】表示提取后标注实际尺

寸；【尺寸变量】表示只标注尺寸变量名，而不标注实际尺寸。 

（4） 图符处理选项控制图符的输出形式，图符的每一个视图在默认情况下

作为一个块插入。【打散】是指将块打散，也就是将每一个视图打散成相互独立

的元素；【消隐】是指允许图符提取后可消隐（具体内容可参阅第八章“块”中

的有关章节）；【原态】是指图符提取后，保持原有状态不变，不被打散，也不

消隐。 

（5） 用户若对所选的图符不满意，可单击【上一步】按钮，返回到提取图

符操作，更换提取其它图符；若已设定完成，可单击【确定】按钮，则系统重新

返回到绘图状态，此时用户可以看到图符已“挂”在了十字光标上。 

（6） 根据系统提示，用户可用鼠标指定或从键盘输入图符定位点，定位点

确定后，图符只转动而不移动。根据系统提示，用户可通过键盘输入图符旋转角

度；若用户接受系统默认的 0 度角（即不旋转），直接右击即可；用户还可以通

过鼠标旋转图符到合适的位置后，单击鼠标左键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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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设置了动态确定的尺寸且该尺寸包含在当前视图中，则在确定了

视图的旋转角度后，状态栏出现提示【请拖动确定 x 的值：】，其中 x 为尺寸名，

此时该尺寸的值随鼠标位置的变化而变化，拖动到合适的位置时单击鼠标左键就

确定了该尺寸的最终大小，也可以用键盘输入该尺寸的数值。图符中可以含有多

个动态尺寸。 

（8） 此时，图符的一个视图提取完成，若图符具有多视图，则十字光标又

自动挂上第二、第三„„个打开的视图，当一个图符的所有打开的视图提取完毕

以后，系统开始重复提取，十字光标又挂上了第一视图。若用户不需要再提取，

可右击确认提取完成。至此，整个参量图符提取操作全部完成。 

8.1.2 固定图符的提取 

上一小节介绍的是参数化图符的提取。在 CAXA 电子图板的图库中大部分图

符属于参数化图符，但还有一部分图符属于固定图符，比如电气元件类和液压符

号类中的图符均属于固定图符。固定图符的提取比参数化图符的提取要简单得

多，在这一小节中将介绍固定图符的提取。 

将已存在的固定图符从图库中提取出来，为图符选取合适的横向和纵向比例

以用于当前绘图。 

【命令名】Sym 

（1）单击 【绘图】工具栏中 【提取图符】按钮 ，屏幕中央将弹出【提取

图符】对话框，按上节所介绍的方法在对话框中选取所需要的图符。 

单击【确定】按钮后，屏幕底部弹出【横向放缩倍数】和【纵向放缩倍数】

立即菜单，放大倍数的默认值均为 1。如果用户不想使用默认值，可用鼠标单击

相应的立即菜单，在弹出的编辑框中输入合适的放缩倍数。 

输入完放缩倍数后，按照系统提示，选择定位点，输入完旋转角后，图符的

提取也就完成了。 

8.2 图符的驱动 

对已提取出的没有打散的图符进行驱动，即改变已提取出来的图符的尺寸规

格、尺寸标注情况和图符输出形式（打散、消隐、原态）。图符驱动实际上是对

图符提取的完善处理。 

【命令名】Symdrv 

（1）单击主菜单【绘图】子菜单中的【库操作】一项，在弹出库操作子菜单

中单击【驱动图符】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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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系统提示，用鼠标左键拾取想要变更的图符。 

选定以后，屏幕上弹出【图符预处理】对话框，这与提取图符的操作一样，

可对图符的尺寸规格、尺寸开关以及图符处理等项目进行修改 

修改完成单击【确认】按钮后，绘图区内原图符被修改后的图符代替，但图符

的定位点和旋转角不改变。至此，图符驱动操作完成。 

8.3 图符的定义 

图符的定义实际上就是用户根据实际需要，建立自己的图库的过程。不同场

合、不同技术背景的用户可能用到一些电子图板没有提供的图形或符号，为了提

高作图效率，用户可以利用电子图板提供的工具，建立自己的图形库。 

8.3.1 固定图符的定义 

将一些常用的图形存入图库。 

【命令名】Symdef 

用户应首先在绘图区内绘制出所要定义的图形。 

注意：图形应尽量按照实际的尺寸比例准确绘制。由于是固定图符，不必标

注尺寸。 

图形绘制完成后，单击主菜单【绘图】子菜单中的【库操作】一项，在弹出

库操作子菜单中单击【定义图符】按钮 。 

根据系统提示，输入需定义图符的视图个数（系统默认的视图个数为 1），

输完后按回车键确认。 

输完视图个数以后，根据系统提示，拾取第一视图的所有元素，可用单个拾

取，也可用窗口拾取，拾取完后右击确认。 

此时系统提示用户指定该视图的基点，用户可用鼠标左键指定，也可用键盘

直接输入。基点是图符提取时的定位基准点，因此用户最好将基准点选在视图的

关键点或特殊位置点，如中心点、圆心、端点等。 

第一视图的所有元素和基准点指定完后，用户可按系统提示指定第二、第

三„„视图的元素和基准点，方法同步骤（4）和（5）一样。 

当最后一个视图的元素和基准点输入完后，屏幕上弹出【图符入库】对话框，

如图 8-5 所示。这里由于是固定图符，因此【上一步】和【数据录入】这两个按

钮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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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图符入库对话框 

用户可在【图符大类】和【图符小类】组合框中自己输入一个新的类名，也

可以利用组合框为新建图符选择一个所属类，然后在【图符名称】编辑框中输入

新建图符的名称。 

用户单击【属性定义】按钮，弹出【属性录入与编辑】对话框，电子图板默

认提供了十个属性。用户可以增加新的属性，也可以删除默认属性或其它已有的

属性。当输入焦点在表格中时，如果按下 F2 键则当前单元格进入编辑状态且插

入符被定位在单元格内文本的最后。要增加新属性时，直接在表格最后左端选择

区有星号的行输入即可。将光标定位在任一行，按 Insert（或 Ins）键则在该行前

面插入一个空行，以供在此位置增加新属性。要删除一行属性时，用鼠标单击该

行左端的选择区以选中该行，再按 Delete 键。 

所有项都填好以后，点【确定】按钮，可把新建的图符加到图库中。 

此时，固定图符的定义操作全部完成，用户再次提取图符时，可以看到新建

的图符已出现在相应的类中。 

电气元件、字形图符均可以被定义成固定图符，例如把“欢迎使用 CAXA 电

子图板”定义成固定图符，并把它放入到【常用图形】中的【其它图形】类中，

将它取名为“欢迎使用”。这样，在提取图符时可以看到，刚定义的图符已出现

在图库中，如图 8-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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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将文字定义成固定图符 

8.3.2 定义参数化图符 

将图符定义成参数化图符，用户在提取时可以对图符的尺寸加以控制，因此

它比固定图符使用起来更灵活，应用面也更广，但是定义参数化图符比定义固定

图符的操作要复杂一些。 

【命令名】Symdef 

(1) 用户应首先在绘图区内绘制出所要定义的图形，并进行必要的尺寸标

注，注意： 

图符中的剖面线、块、文字和填充等是用定位点定义的。由于程序对剖面线

的处理是通过一个定位点去搜索该点所在的封闭环，而电子图板的剖面线命令能

通过多个定位点一次画出几个剖面区域。所以在绘制图符的过程中画剖面线时，

必须对每个封闭的剖面区域都单独用一次剖面线命令。 

绘制图形时标注的尺寸在不影响定义和提取的前提下应尽量少标，以减少数

据输入的负担。例如值固定的尺寸可以不标，两个相互之间有确定关系的尺寸可

以只标一个，如螺纹小径在制图中通常画成大径的 0.85 倍，所以可以只标大径 d，

而把小径定义成 0.85*d。又如图符中不太重要的倒角和圆角半径，如果其在全部

标准数据组中变化范围不大，可以绘制成同样的大小并定义成固定值；反之可以

归纳出它与某一个已标注尺寸的大致比例关系，将它定义成类似 0.2*L 的形式，

因此也可以不标。 

标注尺寸时，尺寸线尽量从图形元素的特征点处引出，必要时可以专门画一

个点作为标注的引出点或将相应的图形元素在需要标注处打断。这样做是为了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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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系统进行尺寸的定位吸附。 

图符绘制应尽量精确，精确作图能在元素定义时得到较强的关联，也避免尺

寸线吸附错误。绘制图符时最好从标准给出的数据中取一组作为绘图尺寸，这样

图形的比例比较匀称，自动吸附时也不会出错。 

例如定义一个垫圈，图形绘制完成后（如图 8-7 所示），单击主菜单【绘图】

子菜单中的【库操作】一项，在弹出库操作子菜单中单击【定义图符】按钮 。 

 

基准点 基准点

 

图 8-7  图形的绘制 

根据系统提示，输入需定义图符的视图个数（系统默认的视图个数为 1），

输完后按回车键确认。 

输完视图个数以后，根据系统提示，拾取第一视图的所有元素，可用单个拾

取，也可用窗口拾取。注意：应将有关尺寸拾取上，拾取完后点鼠标右键确认。 

此时系统提示用户指定该视图的基点，用户可用鼠标左键指定，也可用键盘

直接输入。基点是图符提取时的定位基准点，而且后面步骤中的各元素定义都是

以基点为基准来计算的。因此用户最好将基准点选在视图的关键点或特殊位置

点，如中心点、圆心、端点等。在指定基点时可以充分利用工具点、智能点、导

航点、栅格点等工具来帮助精确定点。基点的选择很重要，如果选择不当，不仅

会增加元素定义表达式的复杂程度，而且使提取时图符的插入定位很不方便。 

接下来系统提示用户为该视图中的每一个尺寸设定一个变量名，用户可用鼠

标左键依次拾取每个尺寸，当一个尺寸被选中时，该尺寸变为高亮状态显示，用

户在弹出的编辑框中输入给该尺寸起的名字，尺寸名应与标准中采用的尺寸名或

被普遍接受的习惯相一致，输入完变量名并按回车键确认后，该尺寸又恢复原来

颜色。用户可继续选择其它尺寸，也可以再次选中已经指定过变量名的尺寸为其

指定新名字。该视图的所有尺寸变量名输入完后，右击确认。 

然后，用户可按系统提示指定第二、第三„„视图的元素、基准点和尺寸变

量名，方法同步骤（4）、（5）、（6）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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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部视图都处理完后，屏幕上弹出【元素定义】对话框。 

元素定义，也就是对图符参数化，用尺寸变量逐个表示出每个图形元素的表

达式，如：直线的起点、终点表达式，圆的圆心、半径的表达式等等。元素定义

是把每一个元素的各个定义点写成相对基点的坐标值表达式，表达式的正确与否

将决定图符提取的准确与否。用户可以通过【上一元素】和【下一元素】两个按

钮来查询和修改每个元素的定义表达式，也可以直接用鼠标左键在预览区中拾

取。如果预览区中的图形比较复杂，则可用鼠标右键单击图符预览区，预览区中

的图形将按比例放大，以方便用户观察和选取，当鼠标左键和右键同时按下时，

预览区中的图形将恢复最初的大小。若对图形不满意或需要修改，可单击【上一

步】按钮返回上一步操作。 

CAXA 电子图板会自动生成一些简单的元素定义表达式，随着元素定义的进

行，电子图板会根据已定义的元素表达式不断地修改、完善未定义的元素表达式。 

 

图 8-8  中心线的定义 

定义中心线时，起点和终点的定义表达式不一定要和绘图时的实际坐标相吻

合。按超出轮廓线 2 到 5 个绘图单位定义即可。如图 8-8 所示，图中是对主视图

的中心线的起、终点定义，视图的基准点选择可参考图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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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  剖面线的定位点 

定义剖面线和填充的定位点时，应选取一个在尺寸取各种不同的值时都能保

证总在封闭边界内的点，提取时才能保证在各种尺寸规格时都能生成正确的剖面

线和填充，这一点非常重要。如图 8-9 所示，图中定义为主视图上半部剖面线的

定位点，这样取值可保证定位点总在封闭边界内。 

 

图 8-10  定义中间变量 

在此对话框中还存在一个【中间变量】按钮，选中它以后将弹出【中间变量

定义】对话框，如图 8-10。 

它主要是用来把一个使用频度较高或比较长的表达式用一个变量来表示，以

简化表达式，方便建库，提高提取图符时的计算效率。中间变量是尺寸变量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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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已经定义的中间变量的函数，即先定义的中间变量可以出现在后定义的中间变

量的表达式中。中间变量一旦定义后，就可以和其它尺寸变量一样用在图形元素

的定义表达式中。在【中间变量定义】对话框中，左半部分输入中间变量名，右

半部分输入表达式，确认后，建库过程中可直接使用这一变量。例如可将垫圈上

半部剖面线定位点的 Y 坐标设为“y”，则下半部剖面线定位点的 Y 坐标可写为

“－y”。  

中间变量还有一个用途是定义独立的中间变量。例如有些机械零件（如垫圈）

在与其它零件装配时，是按公称值（如公称直径）选择的，这些公称值并不是标

注在零件图上的尺寸；又如许多法兰上都有螺栓孔，螺栓孔的个数随法兰的直径

不同而不同，如果把螺栓孔的个数信息也记录到图库中，将有利于用户在提取法

兰时了解需要配合使用的螺栓数量，而螺栓孔个数显然也不是图中的尺寸。在这

些情况下，可以把它们定义成独立的中间变量。定义独立中间变量的方法很简单，

比如在定义垫圈的公称直径 D0 时，只需在【中间变量定义】对话框中的变量名

单元格中输入“D0”，在相应的变量定义表达式单元格中什么都不输入即可。在

进入下一步变量属性定义时将会看到 D0 已经出现在变量列表中，在标准数据录

入时需要输入相应的数据。 

用户还可以单击【参数控制】按钮，对图符定义的精度进行控制，关于这部

分内容将在下一节中详细介绍。 

条件决定着相应的图形元素是否出现在提取的图符中。例如 GB31.1 六角头

螺杆带孔螺栓 A 级和 B 级，当螺纹直径 d 为 M6 及更大值时，螺杆上有一个小孔，

而当螺纹直径为 M3、M4、M5 时则没有这个小孔。这样就可以在定义这个孔对

应的圆时，在【条件】编辑框中输入“d>5”作为这个圆出现的条件，电子图板

会根据提取图符时指定的尺寸规格决定是否包含该图形元素。对于其它图形元

素，让【条件】编辑框空着即可。 

除了逻辑表达式外，电子图板将大于零的表达式认为是真，将小于等于零的

表达式认为是假。因此总不出现的图形元素的条件可以定义为-1，不填写条件或

将条件定义为 1，则图形元素将总出现。 

条件可以是两个表达式的组合，例如需要同时满足 d>5 和 d<36，可以在【条

件】编辑框中输入“d>5&d<36”来表示“与”运算；如果满足 d<5 或 d>36，可

以在【条件】编辑框中输入“d<5|d>36”表示“或”运算，其中“|”符号与 C 语

言一样，为或运算符，是用 shift+\ 输入的。 

在定义图形元素和中间变量时常常要用到一些数学函数，函数的使用格式与

C 语言中的用法相同，所有函数的参数须用括号括起来，且参数本身也可以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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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式。有："sin"、"cos"、"tan"、"asin"、"acos"、"atan"、"sinh"、"cosh"、"tanh"、

"sqrt"、"fabs"、"ceil"、"floor"、"exp"、"log"、"log10"、"sign"共 17 个函数。 

三角函数 sin、cos、tan 的参数单位采用角度。如 

sin(30) = 0.5，cos(45) = 0.707，tan(45) = 1。 

反三角函数 asin、acos、atan 的计算结果单位为角度。如 

asin(0.866) = 60，acos(0.5) = 60，atan(1) = 45。 

sinh、cosh、tanh 为双曲函数。 

sqrt(x)表示 x 的平方根。如 sqrt(25) = 5。 

fabs(x)表示 x 的绝对值。fabs(-36) = 36。 

ceil(x)表示大于等于 x 的最小整数，如 ceil(5.4) = 6。 

floor(x)表示小于等于 x 的最大整数，如 floor(3.7) = 3。 

exp(x)表示 e 的 x 次方。 

log(x)表示 lnx(自然对数)，log10(x)表示以 10 为底的对数。 

sign(x)在 x 大于 0 时返回 x，在 x 小于等于 0 时返回 0。如 

sign(2.6) = 2.6，sign(-3.5) = 0。 

幂用^表示，如 x^5 表示 x 的 5 次方；求余运算符用%表示，如 26%3 = 2，2

为 26 除以 3 的余数。 

在表达式中乘、除运算分别用“*”、“/”表示；表达式中只能用小括号，

没有大括号和中括号，运算的优先级是通过小括号的嵌套来体现的。 

如下表达式是合法的表达式： 

1.5*h*sin(30)-2*d^2/sqrt(fabs(3*t^2-x*u*cos(2*alpha)))。 

当元素定义完成后，单击【下一步】按钮将弹出【变量属性定义】对话框，

如图 8-11 所示，此项可用来定义变量的属性：系列变量，动态变量。系列变量和

动态变量的含义前面已做介绍，不再赘述。系统默认的变量属性均为【否】，即

变量既不是系列变量，也不是动态变量。用户可用鼠标左键单击相应的单元格，

这时单元格中的字变成蓝色，用户可用空格键切换【是】和【否】，也可直接从

键盘输入 y 或 n 进行切换。变量的序号从 0 开始，决定了在输入标准数据和选择

尺寸规格时各个变量的排列顺序，一般应将选择尺寸规格时作为主要依据的尺寸

变量的序号指定为 0。【序号】列中已经指定了默认的序号，可以编辑修改。设

定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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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1  变量属性的定义 

此时，屏幕上弹出【图符入库】对话框： 

用户可在【图符大类】和【图符小类】组合框中为新建图符选择一个所属类，

也可以自己输入一个新的类名，然后在【图符名称】编辑框中输入新建图符的名

称。 

用户单击【属性定义】按钮，弹出【属性录入与编辑】对话框，在对话框中

可以输入图符的属性，这些属性可在提取图符时被预览，而且提取后未被打散的

图符记录有属性信息可供查询。 

 

图 8-12  数据录入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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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单击【数据录入】按钮，进入【标准数据录入与编辑】对话框,如图 8-12

所示。尺寸变量按【变量属性定义】对话框中指定的顺序排列。 

 

当输入焦点在表格中时，如果按下 F2 键则当前单元格进入编辑状态且插入

符被定位在单元格内文本的最后。 

要增加一组新的数据时，直接在表格最后左端选择区有星号的行输入即可。 

输入任一行数据的系列尺寸值时，尺寸取值下限和取值上限之间用一个除数

字、小数点、字母 E 以外的字符分隔，例如“8~40”、“16/80”、“25,100”等，

但应尽量保持统一，以利美观。 

在标题行的系列变量名后将有一个星号，用鼠标单击系列变量名所在的标题

格，将弹出【系列变量值输入与编辑】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按由小到大的顺序

输入系列变量的所有取值，用逗号分隔，对于标准中建议尽量不采用的数据可以

用括号括起来。 

如果某一列的宽度不合适，将鼠标光标移动到该列标题的右边缘，此时按下

鼠标左键并水平拖动，就可以改变相应列的宽度；同样，如果行的高度不合适，

将鼠标光标移动到表格左端任意两个相邻行的选择区交界处，此时按下鼠标左键

并竖直拖动，就可以改变所有行的高度。 

该对话框对输入的数据提供了以行为单位的各种编辑功能。 

将光标定位在任一行，按 Insert 键则在该行前面插入一个空行，以供在此位

置输入新的数据；用鼠标单击任一行左端的选择区则选中该行，按 Delete 键可以

删除该行。 

在选择了一行或连续的多行数据(选择多行数据时需要在按下鼠标左键的同

时按下 Ctrl 键，其中选择第一行时可以不按下 Ctrl 键)后，可以通过鼠标的拖放来

实现数据的剪切或拷贝。按下鼠标左键并拖动(拷贝时要同时按下 Ctrl 键)，光标

的形状将改变，提示用户当前处于剪切或拷贝状态。拖动到合适的位置释放鼠标

键，则被选中的数据将被剪切或拷贝到光标所在行的前面。 

用户也可以对单个单元格中的数据进行剪切、拷贝和粘贴操作。用鼠标单击

或双击任一单元格中的数据，使数据处于高亮状态，按下 Ctrl+X 组合键则实现剪

切，按下 Ctrl+C 组合键则实现拷贝，然后将光标定位于要插入数据的单元格，按

下 Ctrl+V 组合键，剪切或拷贝的数据就被粘贴到该单元格。 

用户可将录入的数据存储为数据文件，以备后用；也可以从外部数据文件中

读取数据。 

注意：读取文件的数据格式应与数据表的格式完全一致。一般外部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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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式为： 

数据文件的第一行输入尺寸数据的组数。 

从第二行起，每行记录一组尺寸数据，其中标准中建议尽量不采用的值可以

用括号括起来。一行中的各个数据之间用若干个空格分隔，一行中的各个数据的

排列顺序应与在变量属性定义时指定的顺序相同。 

在记录完各组尺寸数据后，如果有系列尺寸，则在新的一行里按由小到大的

顺序输入系列尺寸的所有取值，同样标准中建议尽量不采用的值可以用括号括起

来。各数值之间用逗号分隔。一个系列尺寸的所有取值应输入到同一行，不能分

成多行。 

如果图符的系列尺寸不止一个，则各行系列尺寸数值的先后顺序也应与将在

变量属性定义时指定的顺序相对应。 

所有项都填好以后，单击【确定】按钮，可把新建的图符加到图库中。 

此时，参数化图符的定义操作全部完成，用户再次提取图符时，可以看到新

建的图符已出现在相应的类中。 

8.3.3 图符参数控制 

此功能作用范围只在参数化图符定义过程中。它允许用户自己给定图符定义

过程中的精度，处理图符定义过程中自动捕捉精度范围，使建库工作更灵活方便。 

 

图 8-13  定义图符参数控制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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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素定义】对话框（如图 8-8）中单击【参数控制】按钮，则会弹出【定

义图符参数控制】对话框，如图 8-13 所示。 

自动吸附精度 

【自动吸附精度】决定电子图板根据已定义的图形元素来更新未定义图形元

素的默认定义时进行匹配的敏感程度。数值越小，匹配越严格。例如直线 L1 的

端点 P1 和直线 L2 的端点 P2，两点距离小于精度值，则修改 P1 点的参量定义，

P2 点会同时被更新（若 P2 点未进行参量定义）。若尺寸的一个引出点同 P1 的

距离小于精度值，则该引出点也会被同时更新（当尺寸吸附有效时）。 

孤立尺寸警告 

所谓孤立尺寸是指那些不附着于端点、圆心点、圆的象限点、弧的起终点、

块定位点及孤立点上的尺寸。这种尺寸随图符提取出来后有可能出现和图形元素

脱节，此开关打开后，在进行尺寸变量命名时，若尺寸为孤立尺寸，系统会弹出

警告框，提示用户。 

在定义图符时应避免孤立尺寸的出现，线性尺寸的引出点应在线的端点、圆

心点、圆的象限点、弧的起终点、块定位点及孤立点上。如无法通过捕捉上述点

进行标注时，则需要做辅助孤立点。 

尺寸自动吸附 

不吸附：尺寸的引出点不随被标注图形元素的移动而移动。 

单尺寸吸附：系统只对单个受影响的尺寸引出点进行更新。 

多尺寸吸附：系统对所有受影响的尺寸引出点进行更新。 

视图关联吸附： 

此功能主要控制视图关联的作用范围。 

不吸附：系统不进行图形元素定义表达式的自动匹配。 

单视图吸附：系统只在当前视图范围内进行图形元素定义表达式的自动匹

配。 

多视图吸附：系统对所有视图进行图形元素定义表达式的自动匹配。 

8.4 图库的管理 

CAXA电子图板的图库是一个面向用户的开放图库，用户不仅可以提取图符、

定义图符，还可以通过软件提供的图库管理工具对图库进行管理。 

单击主菜单【绘图】菜单中的【库操作】一项，在弹出库操作子菜单中单击

【图库管理】按钮 ，屏幕弹出【图库管理】对话框，如图 8-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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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4  图库管理对话框 

 

这个对话框与前面提取图符过程中遇到的【提取图符】对话框非常相似。其

中左侧的图符选择、右侧的预览和下部的图符检索的使用方法相同，只是在中间

安排了八个操作按钮，通过这八个按钮，用户可实现图库管理的全部功能。 

8.4.1 图符编辑 

图符编辑实际上是图符的再定义，用户可以对图库中原有的图符进行全面的

修改，也可以利用图库中现有的图符进行修改、部分删除、添加或重新组合，定

义成相类似的新的图符。 

在如图 8-14 所示的【图库管理】对话框中选择要编辑的图符名称，可通过右

侧预览框对图符进行预览，具体方法与提取图符时一样。 

 

 

单击【图符编辑】按钮，将弹出如图所示的对话框。如果只是要修改参量图

符中图形元素的定义或尺寸变量的属性，可以选择第一项，则【图库管理】对话

框被关闭，进入元素定义，开始对图符的定义进行编辑修改。 

如果需要对图符的图形、基点、尺寸或尺寸名进行编辑，可以选择第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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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图库管理】对话框被关闭。由于电子图板要把该图符插入绘图区以供编辑，

因此如果当前打开的文件尚未存盘，将提示用户保存文件。如果文件已保存则关

闭文件并清除屏幕显示。图符的各个视图显示在绘图区，此时可对图形进行编辑

修改。由于该图符仍保留原来定义过的信息，因此编辑时只需对要变动的地方进

行修改。 

注意：这里与图库提取有所不同的是，在屏幕上显示的是图符的全部视图及

尺寸变量，且各视图内部均被打散为互不相关的元素，各元素的定义表达式、各

尺寸变量的属性（即是否系列变量、动态变量）及全部尺寸数值均保留，这样可

以大大减少用户的重复劳动。 

接下来用户可以在绘图区内对图形进行各种编辑，比如可以添加或删除曲线、

尺寸等等。 

用户修改完成后，可按 8.3 节中介绍的方法，对修改过的图符进行重新定义。 

在图符入库时如果输入了一个与原来不同的名字，就定义了一个新的图符；

如果使用原来的图符类别和名称，则实现对原来图符的修改。 

8.4.2 数据编辑 

对参数化图符原有的数据进行修改、添加和删除。 

在【图库管理】对话框中选择要进行数据编辑的图符名称，可通过右侧预览

框对图符进行预览，具体方法与提取图符时一样。 

单击【数据编辑】按钮，弹出【标准数据录入与编辑】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可以对数据进行修改，操作方法同定义图符时的数据录入操作一

样，用户可参考上面几节的相应部分。 

修改结束后单击【确定】按钮，可返回【图库管理】对话框，进行其它图库管

理操作。全部操作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结束图库管理操作。 

8.4.3 属性编辑 

对图符原有的属性进行修改、添加和删除。 

在【图库管理】对话框中选择要进行属性编辑的图符名称，可通过右侧预览

框对图符进行预览。 

单击【属性编辑】按钮，弹出【属性录入与编辑】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可以对属性进行修改，操作方法同定义图符时的属性编辑操作一

样，用户可参考相应部分。 

修改结束后单击【确定】按钮，可返回【图库管理】对话框，进行其它图库

管理操作。全部操作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结束图库管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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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 图符排序 

可以把图库大类、小类以及图符在类中的位置，按照用户习惯的方式排列，

用户可以把常用的类和图符排在前面，这样可以简化用户查找图符的操作，节约

了时间，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在【图库管理】对话框中单击【图符排序】按钮，弹出【图符及类别排序】

对话框。 

 

图 8-15  图符排序 

在列表框中列出了图库的每一个大类，用户首先用鼠标左键单击要移动的类

名，该类名变为蓝色表示被选中，然后用户按住鼠标左键不放，进行拖动，可看

到一灰色窄条跟随鼠标移动，如图 8-15 所示，它表示移动后到达的新位置；当鼠

标移动到合适的位置后，放开鼠标左键，可以看到该类的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 

若用鼠标左键双击大类的类名，则可显示出该大类中的所有小类；同理，双

击小类的类名，可显示出该小类中所有的图符。图符和小类的排序方法与大类的

排序方法一样，排序完成后，单击【返回上一级】按钮则可层层返回。 

所有排序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可返回【图库管理】对话框，进行其它

图库管理操作。全部操作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结束图库管理操作。 

8.4.5 导出图符 

将需要导出的图符以【图库索引文件（*.idx）】的方式在系统中进行保存。 

在【图库管理】对话框中单击【导出图符】按钮，可弹出【导出图符】对话

框。如图 8-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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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6  导出图符 

（2）在图符列表框中列出了该类型中所有图符，用户可以选择需要导出的

图符，如果全部需要导出，可单击【全选】按钮。 

（3）在选择完需要导出的图符后，单击【导出】按钮，在弹出的【另存文

件】对话框中输入要保存的图库索引文件名，单击【保存】完成图符的导出。 

8.4.6 并入图符 

将格式为【图库索引文件（*.idx）】的图符并入图库。 

 

图 8-17  并入图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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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库管理】对话框中单击【并入图符】按钮，弹出【打开图库索引文件】

对话框。用户可选择需要转换图库的索引文件，选择完后，单击【打开】按钮，

可弹出【并入图符】对话框，如图 8-17 所示。 

在图符列表框中列出了索引文件中的所有图符，用户可以选择需要转换的图

符，如果全部需要转换，可单击【全选】按钮，然后再选择转换后图符放入哪个

类，用户也可输入新类名以创建新的类所有选择完成后，单击【并入】按钮。对

话框底部的进程条将显示转换的进度。 

转换完成后可返回【图库管理】对话框，进行其它图库管理操作。全部操作

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结束图库管理操作。 

 

8.4.7 图符改名 

对图符原有的名称以及图符大类和小类的名称进行修改。 

在【图库管理】对话框中选择要改名的图符，可通过右侧预览框对图符进行

预览，具体方法与提取图符时一样。 

单击【图符改名】按钮，选择需要修改的选项，如需要修改图符的名称，单

击【重命名当前图符】，弹出【图符改名】对话框，如图 8-18 所示。 

 

图 8-18 图符改名 

在编辑框中输入新的图符名称。 

输入结束后单击【确定】按钮，可返回【图库管理】对话框，进行其它图库

管理操作。全部操作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结束图库管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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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8 删除图符 

删除图库中无用的图符，也可以一次性删除无用的一大类或者一小类图符。 

【命令名】Symman 

在【图库管理】对话框中选择要删除的图符，可通过右侧预览框对图符进行

预览，具体方法与提取图符时一样。 

单击【删除图符】按钮，选择需要删除的弹出对话框，为了避免误操作，系

统询问用户是否确定要删除该图符，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单击【确定】或【取消】

按钮。 

删除操作完成或被取消后可返回【图库管理】对话框，进行其它图库管理操

作，全部操作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结束图库管理操作。 

8.4.9 压缩图库 

一般图库经过编辑以后，会在图库文件中产生冗余信息。压缩图库功能就是

用于除去图库文件中可能存在的冗余信息，减少图库文件占用的硬盘空间，提高

读取图符信息的效率。 

在【图库管理】对话框中选取要压缩的图符小类。 

单击【压缩图库】按钮，弹出【压缩图库】对话框。单击【开始】按钮可进

行压缩，压缩过程中，进程条将显示压缩进度。 

压缩完成后单击【关闭】按钮返回【图库管理】对话框，进行其它图库管理

操作。全部操作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结束图库管理操作。 

8.5 图库转换 

图库转换用来将用户在旧版本中自己定义的图库转换为当前的图库格式，或

者将用户在另一台计算机上定义的图库加入到本计算机的图库中。在选择转换类

型时即可以选择【主索引文件（Index.sys）】也可以选则【小类索引文件（*.idx）】。

如图 8-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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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9  图库转换对话框 

主索引文件（Index.sys）：将所有类型图库同时转换。 

小类索引文件（*.idx）：选择单一类型图库进行转换。 

8.6 构件库 

构件库是一种新的二次开发模块的应用形式，构件库的开发和普通二次开发

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在使用上与普通二次开发应用程序有以下区别： 

1. 它在电子图板启动时自动载入，在电子图板关闭时退出，不需要通过应用

程序管理器进行加载和卸载。 

2. 普通二次开发程序中的功能是通过菜单激活的，而构件库模块中的功能是

通过构件库管理器进行统一管理和激活的。 

3. 构件库一般用于不需要对话框进行交互，而只需要立即菜单进行交互的功

能。 

4. 构件库的功能使用更直观，它不仅有功能说明等文字说明，还有图片说明，

更加形象。 

在使用构件库之前，首先应该把编写好的库文件 Eba 复制到 EB 安装路径下

的构件库目录\Conlib 中，在该目录中已经提供了一个构件库的例子 EbcSample,

然后启动电子图板，在【绘图】菜单的【库操作】子菜单中选择【构件库】命令，

或者在【绘图】工具栏中单击构件库图标 弹出如图所示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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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0 构件库对话框 

在【构件库】下拉列表框中可以选择不同的构件库，在【选择构件】栏中以

图标按钮的形式列出了这个构件库中的所有构件，用鼠标左键单击选中以后在

【功能说明】栏中列出了所选构件的功能说明，单击【确定】以后就会执行所选

的构件。  

8.7 技术要求库 

CAXA 电子图板用数据库文件分类记录了常用的技术要求文本项，可以辅助

生成技术要求文本插入工程图，也可以对技术要求库的文本进行添加、删除和修

改，即进行管理。 

选择【绘图】工具栏的【技术要求库】按钮 ，进入【技术要求生成及技术

要求库管理】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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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1 技术要求生成及技术要求库管理对话框 

左下角的列表框中列出了所有已有的技术要求类别，右下角的表格中列出了

当前类别的所有文本项。如果技术要求库中已经有了要用到的文本，则可以用鼠

标直接将文本从表格中拖到上面的编辑框中合适的位置。也可以直接在编辑框中

输入和编辑文本。 

单击【设置】按钮可以进入【文字标注参数设置】对话框，修改技术要求文

本要采用的参数。右上角的组合框用法与【文字标注与编辑】对话框中的一样。

完成编辑后，单击【生成】按钮，根据提示指定技术要求所在的区域，系统自动

生成技术要求。需要指出的是：设置的字型参数是技术要求正文的参数，而标题

【技术要求】四个字由标题旁的【标题设置】按钮进行设置。 

技术要求库的管理工作也是在此对话框中进行。选择左下角列表框中的不同

类别，右下角的表格中的内容随之变化。要修改某个文本项的内容，只需直接在

表格中修改；要增加新的文本项，可以在表格最后左边有星号的行输入；要删除

文本项，则用鼠标单击相应行左边的选择区选中该行，再按 Del 键删除；要增加

一个类别，选择列表框中的最后一项【增加新类别…】，输入新类别的名字，然

后在表格中为新类别增加文本项；要删除一个类别，选中该类别，按 Del 键，在

弹出的消息框中选择【是】，则该类别及其中的所有文本项都被从数据库中删除；

要修改类别名，用鼠标双击，再进行修改。完成管理工作后，单击【退出】按钮

退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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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   图  层  

9.1 层的概念 

CAXA 电子图板绘图系统同其它 CAD/CAM 绘图系统一样，为用户提供了分

层功能。 

层，也称为图层，它是开展结构化设计不可缺少的软件环境。众所周知，一

幅机械工程图纸，包含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有确定实体形状的几何信息，也有表

示线型、颜色等属性的非几何信息，当然也还有各种尺寸和符号。这么多的内容

集中在一张图纸上，必然给设计绘图工作造成很大负担。如果能够把相关的信息

集中在一起，或把某个零件，某个组件集中在一起单独进行绘制或编辑，当需要

时又能够组合或单独提取，那么，将使绘图设计工作变得简单而又方便。本章介

绍的图层就具备了这种功能，可以采用分层的设计方式完成上述要求。 

可以把层想像为一张没有厚度的透明薄片，实体及其信息就存放在这种透明

薄片上。在 CAXA 电子图板中最多可以设置 100 层，但每一个图层必须有唯一的

层名。不同的层上可以设置不同的线型和不同的颜色，也可以设置其它信息。层

与层之间由一个坐标系（即世界坐标系）统一定位。所以，一个图形文件的所有

层都可以重叠在一起而不会发生坐标关系的混乱。图 9-1 形象地说明了层的概念。 

组合结果

0 层

剖面线层

中心线层

 

图 9-1  层的概念 

各图层之间不但坐标系是统一的，而且其缩放系数也是一致的。因此，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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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之间可以完全对齐。一个图层上的某一标记点会自动精确地对应在各图层的同

一位置点上。 

图层是有状态的，它的状态也是可以改变的。图层的状态包括层名、层描述、

线型、颜色、打开与关闭以及是否为当前层等等。每一个图层都对应一种由系统

设定的颜色和线型。系统规定，启动后的初始层为【0 层】，它为当前层，线型

为粗实线。可以通过子主菜单中的【编辑】菜单更改图层中实体的线型和颜色。

也可以由本章后面介绍的图层线型和图层颜色来更改它们。还可以由常驻菜单中

的【线型选择】和【颜色设置】来改变系统当前的线型和颜色。 

 

图层是可以建立的，也可以被删除。图层可以打开，也可以关闭。打开的图

层上的实体在屏幕上可见，关闭的图层上的实体在屏幕上不可见。 

为了便于用户使用，系统预先定义了 7 个图层。这 7 个图层的层名分别为

【0 层】、【中心线层】、【虚线层】、【细实线层】、【尺寸线层】、【剖面

线层】、和【隐藏层】，每个图层都按其名称设置了相应的线型和颜色。 

9.2 图层的操作 

CAXA 电子图板对层的操作同时安排在三个区域，即属性工具条的【当前层

选择】下拉列表框、主菜单中【格式】子菜单中的【层控制】选项以及【修改】

子菜单中的【改变层】。 

下面分别对各种图层的操作进行介绍。 

9.2.1 设置当前层 

将某个图层设置为当前层，随后绘制的图形元素均放在此当前层上。 

【命令名】Layer 

系统只有唯一的当前层，其它的图层均为非当前层。 

所谓【当前层】就是当前正在进行操作的图层。用户当前的操作都是在当前

层上进行的，因此当前层也可称为活动层。为了对已有的某个图层中的图形进行

操作，必须将该图层置为当前层。 

设置当前层的方法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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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改变当前层下拉列表框 

如图 9-2 所示，用鼠标左键单击属性工具条中的【当前层】下拉列表框右侧

的下拉箭头，可弹出图层列表，在列表中用鼠标左键单击所需的图层即可完成当

前层选择的设置操作。 

 

图 9-3  层控制对话框  

在【格式】子菜单中，单击【层控制】选项，可弹出【层控制】对话框，如

图 9-3 所示。对话框的上部显示出当前图层是哪一个层，在对话框中的图层列表

框中用鼠标左键单击所需的图层后，再单击右侧的【格式当前图层】按钮，设置

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可结束操作。 

单击【属性】工具栏的【层控制】按钮 ，也可以弹出【层控制】对话框，

余下的操作与第二种方法一样。 

9.2.2 图层改名 

改变一个已有图层的名称。 

【命令名】Layer 

图层的名称分为层名和层描述两部分，层名是层的代号，是层与层之间相互

区别的唯一标志，因此层名是唯一的，不允许有相同层名的图层存在。层描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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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层的形象描述，层描述尽可能体现出层的性质，不同层之间层描述可以相同。 

改变层名的操作步骤是： 

（1）单击【格式】子菜单中的【层控制】选项或单击【属性】工具栏中的【层

控制】按钮 ，弹出如图 9-3 所示的层控制对话框。 

用鼠标左键双击要修改的层名或层描述的相应位置，在该位置上出现一个编

辑框，用户可在相应的编辑框中输入新的层名或层描述，输完后用鼠标左键单击

编辑框外任意一点即可结束编辑。 

这时在层控制对话框中可以看到对应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单击【确定】

按钮即可完成更名操作。 

注意：本操作只改变图层的名称，不会改变图层上的原有状态。 

9.2.3 创建图层 

创建一个新的图层。 

【命令名】Layer 

（1）单击【格式】子菜单中的【层控制】选项或属性工具栏中的【层控制】

按钮 ，弹出【层控制】对话框，如图 9-3 所示。 

单击【新建图层】按钮，这时在图层列表框的最下边一行可以看到新建图层。 

新建的图层颜色默认为白色，线型默认为粗实线。用户可按照上一节所介绍

的方法修改新建图层的层名和层描述。 

单击【确定】按钮可结束新建图层操作。 

9.2.4 删除图层 

删除一个用户自己建立的图层。 

【命令名】Layer 

单击【格式】子菜单中的【层控制】选项或属性工具栏中的【层控制】按

钮 ，弹出【层控制】对话框，如图 9-3 所示。 

选中要删除的图层，单击【删除图层】按钮，调出一个提示对话框，如图 9-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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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  删除图层提示框 

单击【是】，图层被删除，然后单击【确定】，结束删除图层操作。 

注意：该操作只能删除用户创建的图层，不能删除系统原始图层。若删除系

统原始图层，则系统会给出提示信息，如图 9-5所示。 

 

图 9-5  删除原始图层提示框 

此外，删除前确认绘制图形中没有任何元素位于此图层上。 

9.3 图层属性 

上一节介绍了有关图层的操作，即设置当前层、创建图层、图层改名等。除

此之外，图层还具有属性，图层的属性也是可以更改的，下面将向读者介绍如何

更改图层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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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打开和关闭图层 

打开或关闭某一个图层。 

【命令名】Layer 

当弹出层控制对话框后，将鼠标移至欲改变图层的层状态(打开/关闭)位置上，

用鼠标左键单击就可以进行图层打开和关闭的切换。 

注意：当前层不能被关闭。 

图层处于打开状态时，该层的实体被显示在屏幕绘图区；处于关闭状态时，

该层上实体处于不可见状态，但实体仍然存在，并没有被删除。 

打开和关闭图层功能在绘制复杂图形时非常有用。在绘制复杂的多视图时，

可以把当前无关的一些细节（即某些实体）隐去，使图面清晰、整洁，以便用户

集中完成当前图形的绘制，以加快绘图和编辑的速度，待绘制完成后，再将其打

开，显示全部内容。 

例如可将尺寸线和剖面线分别放在尺寸线层和剖面线层，在修改视图时将其

关闭，使视图更清晰；还可将作图的一些辅助线放入隐藏层中，作图完成后，将

其关闭，隐去辅助线，而不用逐条去删除。使用技巧还有很多，用户可以在实践

中不断摸索、积累，以提高工作效率。 

9.3.2 图层颜色 

设置图层的颜色。每个图层都可以设置一种颜色，颜色是可以改变的。 

【命令名】Layer 

系统已为常用的 7 个图层设置了不同的颜色。若想改变上述图层颜色状态，

按下述步骤进行。 

（1）单击【格式】子菜单中的【层控制】选项或属性工具栏中的【层控制】

按钮 ，弹出【层控制】对话框。 

用鼠标左键单击欲改变层对应的颜色按钮，系统弹出【颜色设置】对话框， 

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颜色，具体方法可参考第五章【图形编辑】中的【改变颜色】

部分。单击【确定】按钮后，返回层控制对话框，此时对应图层的颜色已改为用

户选定的颜色。 

再用鼠标单击【确定】按钮，屏幕上该图层中颜色属性为 BYLAYER 的实

体全部改为用户刚才指定的颜色。 

注意：此时系统原有的状态不发生变化，只将用户选定图层上的实体的颜色

进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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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图层线型 

设置所选图层的线型。 

系统为已有的 7 个图层设置了不同的线型，也为新创建的图层设置了粗实线

的线型，所有这些线型都可以使用本功能重新设置。 

【命令名】Layer 

（1）单击【格式】子菜单中的【层控制】选项或属性工具栏中的【层控制】

按钮 ，弹出【层控制】对话框。 

用鼠标左键单击欲改变层对应的线型图标，系统弹出【设置线型】对话框， 

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线型，具体方法可参考第五章【修改】中的改变线型部分，

选择【确定】后，返回层控制对话框，此时对应图层的线型已改为用户选定的线

型。 

再用鼠标单击【确定】按钮，屏幕上该图层中线型属性为 BYLAYER 的实

体全部改为用户刚才指定的线型。 

9.3.4 层锁定 

锁定所选图层。 

【命令名】Layer 

（1） 单击【格式】子菜单中的【层控制】选项或属性工具栏中的【层控制】

按钮 ，弹出【层控制】对话框。 

 

图 9-6 层控制 

（2） 用鼠标左键单击层锁定下欲改变层对应的【是】【否】选项，如上图

所示，如选择【是】则层被锁定。层锁定后，此层上的图素只能增加，可以选中，

进行复制、粘贴、阵列、属性查询等功能，但是不能进行删除、平移、拉伸、比

例缩放、属性修改、块生成等修改性操作。注意：标题栏和明细表以及图框不受

此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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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 层打印 

选择是否打印所选图层中的内容。 

【命令名】Layer 

（1） 单击【格式】子菜单中的【层控制】选项或属性工具栏中的【层控制】

按钮 ，弹出【层控制】对话框。 

 

图 9-6 层控制 

用鼠标左键单击【层打印】下欲改变层对应的【是】【否】选项，如上图所

示，如选择【是】则此层的内容可以打印输出。如果选择【否】则此层的内容不

会输出，这对于绘图中不想打印出的辅助线层很有帮助。 

9.4 对实体的层控制 

以上几节所介绍的是针对整个层的操作，该层上的全部实体均发生变化，实

际上电子图板还提供了更加灵活的方式，那就是本节所要介绍的面向实体的层操

作。它可以对任何一层上的任何一个或一组实体进行控制，可改变用户选定实体

的层、颜色、线型等属性。 

【命令名】Mlayer 

在【修改】子菜单中选择【改变层】选项，按系统提示选择需要改变的实体

元素，选择完成后，点鼠标右键确认。 

系统弹出【层控制】对话框，余下的操作可参照上几节所介绍的内容。 

用户也可以先拾取实体，拾取结束右击，弹出右键操作快捷菜单，从中选择

【属性修改】选项，右侧出现如图 9-7 所示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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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  属性修改对话框 

【举例】 

 

(a)                          （b） 

图 9-8 对实体的层操作 

图 9-8（a）中的每个实体均在 0 层，现在用上面的方法将圆改为虚线层，中

心线改为中心线层，矩形改为隐藏层，并将隐藏层关闭，改动完成后，屏幕显示

出如图（b）所示的结果。 

9.5 图层、线型和颜色小结 

通过前面几节内容的介绍，已对图层以及图层的属性与操作有了全面了解。

但是，由于图层、线型和颜色的操作，在几个不同的位置都可以进行，彼此之间

有一定的联系，但各自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对它们的使用范围作

进一步的说明，以便用户能正确地操作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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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层、线型、颜色的控制可以分为三类： 

系统设置 

这类操作包括【格式】子菜单中的线型、颜色、层控制选项。 

【线型】功能主要是设计新的线型，并将操作结果保存在文件中。 

【颜色】功能是改变系统的颜色状态，它对已经画出的图线不作修改，但此

后所有图层上所画的图线均变为用户选定的颜色 

单击【层控制】选项可弹出【层控制】对话框，这是实现对层的控制的主要

途径，它可以对图层进行全面的操作，即可以创建新层、图层改名、置当前层以

及打开图层、关闭图层、改变图层线型、图层颜色等。它的所有操作都是对某一

个图层而言的。例如：它可以为某图层设置线型、设置颜色等等，但它不能改变

系统状态。 

图形编辑 

这类操作包括【修改】子菜单中的改变线型、改变颜色、改变层选项，以及

右键操作功能中的【属性修改】选项。 

这类操作的主要特点是面向实体的操作，也就是说只有被选中的实体才会发

生改变，它们不会改变系统状态，也不会改变层属性，它们的使用范围最窄，但

另一方面，它们使用起来非常灵活方便，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对任一图层上的任一

实体进行修改。 

属性工具条 

属性工具条中包括了层控制、颜色设置、线型设置这三个按钮和当前层选择

和线型选择两个下拉列表框。 

1 ) 用鼠标右键单击【层控制】按钮 ，可弹出【层控制】对话框，它的作

用与【系统格式】子菜单中的层控制选项的作用一样。 

2 ) 【当前层选择】下拉列表框中列出了当前图形文件中的所有图层，用户

可从中选择一个作为当前层，如图 9.2 所示。 

3 ) 单击【颜色选择】按钮 可弹出【颜色设置】对话框，如图 9-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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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9  颜色设置对话框 

其功能和使用方法与【格式】菜单中的【颜色】选项一样。 

注意：【颜色设臵】图标随用户的选择而变化，例如 表示当前颜色为

BYLAYER，如果将当前颜色改为黑色，则按钮变为 。 

 

4 ) 如图 9-10 所示【线型选择】下拉列表 框中列出了当前图形文件中的所

有线型，用户可从中选择一个作为当前线型。 

 

 

图 9-10  当前线型选择列表框 

 

5 ) 单击【线型设置】按钮可弹出【设置线型】对话框，除了可以在线型列

表中选择已有的线型，还可以从外部文件中加载用户自定义的线型。它同【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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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选择】下拉列表框一样，也是对系统当前状态的修改，但比列表框的功能更强

大一些。 

这三类控制方式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用户如能熟练掌握，灵活运用，将大

大提高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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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章   界面定制  

10.1 概述 

由于考虑到不同用户的工作习惯不同、工作重点不同、熟练程度不同，CAXA

电子图板改变以往的界面布局，使用最新流行界面（也可通过单击【工具】—【界

面操作】—【恢复老面孔】使用以前的界面）。并且新增了界面定制功能，通过

界面定制功能，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工具条、外部工具栏、键盘命令、快

捷键和菜单。从而使 CAXA 电子图板操作更方便、界面更友好、更加贴近用户。 

 

图 10-1 新界面 

    单击【工具】菜单中【自定义操作】项，即弹出界面定制对话框。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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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 自定义对话框 

10.2 菜单定制 

定义符合自己使用习惯的菜单。 

在自定义对话框中选取【菜单】一项，出现菜单定制对话框，如图所示。 

 

图 10-3 菜单定制对话框 

您可以在【框架菜单】的【显示菜单】中选择自己需要的选项，也可以单击

【重新设置】按钮，进行菜单的设置。您在设置菜单时，还可以定义菜单阴影和

菜单动画等，系统提供了三种菜单动画方式：即【无】、【展开】和【滑动】。 

10.3  工具栏定制 

根据用户使用习惯，定制自己的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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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鼠标单击自定义对话框中的【工具栏】一项，如图所示。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特点选取工具栏的内容，如果有特殊需要，您还可

以新建自定义的工具条。 

 

图 10-4 工具栏定制对话框 

【举例】自定义【我的工具】工具栏 

单击【工具栏】选项，出现工具栏属性对话框，如上图 10-4。 

单击【新建】按钮，出现【工具条名称】对话框，在文本框中输入工具条名

称【我的工具】。 

 

图 10-5 工具条名称 

单击确定后，在【工具栏】中将增加一个工具条【我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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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 自定义工具条 

单击【命令名】选项，选择类别中的【编辑】，把右边命令栏中 【图形剪

切】功能按住鼠标左键拖到新建的工具条中，如图所示。 

                

图 10-7 

重复操作（4）把【编辑】中的【取消操作】、【重复操作】和【工具】中

的【拾取过滤设置】功能拖到工具条中，新定制的工具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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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在工具条中复制一个按钮，按住 Ctrl 键，选取这个图标并拖动即可。 

如果您在图 10.7 中选中【显示文本】，或者可以在工具条按钮上点鼠标右键，

在弹出的菜 

单中选择【图标文本】，就会在工具条中显示出图标的文本。这样，就完成

了一个自定义工具条的定制。 

 

图 10-8 

如果您想恢复原始的工具条设置，单击工具栏属性框中的【重置所有】即可；

此外您还可以单击【删除】按钮，删除定制的不满意的工具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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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9 

10.4  外部工具定制 

在电子图板中，通过外部工具定制功能，您可以把一些常用的工具集成到电

子图板中，使用起来会十分方便。 

    单击自定义对话框中的【外部工具】选项，出现【外部工具】属性框，

该属性框的【菜单目录】内容，可以在主菜单的【工具】子菜单【外部工具】中

看到并可以直接运行这些工具。 

     

图 10-10 外部工具菜单 

修改外部工具的菜单内容 

用鼠标在【菜单目录】列表框中双击要改变菜单内容的外部工具，在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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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上会出现一个编辑框，在这个编辑框中可以输入新的菜单内容，输入完成以

后按回车键确认就可以完成外部工具的更名操作。 

修改已有外部工具的执行文件 

用鼠标在【菜单目录】列表框中选中要改变执行文件的外部工具，在【命令

名】编辑框中会显示出这个外部工具所对应的执行文件，您可以在编辑框中输入

新的执行文件名，也可以单击编辑框右侧的按钮，弹出打开文件对话框，在对话

框中选择所需的执行文件。 

注意：如果在【初始目录】编辑框中输入了应用程序所在的目录，那么在【命

令名】编辑框中只输执行文件的文件名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在【初始目录】编辑

框中没有输入目录，那么在【命令名】编辑框中就必须输入完整的路径及文件名。 

添加新的外部工具 

单击 按钮，在【菜单目录】列表框的末尾会自动添加一个编辑框，在编辑

框中输入新的外部工具在菜单中显示的文字，按回车键确认。接下来，在【命令

名】、【参数】和【初始目录】中输入外部工具的执行文件名、参数和执行文件

所在的目录，如果在【命令名】编辑框中输入了包含路径的全文件名，则【初始

目录】也可 以不填。 

删除的外部工具 

在【菜单目录】列表框中选择要删除的外部工具，然后单击 按钮，就可以

将所选的外部工具删除掉。 

移动外部工具在菜单中的位置 

在【菜单目录】列表框中选择要改变位置的外部工具，然后单击 按钮或者

按钮调整该项在列表框中的位置，这也就是在【工具】菜单中的位置。 

重置外部工具 

单击 按钮以后，会弹出一个提示对话框询问是否要重置所有外部工具，如

果在对话框中选择【是】，则会将外部工具恢复到初始的设置。 

10.5  快捷键定制 

在电子图板中，您可以为每一个命令指定一个或多个快捷键，这样对于常用的功

能，您就可以通过快捷键来提高操作的速度和效率。 

指定新的快捷键 

   在【命令名】列表框中选中了要指定快捷键的命令以后，是用鼠标左键

在【请输入快捷键】编辑框中点一下，然后输入要指定的快捷键，如果输入的快

捷键已经被其他命令使用了，那么会弹出对话框提示您重新输入，如果这个快捷

键没有被其他命令所使用，单击【指定】按钮就可以将这个快捷键添加到【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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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列表框中。关闭【自定义】对话框以后，使用刚才定义的快捷键，就可以执

行相应的命令。 

    在定义快捷键的时候，最好不要使用单个的字母作为快捷键，而是要加

上 Ctrl 和 Alt 键，因为快捷键的级别比较高，比如定义打开文件的快捷键为“o”，

则当您输入平移的键盘命令 move 时，输入了“o”以后就会激活打开文件命令。 

删除已有的快捷键 

   在【快捷键】列表框中，选中要删除的快捷键，然后单击【删除】按钮，

就可以删除掉所选的快捷键。 

恢复快捷键的初始设置 

   如果需要将所有快捷键恢复到初始的设置，您可以单击【重置所有】按

钮，在弹出的提示对话框中选择【是】按钮确认重置即可。重置快捷键以后，所

有的自定义快捷键设置都将丢失，因此进行重置操作是应该慎重。 

 

图 10-11 快捷键对话框 

【举例】定制【显示】中【显示放大】的快捷键为shift+A。 

在快捷键属性框的【类别】中选取【显示】，在【命令名】栏中选定【显示

放大】。 



CAXA 电子图板2007 

309 

 

图 10-12 快捷键定制 1 

用鼠标单击【请按新快捷键】下的空白处，光标出现后在键盘上按下

【Shift+A】，此操作便记录进原空白处。 

单击【指定】按钮，新建的快捷键便出现在【快捷键】栏里，如图所示。 

 

图 10-13 快捷键定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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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在执行【显示放大】命令时便可使用该快捷键命令了。 

10.6  键盘命令定制 

在电子图板中，您除了可以为每一个命令指定一个或多个快捷键以外，还可

以指定一个键盘命令，键盘命令不同于快捷键，快捷键只能使用一个键（可以同

时包含功能健Ctrl和Alt）,按完快捷键以后立即响应，执行命令；而键盘命令可以

由多个字符所组成，不区分大小写，输入完键盘命令以后需要按空格键或回车键

以后才能执行命令，由于所能定义的快捷键比较少，因此键盘命令是快捷键的补

充，两者相辅相成，可以大大提高操作的速度和效率。 

指定新的键盘命令 

在【命令名】列表框中选中了要指定键盘命令的命令以后，是用鼠标左键在

【输入新的键盘命令】编辑框中点一下，然后输入要指定的键盘命令，单击【指

定】按钮，如果输入的键盘命令已经被其他命令使用了，那么会弹出对话框提示

您重新输入，如果这个键盘命令没有被其他命令所使用，就可以将这个键盘命令

添加到【键盘命令】列表框中。关闭【自定义】对话框以后，使用刚才定义的键

盘命令，就可以执行相应的命令。 

删除已有的键盘命令 

在【键盘命令】列表框中，选中要删除的键盘命令，然后单击【删除】按钮，

就可以删除掉所选的键盘命令。 

恢复键盘命令的初始设置 

如果需要将所有键盘命令恢复到初始的设置，您可以单击【重置所有】按钮，

在弹出的提示对话框中选择【是】按钮确认重置即可。重置键盘命令以后，所有

的自定义键盘命令设置都将丢失，因此进行重置操作是应该慎重。 

【举例】用PSA作为【部分存储】的键盘命令。 

单击【工具】主菜单下的【自定义操作】选项，在自定义对话框中选取【键

盘命令】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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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4 键盘命令对话框 

在【目录】下选取【文件】目录，然后在【命令名】栏中选中【部分存储】

命令项，可以看到【当前键盘命令】为 Partsave。在【输入新的键盘命令】处输

入 PSA。 

 

图 10-15 定制键盘命令 1 

单击【指定】按钮，便将此键盘命令加入【当前键盘命令中】。 



CAXA 电子图板2007 

312 

 

图 10-16 定制键盘命令 2 

用光标选中 Partsave，然后单击【删除】按钮，便可将此键盘命令删除。 

 

图 10-17 定制键盘命令 3 

以后直接输入键盘命令 PSA 即可执行【部分存储】命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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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改变菜单和工具栏中按钮的外观 

除了可以改变菜单和工具栏中的内容以外，还可以改变菜单和工具栏中按钮

的外观。首先在【工具】菜单中选择【自定义操作】命令，弹出自定义对话框，

然后用鼠标选择要改变按钮样式的菜单项或工具栏中的按钮，右击，弹出如图

10-18 所示的菜单。 

在菜单中选择【定义按钮样式】命令，会弹出如下图 10-19 所示的对话框。 

         

图 10-18                    图 10-19 按钮样式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您可以进行以下操作：改变显示方式、改变按钮图标、改变

显示文本、新建按钮图标和编辑按钮图标。 

10.7.1 改变显示方式 

    在对话框的左上角有三个选项：【图标】、【文本】和【图标文本】，

他们分别是指在按钮中仅显示图标、仅显示文本和即显示图标有显示文本，选择

了不同的选项以后，单击【确定】按钮，工具栏中所选的按钮样式就会跟着改变。 

10.7.2 改变按钮图标 

当选择【图标】方式或者以【图标文本】方式时，可以选择按钮的图标，在

对话框右侧可以选择【默认图标】，也可以选择【用户自定义图像】，然后在下

面的图像列表框中选择所需的图标，单击【确认】按钮以后，工具栏中所选的按

钮图标就会跟着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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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0 自定义图标 

10.7.3  新建按钮图标 

    如果在【用户自定义图像】列表框中找不到合适的图标，您还可以自己

绘制一个按钮图标，方法是单击【新建】按钮，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在对

话框中您不仅可以使用绘制工具绘制新的图标，还可以将通过其他工具得到的位

图复制粘贴进来，单击【确定】按钮以后，就可以将新建的图标添加到图像列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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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1 编辑按钮图标对话框 

10.7.4 编辑按钮图标 

您还可以【用户自定义图像】列表框中的图标，方法是先在图像列表框中选

择要进行修改的图标，然后单击【编辑】按钮，也会弹出【编辑按钮图标】对话

框，在对话框中对图标进行编辑，编辑完成以后单击【确定】按钮就可以将修改

的结果保存到图像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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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2 编辑按钮图标 

10.7.5  改变显示文本 

在对话框底部的【按钮文本】编辑框中，可以对按钮所显示的文本进行修改，

在编辑框中输入新的文本后，单击【确定】按钮即可。 

 

图 10-23 改变显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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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章   系统查询  

 

CAXA 电子图板为用户提供了查询功能，它可以查询点的坐标、两点间距离、

角度、元素属性、面积、重心、周长、惯性矩以及系统状态等项内容，用户还可

以将查询结果存入文件。 

单击主菜单的【工具】菜单，可以弹出【查询】的子菜单，见图 11-1。 

 

图 11-1  查询菜单 

11.1 点坐标 

查询各种工具点方式下点的坐标，可同时查询多点。 

【命令名】Id 

在【查询】子菜单中单击【点坐标】选项。 

按提示要求用鼠标在屏幕上拾取所需查询的点，选中后该点被标记成红色，

同时在该点的右上角用数字对取点的顺序进行标记。 

用户可继续拾取其它点，拾取完毕后点鼠标右键确认，系统立即弹出【查询

结果】对话框，对话框内按拾取的顺序列出所有被查询点的坐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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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a）拾取查询点    （b）    查询结果 

图 11-2   点坐标查询 

在点的拾取过程中可充分利用智能点、栅格点、导航点以及各种工具点（有

关工具点的内容请参阅第二章中【点的捕捉】部分）。例如，在图 11-2 中，分别

查询了直线端点、直线和圆弧的切点、圆心、直线交点以及垂足等特殊位置点。 

在对话框中单击【存盘】按钮，可将查询结果存入文本文件以供参考。 

11.2 两点距离 

查询任意两点之间的距离。 

【命令名】Dist 

在【查询】子菜单中单击【两点距离】选项，按提示要求在屏幕上拾取待查

询的两点，当选中第二点后，屏幕上立即弹出【查询结果】对话框。对话框内列

出被查询两点间的距离以及第二点相对第一点的 X 轴和 Y 轴上的增量。 

在点的拾取过程中可充分利用智能点、栅格点、导航点以及各种工具点（有

关工具点的内容请参阅第二章中【点的捕捉】部分）。 

11.3 角度 

可以查询圆心角、两直线夹角和三点夹角。（单位：度） 

【命令名】Angle 

在【查询】子菜单中单击【角度】选项，在屏幕下方弹出立即菜单。 

 

图 11-3  角度查询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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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鼠标单击立即菜单项【1： 】，则在其上方出现一个选项菜单，

见图 11-3，在选项菜单中可选择要查询的角度。 

1 ) 系统默认选项为【圆心角】，用户拾取一段圆弧后，屏幕立即弹出【查

询结果】对话框，列出了圆弧所对的圆心角。 

2 ) 用户还可以在立即菜单中选择【直线夹角】，根据提示拾取两条直线后，

在【查询结果】对话框中将显示出两直线夹角。注意：系统查询两直线夹角时，

夹角的范围是在 0～180 度之间，而且查询结果跟拾取直线的位臵有关。例如，

在图 11-4 中，同样的两条相交直线，按图（a）的方法拾取，查询结果为 60 度，

按图（b）的方法拾取，查询结果为 120 度。 

拾取位置

拾取位置  

(a)                        （b） 

图 11-4  直线夹角的查询 

3 ) 用户在立即菜单中单击【三点夹角】，即可查询任意三点的夹角。按系

统提示分别拾取顶点、起始点和终止点后，在【查询结果】对话框中显示出三点

的夹角，这里夹角是指以起始点与顶点的连线为起始边，逆时针旋转到终止点与

顶点的连线所构成的角，因此三点选择的不同，其查询结果也不相同，例如，图

11-.5 中（a）、（b）、（c）的查询结果分别为 300 度、60 度、315 度。而且从

中还可以看出，同一个角，用三点夹角方式和用两直线夹角方式的查询结果也是

不同的。 

顶点

顶点
终点

起点 终点

起点

起点

终点

顶点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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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三点夹角的查询 

用户查询完一个夹角以后，可继续查询其它夹角，查询完毕后，右击即可结

束查询。 

11.4 元素属性 

CAXA 电子图板允许查询拾取到的图形元素的属性。这些图形元素包括点、

直线、圆、圆弧、样条、剖面线、块等等。 

【命令名】List 

单击【查询】子菜单中的【元素属性】选项，屏幕绘图区的下面列出了操作

提示。按提示要求拾取要查询的实体，拾取结束后右击确认，系统会在【查询结

果】对话框中按拾取顺序依次列出各元素的属性。 

也可以单击菜单【工具】选择【属性查看】就会出现图形元素的属性,如下图，

如选择全部图形，此选项还可显示【全局信息】。 

 

【举例】 

在图 11-6 中，用窗口拾取图（a）中的所有元素，在查询结果对话框中列出

了每个实体的所有属性，其中包括圆、圆弧、直线、剖面线、尺寸线和点。由于

对话框大小的限制，不能将所有信息一次都显示出来，用户可通过右侧的滚动条

观看到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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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取窗口

 

(a) 拾取操作         （b）  查询结果 

图 11-6  元素属性查询 

查询样条时，还可以查询样条线的型值点。选中要查询的样条线，单击菜单

条【查询】的下拉菜单中的【元素属性】或单击右键的快捷菜单中的【属性查询】，

在弹出的【查询结果】对话框中，可得到要查询样条线的型值点的坐标值。 

 

图 11-7 样条属性查询 

若想保存查询结果，可单击【存盘】，调出【另存】 对话框，输入文件名，

单击【保存】，完成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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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  保存查询结果 

11.5 周长查询    

允许用户查询一系列首尾相连的曲线的总长度，这段曲线可以是封闭的，也

可以是不封闭的；可以是基本曲线，也可以是高级曲线，如：椭圆、公式曲线等

等。 

【命令名】Circum 

单击【查询】子菜单中【周长】选项，按照提示区所给的提示拾取曲线后，

屏幕上立即弹出【查询结果】对话框，在对话框中依次列出了这一系列首尾相连

的曲线中每一条曲线的长度以及总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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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取位置

 

(a) 拾取操作                 （b）查询结果 

图 11-9   周长查询 

11.6 面积查询  

此功能方便用户在设计过程中的一些面积计算。允许用户对一个封闭区域或

多个封闭区域构成的复杂图形的面积进行查询，此区域可以是基本曲线，也可以

是高级曲线所形成的封闭区域。 

【命令名】Area 

用鼠标在【查询】子菜单中单击【面积】选项。 

 

屏幕绘图区下方弹出的立即菜单和操作提示如右图所示，其中【拾取环内点】

是指拾取要计算面积的封闭区域内的点，拾取完成后构成封闭环的曲线将显示为

亮红色。 

注意：搜索封闭环的规则与绘制剖面线的一样，均是从拾取点向左搜索最小

封闭环，有关内容用户可参考文中的有关内容。 

立即菜单中的【增加面积】是指将拾取封闭区域的面积与其它的面积进行累

加；用鼠标选择该菜单或用 Alt+1 键可使该菜单变为【减少面积】，这是指从其

它面积中减去该封闭区域的面积。利用这个立即菜单可以计算出较为复杂的图形

面积。 

当用拾取结束后右击确认，用户可在弹出的【查询结果】

对话框中看到所选的所有封闭区域的面积总和。 

 

 

 图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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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查询如图 11-10 所示的阴影部分的面积。 

首先在【查询】菜单中选择【面积】选项，然后在【增加面积】状态下拾取

大圆内一点，再用鼠标单击或 Alt+1 组合键将立即菜单切换为【减少面积】，分

别拾取矩形和小圆内一点，拾取完后点鼠标右键确认，将弹出【查询结果】对话

框显示阴影部分的面积。 

                                                             

11.7 重心 

此功能方便用户在设计过程中的一些重心计算。允许用户对一个封闭区域或

多个封闭区域构成的复杂图形的面积进行查询，此图形可以是基本曲线，也可以

是高级曲线所形成的封闭区域。 

单击【查询】子菜单中的【重心】选项，在立即菜单中可通过 Alt+1 来切换

【增加环】和【减少环】方式，【增加环】和【减少环】与查询面积中的【增加

面积】和【减少面积】类似，都是拾取封闭区域的封闭环。因此，其操作与查询

面积的方法一样，只是在拾取完成后，系统在【查询结果】对话框中显示的是重

心的位置。 

11.8 惯性矩查询  

同样，此功能是为了方便用户在设计过程中的一些惯性矩计算。允许用户对

一个封闭区域或多个封闭区域构成的复杂图形相对于任意回转轴、回转点的惯性

矩进行查询，此图形可以是由基本曲线形成，也可以是由高级曲线形成的封闭区

域。 

 

图 11-11 惯性矩查询立即菜单 

【命令名】Iner 

单击【查询】菜单中【惯性矩】选项。 

单击立即菜单【 】可切换【增加环】方式和【减少环】方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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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查询面积和重心时的使用方法相同。 

单击立即菜单【 】，可从中选择坐标原点、Y 坐标轴、X 坐标轴、

回转轴和回转点方式。其中前三项为所选择的分布区域分别相对坐标原点、Y 坐

标轴、X 坐标轴的惯性矩，用户还可以通过回转轴和回转点这两种方式，自己设

定回转轴和回转点，然后系统根据用户的设定来计算惯性矩。 

用户按照系统提示拾取完封闭区域和回转轴（或回转点）后，系统立即在【查

询结果】对话框中显示出惯性矩。 

11.9 系统状态的查询 

CAXA 电子图板允许用户在作图过程中随时查询当前的系统状态。这些状态

包括当前颜色、当前线型、图层颜色、图层线型、图号、图纸比例、图纸方向、

显示比例、当前坐标系偏移、当前文件名、可用内存等等。 

【命令名】Status 

 

图 11-12  系统状态查询对话框 

单击子菜单中的【系统状态】一项，系统会立即弹出对话框并列出系统状态。

也可选择【工具】里的【属性查看】时时了解系统状态以及元素信息。 

11.10 右键操作功能中的查询 

CAXA 电子图板为用户提供了面向对象的右键直接操作功能，即可直接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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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元素进行属性查询、属性修改、平移、复制、旋转、镜像、陈列、部分存储、

输出 DXF 等等，如图 11-13，这使用户操作更快捷、高效，本节重点介绍右键菜

单中的属性查询。 

 

图 11-13 右键功能 

功能同【查询】子菜单中的【元素属性】选项一样，可查询绘图区上的各种

图形元素，包括直线、圆、圆弧、样条、剖面线、块等元素的属性。 

在系统【选择命令】状态下，依次拾取绘图区的一个或多个图形元素，被拾

取到的图形元素用亮红色显示，拾取完后右击，弹出一个右键操作快捷菜单，这

一操作在前面章节中曾多次提到，用户可参考前面章节的有关内容。单击菜单中

的【属性查询】选项之后即可弹出一个【查询结果】对话框，这一对话框与图 11-6

中的对话框完全一样，在对话框中按用户拾取的顺序依次列出图形元素的查询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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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章   文件检索  

文件检索的主要功能是从本地计算机或网络计算机上查找符合条件的文

件 。检索条件可以指定路径、文件名、EB 电子图板文件标题栏中属性的条件。 

单击 CAXA 电子图板主菜单的【文件】子菜单的【文件检索】项，可以激活

该功能，打开查找对话框。 

 

图 12-1 文件检索对话框 

12.1  设置路径 

    查找路径：指定查找的范围。可以通过手工填写，也可以通过单击【浏

览】按钮用路径浏览对话框选择。通过【包含子目录】选项可以决定只在当前目

录下查找还是包括子目录。按文件的名称和扩展名进行查找时，支持通配符【*】。 

12.2  属性条件 

属性条件：显示标题栏中信息条件，指定条件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和或）。

标题栏信息条件可以通过【编辑条件】激活编辑条件对话框编辑。 

12.3  编辑条件 

单击【编辑条件】按钮，弹出编辑条件对话框进行条件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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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编辑条件对话框 

条件显示区显示添加的条件，可以在下面条件编辑区和附加条件编辑区编辑

条件的内容。 

要添加条件必须先更改条件然后单击【添加条件】按钮，便会生成一个新的

条件项，。条件分为条件项、条件符、条件值三部分。 

条件项是指标题栏中的属性标题，如设计时间、名称等；下拉条中提供了可

选的属性。 

条件符分为三类：字符型、数值型、日期型。每类有几个选项，可以通过条

件符的下拉框选择。 

                   

条件项                               条件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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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值相应的分为三类：字符型、数值型、日期型；可以通过条件值后面的

编辑框输入值，如果条件类型是日期型，编辑框会显示当前日期，通过单击右面

的箭头可以激活日期选取对话框进行日期选取。 

如：要查找设计日期在 2000 年 8 月 20 日之前的图纸，在条件项的下拉条中

选择设计日期，在条件类型中选择日期型，然后在条件符中选择【早于】，在条

件值中选择 2000 年 8 月 20 日，单击【添加条件】，则产生了一个条件，显示在

条件显示区。 

条件关系：当添加了两条以上的条件则可以进行条件关系的选择，条件关系

分为：【与】【或】两种。 

选中条件显示区的条件可以删除或进行编辑。  

编辑好条件后，单击【添加条件】按钮，这时在【条件显示】栏中就会显示

相应的条件内容。单击【确定】按钮后，系统会弹出【保存】对话框，可以将编

辑好的条件保存，在下次使用时可以直接单击【读取条件】按钮，打开已有的查

询条件。 

12.4  查找结果 

单击【开始搜索】按钮，该路径下的符合条件的文件在查找结果区显示出来。 

 

图 12-3 查找结果显示 

    查找结果实时显示查找到的文件的信息和文件总数。文件总数超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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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时停止检索。选中一个查找结果可以在右面的属性区查看标题栏内容，在预

显图形区预显图形，通过双击可以用 EB 电子图板打开该文件。 

可以通过设置【预览方式】复选按钮决定以何种方式预显图形。 

位图:如果选择位图浏览图形，只能浏览整张图纸并不能放大、缩小和平移图

纸，但是这种浏览方式不需要占用计算机的太多资源，因此显示速度较快。 

浏览器:选择浏览器浏览图形，可以使用放大、缩小和平移的方法浏览图纸，

但是这种浏览方式需要占用计算机的部分资源，因此显示速度较慢。 

 

图 12-4  位图方式预显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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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浏览器方式预显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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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章   数据接口  

13.1 形文件问题 

在转化的过程当中，会弹出对话栏提示，要求查找到形文件以匹配原来文件

的字体。 

如果有形文件，则指定形文件位置。 

 

图 13-1 查找形文件 

可以从 AutoCAD 安装目录下的 Font 目录下寻找或者将提示所需文件拷贝到

电子图版安装目录下的 Userfont 文件夹下，然后在 Userfont 目录中选择所需文件，

单击【打开】即可，如没有形文件，在提示对话框中可选择取消，系统自动用默

认的字体代替则转换过来的图形，但这样会有部分字体与原来字体不同。 

也可以在系统配置中指定形文件的路径，则下次打开 DWG/DXF 文件时，系

统会在指定的目录中搜索匹配的形文件。设置形文件路径方法如下： 

单击【工具】菜单中的【选项】命令，单击【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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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 系统配置对话框 

单击形文件路径右边的【浏览】按钮 ，可以进入浏览文件的选择。 

 

图 13-3 形文件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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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Dwg/Dxf接口设置 

13.2.1 Dwg/Dxf线型匹配方式 

打开 Dwg/Dxf 文件时，如果文件中的线型存在多种颜色，用户可以根据线型

的不同颜色制定相应的线宽，软件可以根据颜色打开并区分 Dwf/Dxf图纸的线宽。

同时，系统能够自动读入 Dwg 文件中插入的图片. 

单击并选择【工具】菜单中的【选项】，系统弹出【系统配置】对话框，

单击【Dwg接口设置】。如图 13-4所示 

 

图 13-4 系统配置对话框 

在【Dwg接口设置】对话框中的【线宽匹配方式】下拉列表中选择【颜

色】，系统会弹出如图所示对话框。如图 1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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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 颜色配置 

在对话框中可以按照 AutoCAD中的线型颜色，指定线型的宽度。用户可

以使用【系统线宽】下拉列表提供的线宽，也可以使用【自定义线宽】

选项，指定线宽数值。 

 

图 13-6 

【保存配置】和【加载配置】。 

用户可以将设置好的参数进行保存，下次打印时可以直接载入配置文件

进行使用。 

单击【保存配置】按钮 ，在【保存颜色配置文件】对话框中，

指定配置文件的名称和保存路径，保存配置文件。如图 1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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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7 保存颜色配置文件 

单击【加载配置】按钮 ，在【打开颜色配置文件】对话框中，指定

配置文件的名称和保存路径，打开配置文件。如图 13-8 所示 

 

图 13-8 打开颜色配置文件 

13.2.2 CRC检查 

在电子图板读入 AutoCAD 文件时，系统提示文件出错，无法打开，这时需

要进行如下设置打开主菜单下【工具】里【选项】，就会弹出【系统设置】对话

框，在【Dwg 接口设置】中将【Crc 检查】的复选框里的选择去掉，如下图，也

可以在 AutoCAD 中使用 Recover.命令，修复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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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9 CRC 检查 

13.2.3 DWG输出设置 

在将电子图版文件保存为 Dwg/Dxf 格式文件时，系统默认将文字、尺寸、块

保存为块的形式，如果在 【Dwg 输出设置】中选择【尺寸】、【文字】、【块】

核选框，则相应部分被打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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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0 打散实体选择 

13.3 AutoCAD图形的转换 

CAXA 可将 AutoCAD 各版本的 Dwg/Dxf 文件批量转换为 EXB 文件，也可

将 CAXA 电子图版各版本的 EXB 文件批量转换为 AutoCAD 各版本的 Dwg/Dxf

文件，并可设置转换的路径。 

单击【文件】下拉菜单中的【Dwg/Dxf 批转换器】命令，弹出【批转换器】

对话框。如图 1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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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1  批转换器对话框 

【转换方式】有【将 Dwg/Dxf 文件转换为 Exb 文件】【将 EXB 文件转换为

AutoCAD Dwg/Dxf 文件】两种。 

将 EXB 文件转换为 AutoCAD Dwg/Dxf 文件可以单击【设置】先选择转换数

据方式，如图 13-12 所示。将 Dwg/Dxf 文件转换为 EXB 文件会出现指定型文件

位置的提示，这个在后面会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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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2  不同转换方法的设置 

 

【文件结构方式】分为按文件列表转换和按目录结构转换两种方式。 

按文件列表转换：从不同位置多次选择文件，转换后的文件放在用户指定的

一个目标目录内。如图 13-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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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3  按列表转换 

转换后文件路径：进行文件转化后的存放路径。 

添加文件：单个添加待转换文件。 

添加目录：添加所选目录下所有符合条件的待转换文件。 

清空列表：清空文件列表。 

删除文件：删除在列表内所选文件。 

开始转换：转换列表内的待转换文件。转换完成后软件会询问是否继续操作，

可以根据需进行判断。 

 

 

             图 13-14 转换提示 

按目录结构转换：按目录的形式进行数据的转换，将目录里符合要求的文件

进行批量转换。如图 13-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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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5  按目录转换 

如果将 CAD 中的图纸拷贝到电子图版中，系统默认图纸是一个块，是个整

体，而且会保持 CAD 原来的线形颜色，如果 CAD 是白底黑字，拷贝过来的图素

是黑色的，需要把电子图板的界面改成白底的，才可以看到图素了。建议需要 CAD

原有的图形，可以考虑用并入文件，或者把比较经常用的图形定义成一个图库。

电子图板有传统的块定义工具，也提供了更方便、实用的参量化标准件库的自定

义工具，可以采用并入或者直接调用设置好的图库。 

如果 CAXA  EB 将 AutoCAD 的文件读过来的时候出现字体自动换行现象，

可以将自动换行的字体选中然后进行编辑,将【框填充方式】里的自动换行改为手

动换行即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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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6 框填充方式 

13.4 DWG/DXF文件保存 

输出 AutoCAD 不同版本的 Dwg/Dxf 文件。 

单击并选择【文件】下拉菜单中的【另存文件】，在保存类型中可选择多个

版本的 Dwg/Dxf 格式来存储。支持 AutoCAD R12 到 AutoCAD 2006 的 Dwg/Dxf

文件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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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7 另存文件 

输入文件名后，单击【确定】按钮，输出所选的 AutoCAD 文件。 

选择需要输出的图形，单击右键，弹出如下快捷菜单，选择【输出 Dwg/Dxf】，

则会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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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8 输出 DWG/DXF 

【Dwg/Dxf 输出】对话框，在【文件名】处输入要存储的文件名，在【保存

类型】中选择要保存的格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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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9 DWG/DXF 输出 

单击【确定】按钮，输出所选的图形，并保存为 Dwg/Dxf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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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增强功能篇  

第 14章   打印排版  

14.1 概述 

打印排版功能主要用于批量打印图纸。该模块按最优的方式进行排版，可设

置出图纸幅面的大小、图纸间的间隙并且可手动调整图纸的位置，旋转图纸，并

保证图纸不会重叠。 

单击 CAXA 电子图板主菜单的【工具】菜单【外部工具】子菜单中的【打印

排版工具】一项，即可启动打印排版功能。（在【个人协同管理工具】中的打印

功能中选择打印的文件超过一个时，图纸管理系统自动启动打印排版，并将目标

文件进行优化排版）。 

 

图 14-1 打印排版界面 

14.2 新建 

建立新的排版环境，包括打印图纸输出幅面宽度，图纸间的间隙等。 

    单击打印排版主菜单的【文件】子菜单中的【新建】一项或者单击新建按钮 。

弹出新建对话框如图。在对话框中选择输出幅面（打印宽度），设置图纸间距并确

定。即可开始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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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 新建对话框 

14.3 插入、删除文件 

14.3.1 插入文件 

读取图纸文件和工艺卡片文件插入到排版系统中，并进行重新排版，支持多文件

选择。 

单击主菜单的【排版】子菜单中的【插入图形】一项或者单击插入图形文件按钮

，在弹出的打开文件对话框中选定要插入的图形文件并单击【打开】按钮。打

开的图形文件就插入到新建的打印排版环境中。在插入图形时，支持多文件选择。 

 

 

图 14-3 打开文件对话框 



CAXA 电子图板2007 

349 

 

图 14-4 插入多个文件 

14.3.2 删除文件 

将文件从打印排版环境中删除。 

选中要删除的文件，单击主菜单 【排版】子菜单中的【删除图形】一项或

者单击删除图形文件按钮 ，然后直接将相关图形文件删除即可，也可以选中图

形文件后右击，选择【删除】。如图所示 

 

图 14-5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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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手动调整 

单击主菜单的【打印排版】中的【手动调整】一项，其子菜单中有【平移】

和【翻转】两项功能。 

 

图 14-6 手动调整菜单 

14.4.1 平移调整 

单击【平移】项或者单击平移调整按钮 。用鼠标选中需要移动的图形，然

后按住鼠标左键拖动鼠标，就可上下左右平移该图形。 

14.4.2 翻转调整 

 单击【翻转】项或者单击翻转调整图标 。用鼠标选中需要旋转的图形，

系统自动计算其两侧的旋转空间，使图形沿着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方向旋转 90 度

角。 

14.4.3 图形重叠 

在文件得平移和翻转调整时，将文件暂时重叠，便于文件位置的调整 

单击主菜单【排版】中的【图形重叠】一项或者单击图形重叠按钮 ，然后

就可以直接对文件进行任意位置的调整。被重叠的图形将显示为灰色。 

14.5 重新排版 

忽略手工排版所做的修改（移动、旋转、删除），进行重新排版。 

单击主菜单【打印排版】中的【重新排版】一项或者单击重新排版按钮 。在

弹出的新建对话框中重新选择打印幅面大小和图纸间距，单击确定后，系统将对打

开的多个图形文件

进行重新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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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7  重新排版 

此外，选中任意一张图纸，右击会弹出各项功能的快捷命令菜单可以方便您

的操作。 

 

图 14-8  右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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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图形文件预览 

图纸文件的预览可以使用浏览器或位图浏览两种方式。按下 按钮将启动浏

览器浏览方式。使用浏览器方式浏览时，可通过上面的工具条对指定的图形进行

放大、缩小、平移等操作，但是选择图形时，显示速度将明显慢于位图浏览方式。 

14.7 幅面检查功能 

检查图纸是否有超出其幅面设置，以免图纸错位。单击图标 可运行该功

能。 

14.8 输出绘图 

将排版完毕的图形按一定要求由输出设备输出图形。 

（1）单击【文件】菜单中的【绘图输出】一项或者单击绘图输出按钮 。

在弹出的绘图输出对话框中可以进行线宽设置、映射关系、文字消隐、定位方式

等的一系列相关内容设置，即可进行绘图输出。 

 

图 14-9 绘图输出对话框 

（2）主对话框中各选项的内容说明如下： 

 打印机设置区：在此区域内选择需要的打印机型号，并且相应地显示打

印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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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张设置区：在此区域内设置当前所选打印机的纸张大小，以及纸张来

源。 

 图纸方向设置区：选择图纸方向为横放或竖放。 

 图形与图纸的映射关系：是指屏幕上的图形与输出到图纸上的图形的比

例关系。 

【自动填满】指的是输出的图形完全在图纸的可打印区内。 

【1：1】指的是输出的图形按照 1：1 的关系进行输出。 

注意：如果图纸幅面与打印纸大小相同，由于打印机有硬裁剪区，可能导致

输出的图形不完全。要想得到 1：1的图纸，可采用拼图。 

 预显：单击此按钮后系统在屏幕上模拟显示真实的绘图输出效果。（见

图 14-10） 

 

图 14-10 打印预显 

 

 线型设置：单击此按钮后系统弹出【线型设置】对话框（见图 14-11），

系统允许输入标准线型的输出宽度。在下拉列表框中列出了国标规定的线宽系列

值。用户可选取其中任一组，也可在输入框中输入数值。线宽的有效范围为

0.08~2.0mm。 

注意：当设备为笔式绘图仪时，线宽与笔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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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1 设置线宽对话框 

 打印到文件：如果不将文档发送到打印机上打印，而将结果发送到文件

中，可选中打印到文件复选框。选中该开关后，系统将控制绘图设备的指令输出

到一个扩展名为.prn 的文件中，而不是直接送往绘图设备。输出成功后，用户可

单独使用此文件，在没有安装 EB 的计算机上输出。 

 文字消隐：在打印时，设置是否对文字进行消隐处理。 

 黑白打印：在不支持无灰度的黑白打印的打印机上，达到更好的黑白打

印效果，不会出现某些图形颜色变浅看不清楚的问题，使得电子图板输出设备的

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文字作为填充：在打印时，将文字作为图形来处理。 

 定位点：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原点定位和中心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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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章   图纸管理  

15.1  概述 

    CAXA 电子图板里的图纸管理系统，可以自动提取图纸数据、分析产品

间的装配关系、建立反映这种关系的产品树；也可以手工建立产品树，并进行插

入、联接、用 EB 打开、删除、拷贝、粘贴、剪切等操作。可以方便地对产品进

行查询、统计、汇总系统信息等操作。 

图纸管理系统的界面友好，可通过多个视图显示产品的结构、图纸的标题栏、

明细表信息和预览图形等。单击开始菜单【程序】的【CAXA 电子图版 2007】子

菜单中的【图纸管理系统】一项，便可进入图纸管理系统。 

 

图 15-1 图纸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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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产品树建立 

15. 2.1 自动建立产品树 

指定一套产品的图纸所在的路径集和关键属性（如图号、零件编号等），系统

自动提取、分析数据、建立反映其装配关系的产品树。 

（1）单击图纸管理系统主菜单的【文件】，在子菜单中选择【自动生成产品树】

一项或者单击【自动建树】按钮 或者使用快捷键 Alt+A，即可激活自动建

立产品树功能。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文件路径，如图所示。 

 

 

图 15-2 自动建立产品树对话框 

（3）单击自动生成产品树框中的【添加目录】按钮，在弹出目录选择对话框中

找到需要生成产品树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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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 路径选择对话框 

（4）单击确定后，可以看到选择的文件路径添加到了自动生成产品树对话框的

【源文件目录】下的【源文件路径】栏中。重复上述操作，可以添加多个

路径。如果目录中存在子目录，可以选中对话框中的【包含子目录中的图

纸文件】复选框。 

 

图 15-4 获得文件路径 



CAXA 电子图板2007 

358 

（5）单击确定后，弹出【正在分析数据，请稍候】提示对话框。 

 

图 15-5 分析数据提示 

（6）单击确定以后，弹出【完成】提示框，提示您完成了自动建立产品树，请

手动修改不合适的部分。 

 

图 15-6 完成提示 

（7）确定后，便在图纸管理系统中自动生成被选择文件的产品树。在详细

资料中显示了一些在自动生成过程中记录的信息。 

 

图 15-7 产品树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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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 读入EB97图形文件的图纸信息 

读入EB97图形文件的图纸信息，对图纸信息进行查询、统计、汇总系统信息等

操作。 

（1）打开软件的安装目录，在目录中的 Data 文件夹内有一个文件名为

StdAttrib 的文件。使用【记事本】（txt 文本格式）打开该文件。如图所示。 

 

图 15-8   StdAttrib 记事本文件 

（2）在默认情况下，文档的【读取控制】等于 0，此时软件不能读取 EB97

图形文件的图纸信息。只有将【读取控制】等于 97 并保存文件，软件才可以读

取 EB97 图形文件的图纸信息。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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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9 修改后的 StdAttrib 文件 

（3）保存 StdAttrib 文件，退出。打开【图纸管理】，单击并选择【文件】

菜单下的【自动生成产品树】命令，或者直接单击【自动生成产品树】 按钮，

系统会弹出【自动生成产品树】对话框。选中【指定提取 EB97 图纸信息所需的

模板文件】复选框，通过浏览的方法打开相应的读入模板。如下图。 

 

图 15-10  【自动生成产品树】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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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击【添加目录】按钮，选择相应的产品内容，单击【确定】进行数

据读取。 

注意：EB97 图纸信息所需的模板文件是需要用户自己定义的。 

15.2.3 将提取到的数据直接输出到EXCEL、ACCESS或文本文件中 

将提取到的明细表数据直接输出到EXCEL、ACCESS数据库或文本文件中。 

（1）打开【图纸管理】，单击并选择【文件】菜单下的【自动生成产品树】

命令，或者直接单击【自动生成产品树】 按钮，系统会弹出【自动生成产品树】

对话框。选择【输出明细表信息至 Excel、Access 或文本文件中】复选框。 

 

图 15-11 【自动生成产品树】对话框 

（2）单击【浏览】按钮，在【文件名】栏中输入文件名，在【保存类型】

栏的下拉菜单中选择相应的文件类型。单击【保存】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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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2  选择保存类型 

15.2.4  建立产品树过程中检查一整套产品设计图纸填写内容是否正确 

建立产品树过程中检查一整套产品设计图纸填写内容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系

统会有相应的提示，并让用户选择。 

（1）打开【图纸管理】，单击并选择【文件】菜单下的【自动生成产品树】

命令，或者直接单击【自动生成产品树】 按钮，系统会弹出【自动生成产品树】

对话框。选择【检查装配明细表与零部件标题栏的填写是否一致】复选框。单击

【确定】。 

 

图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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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发现图纸中明细表与标题栏内容不一至，系统会弹出提示对话框，

可以选择读入信息的类型，也就是读入信息以标题栏为准还是以明细表为准。如

下图。 

 

图 15-14  校核明细表与标题栏 

注意：对话框中的【修改】，并不会修改图纸中的相应内容。 

15.2.5  手动建立产品树 

手工建立产品树。 

（1）在主菜单的【文件】下拉菜单中选择【手动生成产品树】子菜单中的

【新建项目】项。 

 

图 15-15 手动建立产品树菜单 

（2）在弹出的【新建项目】对话框中单击【浏览】按钮，然后在打开对话框中

选定要添加的图纸文件并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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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6 添加产品 

（3）将图纸文件添加到添加文件对话框后，可以对图纸文件进行属性定义、修

改，预览图形，还可以增加属性和删除属性。 

 

图 15-17 属性修改 

（4）单击确定后，弹出获得标题对话框，在【表示名称的项】的子菜单中选择

表示该组件的名称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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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8 获得标题 

（5）按确定后，便将该图形文件作为产品树的根结点添加到图纸管理系统中去。

如果该图纸中有明细表信息，系统会提示是否将明细表信息也一起添加到

产品树中，如果选择【是】。系统将明细表中的零部件添加到根结点的下

一级结点，但是并没有与该零部件的图纸文件建立联系（产品树中结点图

标为空白图纸）。 

 

图 15-19 得到产品树根结点 

（6）在产品树显示栏的显示零件上点右键出现快捷命令菜单，选择【添加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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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系统显示：【向已有产品树添加零部件】。 

 

图 15-20  添加组件 

这里介绍一下在产品树中的零部件上右击弹出的快捷命令菜单的各项功能。 

 

删除组件：将不合适的组件删除。 

复制组件：复制被选组件并将其放入暂存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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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组件：剪切被选组件并将其放入暂存树。 

粘贴组件：插入暂存树内容。 

编辑属性：编辑、修改某组件的属性值。 

打开文件：用 EB 电子图板打开文件。 

链接文件：将已存在于树中的组件与图纸文件建立联接。 

15.3 设置显示内容 

对图纸管理系统中的产品树零部件的标题栏和明细表显示内容进行设定。 

（1）单击图纸管理系统主菜单【设置】下拉菜单中的【显示内容】一项。 

 

图 15-23  

（2）在子菜单中选择【标题栏】，弹出【显示设定】对话框，在【属性名

称】栏中选择需要显示的属性名称并确定即可。此外还可以根据您的需要删除某

些属性。 

 

图 15-24 标题栏显示设定 

（3）选择子菜单中的【明细表】也会弹出同样的【显示设定】对话框，重

置属性名称中各项的状态可以对明细表中的显示内容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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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设置预览方式 

对图纸管理系统中的产品树零部件的图形显示方法进行设定。 

（1）单击图纸管理系统主菜单【设置】下拉菜单中的【设置预览方式】一

项。 

 

图 15-25  

（2）在菜单中选择相应的图形预览方式。 

位图:如果选择位图浏览图形，只能浏览整张图纸并不能放大、缩小和平移图

纸，但是这种浏览方式不需要占用计算机的太多资源，因此显示速度较快。 

浏览器:选择浏览器浏览图形，可以使用放大、缩小和平移的方法浏览图纸，

但是这种浏览方式需要占用计算机的部分资源，因此显示速度较慢。 

15.5 查询 

15.5.2 更新数据 

产品树建立完成后，如果图纸中明细表或标题栏内容有所修改，可以通过【更

新数据】来更新图纸管理中的产品信息内容。单击并选择【查询】菜单中的【更

新数据】或者直接单击【更新数据】 按钮，系统会弹出相应的提示框，单击【是】，

完成数据的更新。 

     

图 15-26  【更新数据】的提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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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3 校核重量 

对产品信息中的明细表与标题栏内容进行重量校核 

产品树建立完毕后，单击并选择【查询】下拉菜单中的【校核重量】或者直

接单击【校核重量】 按钮，对产品信息中的明细表与标题栏内容进行校核重量，

如果软件检测到明细表与标题栏内容不符或着缺少相关信息，系统会弹出相应提

示框。 

15.5.4  分类Bom表 

通过条件查询，可以实现输出三表（图样目录、标准件、外购件等）以及自定

义条件的查询和结果的输出；可以对结果各项按字母或数量的升序与降序进行排序；

用户可以自定义所需的输出项目，并可以选择将结果输出到Excel、Access或记事本

中。 

（1）建立产品树后，单击并选择【查询】菜单中【分类 Bom 表】或者直接

单击【分类 BOM 表】 按钮，系统会弹出【分类 Bom 表】对话框。如下图。 

 

图 15-27【分类 Bom 表】对话框 

可以实现输出三表（图样目录、标准件、外购件等）以及自定义条件的查询

和结果的输出； 

（2）单击【分类 Bom 表】对话框中的【标准条件】按钮，在【打开】对话

框中的【查找范围】内选择软件安装目录下的 Data 文件夹，选择相应的查找条件

（软件自带图样目录、标准件、外购件三个查询条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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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8  选择【查找范围】 

（3）如果查询条件与实际图纸不符，可以直接单击【编辑条件】对查询条

件进行相关修改，修改好后直接单击【确定】，将修改好的查询条件保存（另存

在其他目录下），下次再使用时可以直接单击【常用条件】调用使用。 

 

图 15-29 【编辑条件】对话框 

（4）查询条件设置好后，单击【开始查询】按钮，对产品内容进行查询，

并且可以直接单击【输出分类表】按钮，将查询结果输出到 Excel、Access 或记

事本中。 

可以对结果各项按字母或数量的升序与降序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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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查询结果显示后，只需要用鼠标单击相应的列，如图所示。就可以根

据各项的字母或数量的升序与降序进行排序。 

 

图 15-30  对查询结果进行升序与降序的排序 

用户可以自定义所需的输出项目，并可以选择将结果输出到 Excel、Access

或记事本中。 

（6）得到查询结果后，单击【输出分类表】，系统会弹出【设置输出项目】

对话框，可以调整输出项目的内容和位置，调整好所需的输出项目后，单击【确

定】按钮，如下图。然后在【保存】对话框中填入文件名并选择输出的文件类型。 

 

图 15-31  选择输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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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5 装配Bom表 

通过条件查询，输出能够显示产品装配关系的明细表信息到Excel、Access或记

事本中 

（1）单击并选择【查询】菜单中的【装配 Bom 表】或者直接单击【装配 Bom

表】 按钮，软件会弹出【装配 Bom 表】对话框，如下图。 

 

图 15-32 【装配 BOM 表】对话框 

（2）单击【新建】 按钮，用鼠标点选【浏览】 按钮，在【打开】对话

框中选择相应的查询条件。单击【打开】完成查询条件的添加。 

 

图 15-33 添加查询条件 

（3）同理，可以使用【删除】 按钮，删除查询条件。软件中的【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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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下移】 按钮，可以调整查询条件的顺序。 

（4）装配表的类型选择【多层】，类别之间插入【1】，也就是类别之间空

一行，这样可以显示不同零件的装配关系 

（5）条件添加好后，单击【开始查询】按钮，软件会自动根据查询条件显

示产品的装配关系如下图。 

 

图 15-34  根据查询条件显示产品的装配关系 

（6）如果需要还可以对查询条件进行编辑，并对查询内容进行输出，以上

这些操作基本与【分类 Bom 表】的操作一致，这里就不再复述了。 

15.5.6 系统信息 

以文本方式显示产品树的总体信息、结构信息和图纸信息，并可存为文件、打

印。 

建立产品树后，单击并选择【查询】下拉菜单中的【系统信息】或者直接单

击【系统信息】 按钮，软件会弹出相关产品的系统信息并且可以反映相应的

产品结构和零件属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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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5 系统信息 

产品树的系统信息分为总体信息、结构信息和组件信息。 

总体信息：包括项目名称、查询时间、总组件数、有图纸的组件数等信息； 

结构信息：表达产品树中组件间的装配关系，子组件比父组件向后缩进一定

空格表示其从属关系。 

组件信息：显示组件中属性的值。 

如果需要，可以对产品系统信息进行保存或打印输出。如下图。 

 

图 15-36 保存系统信息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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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文件检索 

在【图纸管理】中新增加了，【文件检索】功能，可以实现在【图纸管理】中

检索本地计算机或网络计算机上符合查找条件的文件。 

（1）打开【图纸管理】工具，单击并选择【文件】下拉菜单中的【文件检

索】或直接单击【文件检索】 按钮，系统弹出【文件检索】对话框。如下图。 

 

图 15-37 【文件检索】对话框 

（2）搜索路径：指定查找的范围。可以通过手工填写，也可以通过单击【浏

览】按钮用路径浏览对话框选择。通过【包含子目录】选项可以决定只在当前目

录下查找还是包括子目录。按文件的名称和扩展名进行查找时，支持统配符【*】。 

（3）单击【编辑条件】按钮，在【编辑条件】对话框中进行相应的条件编

辑。如下图。编辑好条件后，单击【添加条件】按钮，这时在【条件显示】栏中

就会显示相应的条件内容。单击【确定】按钮后，系统会弹出【保存】对话框，

可以将编辑好的条件保存，在下次使用时可以直接单击【读取条件】按钮，打开

已有的查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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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8 编辑查询条件 

（4）设置好条件后，单击【开始搜索】按钮，系统会自动在搜索路径内进

行搜索，将符合条件的文件显示在【查找结果】内。选择文件后系统会显示零件

图纸中的属性名称和属性值以及零件的图纸。如下图。 

 

图 15-39  显示零件图纸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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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章   CAXA_EB文件浏览器  

CAXA_EB 文件浏览器主要用于查看扩展名为 Exb 文件。在浏览器中可以对

图形进行放大、缩小、窗口显示等显示操作，而且显示变换操作可以进行

Undo/Redo。并可打印出图。 

单击 CAXA 电子图板主菜单的【工具】菜单【外部工具】子菜单中的【Exb

文件浏览器】即可激活文件浏览器功能，弹出文件浏览器主界面。 

 

图 16-1 文件浏览器界面 

16.1  打开 

    单击文件浏览器主菜单的【文件】子菜单中的【打开】一项或者单击打

开图标或者执行快捷键命令 Ctrl+O，即可激活打开命令，弹出文件打开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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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 文件打开对话框 

    选定要打开的文件，可以预览图形文件的有关信息和图形。单击【打开】

按钮后，即可在文件浏览器中对图形文件进行浏览操作。 

16.2  浏览 

    单击浏览器主菜单的【浏览】子菜单的各项功能或者直接单击它们对应

的图标，能对打开的图形文件进行浏览。 

 

图 16-3 浏览菜单 

16.2.1 显示窗口 

单击【浏览】子菜单中的【显示窗口】项或者单击显示窗口按钮 ，即可

激活该功能，拖动鼠标用方框画出需要显示的图形区域，按鼠标左键确认，此区

域便以整个窗口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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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 显示缩小 

单击【浏览】子菜单中的【显示缩小】项或者单击显示缩小按钮 ，即可

激活该功能，鼠标变成显示缩小图标，在窗口任意位置单击鼠标左键便可缩小图

形。 

16.2.3 显示放大 

单击【浏览】子菜单中的【显示放大】项或者单击显示放大按钮 ，即可

激活该功能，鼠标变成显示放大图标，在窗口任意位置单击鼠标左键便可放大图

形。 

16.2.4 动态显示缩放 

单击【浏览】子菜单中的【动态缩放】项或者单击动态显示缩放按钮 ，

即可激活该功能，鼠标变成动态缩放图标，按住鼠标左键，上下移动鼠标就能放

大或缩小图形。使用 shift+鼠标右键也可实现该项功能。 

16.2.5 动态平移 

单击【浏览】子菜单中的【动态平移】项或者单击动态平移按钮 ，即可激

活该功能，鼠标变成动态平移图标，按住鼠标左键，移动鼠标就能平行移动图形。

使用 shift+鼠标左键也可实现该项功能。 

16.2.6 显示全部 

单击【浏览】子菜单中的【显示全部】项或者单击显示全部按钮 ，即可激

活该功能，被放大或者缩小的图形便以填满窗口的形式全部显示出来。 

16.2.7 显示复原 

单击【浏览】子菜单中的【显示复原】项，即可激活该功能，被放大或者缩

小的图形便会恢复到原始显示状态。 

16.2.8 显示回溯 

单击【浏览】子菜单中的【显示回溯】项或者单击显示回溯按钮 ，即可激

活该功能，图形回到前一显示状态。 

16.2.9 显示向后 

单击【浏览】子菜单中的【显示向后】项或者单击显示向后按钮 ，即可

激活该功能，图形回到后一显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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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章   应用程序加载  

      在 CAXA 中，可通过【应用程序管理器】和【外部工具】来加载其它

程序，扩展实用功能。 

17.1 应用程序 

17.1.1 应用程序管理器 

应用程序管理器用来管理电子图板二次开发应用程序的，在【文件】菜单中

选择【应用程序管理器】命令，可以弹出如图所示的对话框。 

 

图 17-1 应用程序管理器对话框 

在【应用程序路径】列表框中列出了您所选择的二次开发应用程序所在的路

径，在【应用程序列表】中列出了所有选中路径中所包含的二次开发应用程序，

通过应用程序管理器您可以实现以下操作：添加应用程序路径、删除应用程序路

径、修改应用程序路径、加载和卸载二次开发程序和设置自动加载应用程序。 

17.1.2 添加应用程序路径 

单击按钮 或按【Insert】键，会弹出如图所示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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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 浏览文件夹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可以选择所需要的路径，单击【确定】按钮后，会在【应用程序

路径】列表框中添加上所选的路径：安装目录\CAXA\CAXAEB\App，单击【确

定】（如图 17-3），而且在下面的【应用程序列表】中会列出该路径中的所有电

子图板二次开发应用程序，您可以选择进行加载（如图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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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3 安装路径 

 

图 17-4  加载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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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之后，在电子图版的界面上就会増加相应的选项(如下图)。 

 

17.1.3 删除应用程序路径 

 在【应用程序路径】列表框中选择要删除的路径，然后单击按钮 或按

【Delete】键，如果该路径中没有二次开发应用程序被加载，则所选的路径就可

以被删除掉；如果在该路径中有应用程序被加载，请卸载后再删除路径。 

17.1.4 修改应用程序路径 

在【应用程序路径】列表框中，使用鼠标左键双击需要修改的路径，则会在

相同位置上出现一个编辑框，在编辑框中可以输入新的路径，输入完成以后按回

车确认，如果修改前的路径中有应用程序被加载，则修改操作会失败，请卸载后

再修改路径。 

17.1.5 加载和卸载二次开发程序 

 在【应用程序列表】中列出了所有的可供加载的二次开发应用程序，每一

个应用程序对应着一个核选框，选中以后表示加载，否则为不加载，单击【确定】

按钮以后，应用程序管理器会根据选择对应用程序进行相应的加载和卸载处理。 

17.1.6 设置自动加载应用程序 

如果选中【在下次启动 CAXA-EB 时自动加载列表框中选中的应用程序】选

项，则当前加载的所有列表框在下次电子图板启动时会自动加载，如果不选择这

个选项，则下次电子图板启动是不会加载任何二次开发应用程序。 

17.2 外部工具 

在【工具】菜单中选择【外部工具】会有如图 17.5 所示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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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5  外部工具下拉菜单 

17.2.1 个人协同管理工具 

  企业版专属工具 

17.2.2 数据接口 

  企业版专属工具，如果标准版使用此项会出现如下提示： 

 

图 17-6 数据接口未安装提示 

17.2.3 打印排版  

详见第 14 章【打印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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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综合实例  

 

通过前面各个章节的介绍，读者已经对电子图板的各项功能有了比较全面的

了解，在本章中将通过几个实例，介绍 CAXA 电子图板的使用。由于篇幅所限，

在例子中只介绍绘制过程中的典型步骤及绘图要领，而具体图形的绘制方法及步

骤用户可参照有关章节的内容。 

例1： 

 

 

 

 

 

 

 

 

 

 

 

 

 

 

 

 

图 18-1  虎头钩 

绘制如图 18.1 所示的虎头钩。 

【操作步骤】  

1. 设置图纸幅面并且调入图框和标题栏。 

选择【幅面】菜单中的【幅面设置】命令，在弹出的图纸幅面对话框中将图

纸幅面设置为 A3，图纸方向设置为竖放，绘图比例设置为 1:1；在【调入图框】

下拉条中选择【竖 A3】图框；在 【调入标题栏】下拉条中选择 【国标】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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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并确定，如图 18-2 所示 

 

图 18-2  幅面设置    

2. 按照尺寸画出主要中心线和定位线。 

将当前层设置为中心线层，根据尺寸绘制出中心线。如图 18-3 所示： 

 

图 18-3  绘制中心线 



CAXA 电子图板2007 

387 

3. 画出已知条件Φ 52、Φ 26、R10、R60、R24 的圆。 

将当前层设置为 0 层。在相应位置作出圆，绘制圆使用圆命令中的圆心_半

径方式，圆心的位置为步骤 2 中的中心线的交点，如图所示。 

      

                                                                 

工具点菜单 

为使圆心精确定位在交点上，可以使用工具点菜单。工具点菜单的使用方法

是：当系统提示输入【圆心点：】时，按下空格键或者按下 Shift 键同时右击弹出

工具点菜单，选择【I 交点】项，然后用鼠标拾取定位圆心的两条直线，这样直

线交点即为圆心点。也可以在系统提示输入【圆心点：】时，按下快捷键【I】，

同样可以用交点方式拾取点。 

精确定位圆心还可以使用导航点方式。导航点捕捉方式是通过光标线对若干

特征点进行导航，如：孤立点、直线端点、直线中点、圆或圆弧的象限点和圆心

点。当光标线与特征点相重合时，光标线即由实线变为虚线，表明当前光标的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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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值与被捕捉到的特征点的相应坐标值相等（在当前坐标系下）。如图 18-4 所示。 

 

 

 

 

 

 

图 18-4 导航点方式 

4. 分别求出 R20、R30、R40 和 R158 的圆心 A、B、C、D 并且画出它们。 

将当前层设置为 0 层，根据图中各个元素的几何关系，求出以上各圆的圆心。

并且按照步骤 3 中的方法画出相应的圆。如图 18-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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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5  求圆心、绘制圆 

也可以使用其他的方法绘制出这些圆，如下是 R20 圆的绘制，其他圆的绘制

方法类似。 

R20 圆的绘制：在【绘图工具】工具栏上单击【等距线】按钮 ，输入等距

距离：15，拾取中心线 1，生成辅助直线 2。单击【圆】，选择【两点-半径】方

式，按空格键在弹出的工具点菜单中选择【切点】，拾取Φ 52 的圆，再次按空格

键弹出工具点菜单选择【切点】，拾取直线 2，输入半径 20，得到 R20 圆，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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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画出连接圆弧 R20、R12 及 R10 与 R20 和 R30 与 R24 的公切线，然后裁

剪多余的线条并且删除作图过程中的辅助线，并且绘制出剖面图。 

在绘制 R20 的圆时，使用两点_半径方法。当系统提示【第一点（切点）：】

时，使用工具菜单中的【T 切点】项，然后用鼠标拾取圆弧 1，系统提示改变为

【第二点（切点）：】，同样使用工具菜单中的【T 切点】项，用鼠标拾取圆 1，

此时系统提示【第三点（切点）或半径】，输入 20 后，系统根据输入数据，绘

制出所需圆；在绘制直线 1 时，使用直线命令中的两点线方式，使用工具菜单中

的【T 切点】项，先后拾取圆 2、圆 3，系统可作出圆 2、圆 3 的公切线。用同样

的方法可以作出 R12 圆和直线 2，如图 18-6 所示。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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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6  绘制公切线、公切圆 

 

使用裁剪命令中的快速裁剪方式裁剪多余线条。快速裁剪方式的操作方法

是：要裁剪哪一段曲线则拾取哪一段曲线。逐个裁剪每一条曲线，最后得到所需

图形。 

在相应位置画出剖面图的轮廓，然后用拾取点方式绘制剖面线。如图 18-7 所

示： 

 

 

图 18-7  快速裁剪及绘制剖面线 

 

6． 标注全部尺寸并填写标题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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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尺寸标注功能当中的基本标注方式，即可绘制出图中的全部尺寸。当标

注带有公差的尺寸时，如尺寸 ø26 0

0 021 . ，将光标移动到合适位置后，右击即弹出

尺寸标注公差查询对话框，既可以在上、下偏差编辑框内输入数值，也可以通过

输入公差代号，系统自动查表得到上、下偏差值，也可单击【高级选项】在公差

表中选取，如下图。 

 

图 18-8 尺寸标注 

当标注如粗糙度、形位公差等工程标注时，可使用不同的对应命令。在标注

形位公差时，使用形位公差命令，弹出形位公差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可以选择形

位公差的形式以及公差等级和基本尺寸等，所有的操作结果都可以在对话框的预

显窗口中显示。在确定后即可通过拖动在合适的位置标注出来。在需要标注基准

代号时，使用基准代号命令，输入或修改基准代号字母，在屏幕上拖动基准代号

以确定代号的位置。当标注粗糙度时可以选择简单标注和标准标注两种形式，在

这里只需要简单标注就可以了。 

在书写技术要求时，使用文字标注命令。可以在此命令当中修改文字的字高、

字体和对齐方式等。然后在需要标注处单击鼠标左键以确定文字位置，系统弹出

输入条以供文字输入。 

然后使用填写标题栏功能填写标题栏。如图 18-9 所示： 

 

 

图 18-9   绘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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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CAXA 电子图板提供了五类图纸幅面的图框，分别是 A0、A1、A2、A3、A4，

每一类幅面的图框还分为横放和竖放两种。当系统提供的图框不能满足用户的需

求时，系统还允许自定义图框。下面就介绍如何自定义图框。 

【操作步骤】 

1. 按照要求将图框在屏幕上绘制出来。 

注意：在绘制图框时当前图纸幅面最好与图框的图纸幅面相同，这样在调入

图框时，系统就可以将自定义图框归入到相应的图纸幅面当中。 

 

图 18-10  自定义图框 

2. 使用定义图框命令，系统提示【拾取元素：】，这时用光标拾取构成图

框的元素（所拾取的图形元素用高亮颜色显示，默认为红色），拾取完毕后右击；

此时系统提示【基准点：】，基准点是用来定位标题栏和明细表的，所以定位点

一般选择在图框中绘图区的右下角点，如图 18-10 所示。 

3. 使用存储图框命令对自定义的图框进行存储，系统弹出存储图框文件对

话框，如图 18-11 所示，在对话框中的编辑框内输入图框文件的文件名称，然后

确定即可。 

 

图 18-11  存储图框文件 

例3： 

CAXA 电子图板本身提供了 24 种线型，在这 24 种线型当中包括了不同的线

型式样以及线型宽度，基本可以满足机械、电子以及建筑等行业的需求。CAXA

电子图板还提供了自定义线型的功能，用户可以定义线型的式样、宽度。 

线型式样是由 16 位数字定义，数字只能为 0 或 1，其中 0 表示抬笔，1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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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笔。每一位数字表示一个单位长度。如果要定义如下线型： 

 

 

线型宽度为 1mm，短划长度为 3mm。 

为定制如上形式的线型，首先应注意到线型式样的规律：长划、抬笔、短划、

抬笔、短划、抬笔、短划、抬笔„„ 

所以定制线型的代码应为： 

 

 

使用【格式】下拉菜单中的【线型】命令弹出设置线型对话框。 

 

图 18-12 设置线型对话框 

 

单击【定制线型】按钮，弹出线型定制对话框，系统自动打开默认的线型文

件 ltype.lin，如图 18-13 所示，如果用户欲打开其它的线型文件，或创建新的线型

文件，可以在文件名按钮上单击鼠标左键，弹出文件对话框，可以在此对话框中

输入文件名，如果这个文件存在，则打开，否则提示是否创建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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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13  线型定制对话框 

 

在线型定制对话框中的名称编辑框内输入线型的名称，如【新线型 3】，在

代码编辑框内输入线型式样的代码 1111111110101010，在宽度编辑框中输入 1。

输入完以上内容后，可以在增加按钮上单击鼠标左键，这个线型就被添加到线型

列表当中。定制完所有线型后单击确定按钮结束操作。 

当需要使用自定义线型时，可以在线型设置对话框当中（如图 18-12 所示），

用鼠标左键单击加载线型按钮，弹出加载线型对话框，然后用鼠标左键单击打开

文件按钮，弹出文件对话框，选择包含所需加载线型的文件名后确定，此线型文

件包含的所有线型都在线型列表框中显示出来。选择要加载的一个或多个线型后

单击确定按钮，所选择的线型即被加载进来。对于加载的自定义线型可以设置线

型比例，线型比例表示每个单位长度对应的毫米数。同一宽度和式样的线型可以

加载多次，以便给定不同的线型比例。 

例4： 

CAXA 电子图板为用户提供了扩充图库的手段。下面我们用一个具体例子来

说明建库的方法，所要定义的图符是机床夹具零部件中的 GB/T 2173-91 圆压块。 

首先绘制待定义的图符如图 18-14 所示。为了使图形匀称美观，最好采用标

准中提供的尺寸数据作为绘图尺寸，这里我们采用了 D 为 50 时的一组标准数据。

由于尺寸 15 和 7 的右引出点为圆弧的象限点，而系统目前还不能自动对圆弧象

限点进行尺寸吸附，因此需要用电子图板的【点】命令在该点作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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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14 绘制图符 

 

用鼠标单击【绘制】下拉菜单 【库操作】子菜单中的， 【定义图符】按钮

开始定义过程。 

    状态栏提示【请输入图符的视图个数(1)：】，直接按回车键接受默认值

1。 

    状态栏提示【请选择第一视图：】，用鼠标窗选拾取圆压块的全部图形

元素，右击结束选择。 

状态栏提示【请指定视图的基点：】，用鼠标指定图 18-15 中箭头所指的点

为基点。 

状态栏提示【请为该视图的每个尺寸指定一个变量名：】，用鼠标拾取图中

的每一个尺寸，在弹出的输入框中输入国家标准中对应于该尺寸的名字并按回车

键确认，指定完全部变量名后的图形如图 18-15 所示。根据提示右击结束命名操

作，系统弹出【元素定义】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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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点

 

图 18-15 定义图符基点和变量名 

 

元素定义就是将除尺寸外的所有图形元素的特征点相对于基点的坐标及圆

的半径表示成尺寸变量名的函数。系统会自动根据元素类型设置相应的编辑框有

效。系统也能自行分析出部分图形元素的定义作为默认定义，其余的则给出坐标

值；并不断地根据用户做出的定义来修改完善未定义元素的默认定义。 

国家标准中没有标出圆压块的倒角大小，考虑到尺寸变化范围不大，我们把

倒角大小认为是常数 1。这样最左边两条竖直线的定义分别为：起点【0,D/2-1】、

终点【0,-D/2+1】和起点【1,D/2】、终点【1,0】。 

圆弧起点和终点的横坐标表达式稍为复杂一些而且要多次用到，我们把它定

义为中间变量。单击【中间变量】按钮，弹出【中间变量定义】对话框。在【变

量名】列中输入给该值起的变量名【xarc】。根据基本的几何知识可以推出： 

xarc H SR SR
D

H SR SR D

   

   

[ ( ) ]

/

2 2

2 2

2

4

 

因 此 在 【 变 量 定 义 表 达 式 】 列 中 按 系 统 要 求 的 格 式 输 入

【H-SR+sqrt(SR*SR-D*D/4)】。如图 18-16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退出中间变

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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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16  中间变量定义对话框 

现在就可以利用 xarc 对圆弧进行定义如图 18-17 所示。然后单击【下一元素】

按钮接着定义其它元素。可以看到对多数元素系统已经给出了正确的定义。如果

您不想按照系统确定的顺序进行定义，可以直接用鼠标左键单击预显框的图形元

素，则被点中的图形元素成为当前元素。但这样需要避免不小心遗漏一些未定义

的元素。 

 

图 18-17 定义圆弧 

沉孔轮廓线与圆弧交点的横坐标与上式很相似，同样可以定义为中间变量：

xhole=H-SR+sqrt(SR*SR-d*d/4)。 

定义剖面线需要给出定位点的定义。应选取一个在尺寸取各种不同的值时都

能保证总在封闭边界内的点，提取时才能保证在各种尺寸规格时都能生成正确的

剖面线。从图 18-18 中可以看出，箭头所指向的点总在剖面线的边界上，因此我

们取靠近该点右下方的点作为剖面线的定位点，输入定位点定义为【1,-d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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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18  定义剖面线定位点 

当定义到我们为实现尺寸吸附而在圆弧象限点作的点时，该点的定义已经由

系统正确地生成。由于该点仅仅是为了吸附尺寸，实际的图形中并不需要这个点，

因此我们在【条件】编辑框中输入【-1】，这样在提取时系统会自动去除这个点。 

 

图 18-19  定义独立的中间变量 

国家标准中给出了与圆压块的每组尺寸相对应的相配件的尺寸数据。用户可

能想把这些数据也输入到图库中以便作为提取时选择相配件的参考依据。这些尺

寸并不是圆压块图形中的尺寸，因此我们需要把它们定义为独立的中间变量。用

鼠标单击【中间变量】按钮，在【中间变量定义】对话框中的第一列分别输入三

个变量名，不必输入定义表达式，如图 18-19 所示，就定义了三个独立的中间变

量，单击【确定】按钮返回。 

在定义完所有的图形元素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变量属性定义】

对话框。 

在【变量属性定义】对话框中，按国家标准中的顺序修改变量的序号。该图

符中没有系列尺寸和适合作为动态尺寸的尺寸，因此其它属性不需修改。单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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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按钮。 

在【图符入库】对话框中，单击【数据录入】按钮，在弹出的【标准数据录

入与编辑】对话框中输入标准数据如图 18-20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返回。 

 

图 18-20  录入标准数据 

 

图 18-21  属性录入 

单击【属性定义】按钮，在弹出的【属性录入与编辑】对话框中输入属性信

息，如图 18-21 所示。标准规定圆压块的标记方法是用 D 值表示，因此【规格】

输入为【压块?D?】，在提取时系统会自动将两个问号之间的变量名替换为正确

的数值。录入完毕后单击【确定】按钮返回。 

 

在【图符入库】对话框的【图符名】编辑框中输入名字，如果想将这个图符

存入已有的类中，单击【图符大类】和【图符小类】组合框的下拉按钮，从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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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择合适的类；如果想创建新的大类或小类来存储这个图符，直接在组合框中

输入给该类起的名字，如图 18-22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退出，图符的定义过

程至此全部完成。以后提取图符时切换到相应的类就可以看到这个图符，如果提

取时发现存在错误，可以从【图库管理】对话框应用【图符编辑】功能进入编辑

修改。 

 

图 18-22  图符入库 

例5： 

用户在绘制图纸过程中，有时需要给出设计零件或模具的参数表。在这种情

况下，可利用 OLE 机制，将 Microsoft  Word、Excel 或其它软件所编辑的电子表

格插入到图纸中。下面将以一个调距齿轮的参数表为例，介绍如何在电子图板文

件中插入用 Word 编辑的表格。 

【操作步骤】 

1. 在电子图板主菜单中的【编辑】菜单中选择【插入对象】选项，弹出如

图 18-23 所示的对话框。 

 

图 18-23 

2. 在对象类型列表框中选择【Microsoft  Word 文档】选项，单击【确定】

按钮。将弹出 Word 的编辑界面。 



CAXA 电子图板2007 

403 

 

图 18-24  编辑参数表 

3. 在 Word 编辑窗口中，可以编辑所需的表格，如图 18-24 所示。 

注意：嵌入的 Word 对象默认的页边距（包括上、下、左、右）均为 0，因此

在编辑表格前，应首先设定页边距，否则插入的表格中将有部分边框线显示不出

来。录入完表格中的数据后，还应设定文字的字体和大小，并将表格中应加粗的

框线加粗。编辑完成后，关闭 Word窗口可返回电子图板编辑窗口。 

4. 这时可以看到插入对象的大小和位置均不合适，尤其是对象的宽度比较

小，不足以显示全部表格。用鼠标拖动对象下边框中部的尺寸句柄（即黑色小方

块）可增加对象宽度以显示出全部表格。通过鼠标拖动对象及其四周的八个尺寸

句柄，可将表格调整到合适的尺寸和位置，如图 18-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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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25  操作结果 

5. 如果用鼠标左键双击对象，则进入对象的在位编辑状态，这时 Word 的编

辑界面将嵌入到电子图板的编辑界面中；如果按住 CTRL 键再双击对象则将打开

Word 窗口编辑对象，用这两种方法均可编辑表格。 

6． 除了上面介绍的方法插入表格外，还可以直接在 Word 中编辑表格，编

辑完成后，选中表格，选取【拷贝】菜单或单击 按钮，然后在电子图板中选取

【图形粘贴】选项或单击 按钮，可将表格插入到电子图板文件中。如果有个别

边框线显示不出来，则可以双击对象，在 Word 编辑状态下拖动标尺，改变页边

距即可。 

7. 受显示器的显示分辨率影响，当把对象缩小或显示缩小以后，可能会出

现一些显示上的失真，表现为表格的部分图线或文字显示不出来，但这并不影响

实际的打印效果，这点请用户放心。 

8. 如果电子图板的背景色为黑色，则插入的表格可能显示不出来，解决的

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将电子图板当前绘图区的背景色改为白色（具体方法：工具—

选项---颜色设置中的【当前绘图】中更改），这种方法比较简单；另一个是将

WORD 的背景色由【自动】改为【白色】，文字和边框也要作相应的调整（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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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是通过 WORD 中的【格式】下拉菜单中的【边框和底纹】选项来实现的），

这种方法稍麻烦一些。因此，在进行 OLE 操作时，屏幕绘图区应尽量使用白色背

景。 

例6： 

在文字处理软件（如 Word）编写工艺流程、技术报告时，经常需要将图形

插入到文档中，下面介绍如何在 Word 中插入用电子图板绘制的图形。 

【操作步骤】 

1. 在 Word 编辑窗口中，首先将光标定位在要插入电子图板对象的位置。 

2. 在主菜单中的【插入】菜单中选择【对象】选项，弹出如图 18-26 所示的

对话框。 

 

图 18-26 

3. 在对话框中【新建】标签中的对象类型列表框中选择【CAXA 电子图板】，

选完后单击【确定】按钮。将弹出 CAXA 电子图板的编辑窗口。在绘图区内绘制

所需的图形，如图 18-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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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27   编辑电子图板对象 

4. 由于绘图区的大小和形状决定插入到 Word 文件中的电子图板对象的大

小和形状，因此绘制完成后，可通过改变 EB 窗口的大小来改变绘图区的大小，

然后单击【显示全部】按钮 将所绘制的图形在绘图区内充分显示，改变结果如

图 18-28 所示。关闭电子图板窗口，则更新文档中插入的对象。 

 

图 18-28  调节绘图区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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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Word 窗口中可以看到刚绘制的图形已插入到文档中，通过拖动尺寸句

柄进一步将对象调节到合适的大小。 

如果要修改图形，可双击该对象，在电子图板窗口中编辑修改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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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附  录  

附录 1  常见问题解答  

1. 在安装 CAXAEB 后期，会提示 CAXAInfo.dll 以及 Caxaview.ocx 无法

自动注册或找不到相应组件 

这是由于此曾经安装 CAXA 软件，软件卸载后在注册表里残留了注册信息所

致。对于该问题我们需要手动进行注册，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在 Wwin2000 界面下，单击【开始】按钮，选择【运行】命令，在命令栏输

入：Regsvr32 

C:\Winnt\System32\Caxainfo.dll,如下图所示： 

 

图 附件 1-1 

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手动注册；手动注册 CAXAview.ocx 只需将输入

内容改为：Regsvr32  C:\Winnt\System32\CAXAview.ocx, 单击【确定】按钮即可。 

在 Win98 界面下输入路径为：Regsvr32  C:\ Windows\System CAXAinfo.dll 

在 WinXP 界 面 下 输 入 路 径 为 ： Regsvr32  C:\ Windows\System32 

\CAXAinfo.dll 

如果以上操作也不能注册成功，则按照以下操作进行：首先卸载软件，然后

将以下 11个文件，EbVarC.dll，EbBaseC.dll，AdmLibC.dll，DmLibC.dll，EntLibC.dll，

GeomlibC.dll ， advlibC.dll ， DwgDirectC.dll ， CAXAInfo.dll ， FillInC.dll ，

CAXAview.ocx 从 System32 文件夹中删除后，再重新安装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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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Windows 2000 界面或 Windows XP 界面下安装软件时，有时会提

示“安装程序启动安装引擎失败：不支持此接口”，导致无法安装 

按产生原因，分为以下几种解决方法： 

检查是否具有管理员的权限，如没有管理权限则无法安装软件； 

可能是系统文件损坏或被修改，请尝试用 Sfc 命令修复一下。单击【开始】

按钮，选择【运行】命令，在命令栏输入:Cmd，点击【确定】按钮，然后在弹出

的 DOS环境中输入 Sfc并回车，然后退出即可。 

察看是否安装 ACDSEE5.0 软件，如有，则请卸载 ACDSEE5.0，找其它版本

的该软件代替； 

个别软件安装需要 Windows Installer 支持；解决方法为：在【控制面板】里

【管理工具】菜单中，找到 Windows Installer 服务，把启动类型改为手动，然后

启动即可。 

注：在安装程序后将此服务停止。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到微软官方网站下

载最新的 WindowsInstaller 2.0 版。 

查看正在运行的进程（使用 Ctrl+Alt+Delete 组合键即可打开），是否有

Ikernel.exe 进程在运行，如有则结束此进程，然后再安装；  

退出防火墙，重新启动电脑，然后再安装软件。因为 NORDON 杀毒软件会

把 Install  Shield 里的 Ikernel.exe 文件误认为病毒；  

进入系统所在分区 Program Files \Common Fiels \Installshield \Engine \6 \ 

Intel32，把此文件夹中的文件全部删除或直接把 Engine 整个文件夹都删除，然后

重新启动电脑，安装软件；  

重新安装系统。              

3. 启动电子图板，提示序列号出错或者检测不到加密锁，软件处于演示

模式 

查看序列号是否正确。具体步骤：点击【开始】按钮，选择【运行】，在文

本框键入“Regedit”，点击【确定】按钮，则出现注册表信息，依以下路径打开：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Beihanghaier\CAXA3D\2.0，修改 Serial 数值为正确

的序列号。正确的输入方法是在英文输入状态下输入，注意区分字母大小写， “-”

和“—”的区别，“-”才是正确的。重新启动计算机后即可解决该序列号不正确

的问题 

检测不到加密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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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机并口锁 

检查加密锁是否插好，重新卸下再插入并拧紧螺丝； 

检查序列号是否输入错误，可在【帮助】菜单下的【关于电子图版】中找到

序列号信息，如果序列号不正确，请参照注册表修改方法；  

查找 EB 软件安装目录下的 Drivers 文件夹，运行该文件夹中的 Registry.exe

文件。重新启动计算机后再运行程序； 

删除软件安装目录下的 Data\eb2000.cfg 文件，重新运行软件； 

检测加密锁或端口是否正常。更换电脑重新安装软件进行测试，测试时加密

锁后面不要接任何硬件设备； 

单机 USB 锁 

注意安装完软件后再插入加密锁； 

检查序列号是否输入错误，可在【帮助】菜单下的【关于电子图版】中找到

序列号信息，如果序列号不正确，请参照注册表修改方法； 

检查电脑的 USB 接口能否正常工作，是否被设定禁用； 

查找 EB 软件安装目录下的 Drivers 文件夹，运行该文件夹中的 InstDrv 文件。

对于普通锁，运行该文件夹中的 Wiz 文件，选择【开始安装】，重新安装驱动程

序；对于超级锁，则运行该文件夹中的 InstDrv 文件，选择【开始安装】，重新

安装驱动程序。如果还是检测不到加密锁，则右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

然后点击【硬件】，选择【设备管理器】，打开“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如果

是超级锁（把锁插入后自动出现的设备，显示含 Feitian 内容的，有时会出现两个，

则对含 Feitian Rockey4 内容的项目不进行操作）选择“Feitian Rock4 USB”，在右

击后出现的菜单中选择“卸载”，然后拔掉加密锁，重新安装加密锁的驱动程序”，

重新启动计算机，插上加密锁，提示找到新硬件，按照提示安装新硬件； 

. 网络锁 

网络加密锁需要 TCP/IP、NetBIOS 协议； 

广播系统不可跨网段运行，如需跨网段，须关闭广播系统，改为指定 IP 地址

方式，编辑如下一个记事本文件： 

[Nh_common] 

Nh_tcpip=Enabled 

[Nh_tcpip] 

Nh_server_addr = xx.xx.xx.xx    (加密锁所在主机地址) 

Nh_tcpip_method =tcp    

Nh_use_broadcast = 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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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文件另存为 Nethasp.ini 文件，拷贝到各个运行 CAXA 网络版软件的计算

机的 Windows 安装路径里（如果是 Win2000 系统请拷贝到 Nt 目录下 System32

文件夹里）； 

如果是通过路由器跨网段的大集群网，必须打开路由器的 475 端口； 

如果企业有其他网络加密锁（包括 CAXA 或者 ERP 等），则不要把两个锁

放在同一台电脑上；广播网可能引起找锁错误，可以用第 2 步指定 IP 的方法解决 

4. CAXA 电子图板与显示卡存在冲突怎么办？ 

在某些计算机上使用电子图板时，可能会出现以下问题：显示全部速度慢、

刷新速度慢、绘图时位置偏移，刷新后即正常、绘图有较多的残留光标、无法进

入电子图板、或者是某些操作无法使用，这些问题都可能与您的计算机的显示卡

有关。 

冲突现象： 

在绘图时显示刷新速度慢、稍大些的图纸拖拽时有拖不动的感觉。 

程序不能运行，刚运行程序就出现“非法操作”现象。 

软件可以运行，但运行不稳定，经常出现“非法操作”现象。 

使用“图库、剖面图案设置”功能时，右侧图形预显框内不显示图形，只显

示为黑色。 

屏幕留有过多的残余线条，影响绘图。 

图形或光标显示不全。 

在绘制图形时，显示绘制的线条位置与实际不符，出现向上跳动的现象。 

电子图板是采用 OpenGL 进行图形加速算法，不是所有显示卡都对 OpenGL

图形算法支持。如果您在使用 CAXA 软件时，出现上述现象，解决办法是把图形

硬件加速调低。具体操作如下： 

点击【开始】按钮，然后再点击【设置】按钮，选择里面的【控制面板】；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依次选择【属性】、【设置】、【高级】、【性能】； 

调低图形硬件加速等级，在默认情况下是完全加速，将其调到基本加速或者

是完全不加速。 

调整完成之后重新启动计算机，使新的设置生效。 

5. 生成局部放大图后，对放大部分标注尺寸，尺寸数值随比例变化 

新建一标注风格，将其中的度量比例数值修改为：1/放大倍数，将放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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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尺寸风格改为新建立的风格即可，放大比例在绘制图形过程中会有显示。 如

下图 

 

图 附件 1-2 

 

图 附件 1-3 

6. 图形要生成剖面线的时候，拾取填充区域，选择“拾取点”选项，软

件会长时间没反应或者严重会出现死机 

这种情况下是因为填充的区域中有重线或者不是封闭的区域，为了避免这种

情况的发生，选择“拾取边界”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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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为什么无法选择标题栏、图框、序号？ 

为了防止用户误删标题栏、图框、序号，系统缺省设置下无法选择标题栏、

图框、序号。如果需要，可修改“工具”菜单下的“拾取过滤设置”选项，将需

拾取的元素前打勾，也可点击“全有”选中所有元素。 

 

图 附图 1-4 

8. 怎样在电子图板界面中调入零件、建筑、电路模块？ 

参考说明书中 17.1.1 和 17.1.2 章节。 

9. 从 AutoCAD 转换到 EB 的图纸，打印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定制线宽？ 

点击“绘图输出”命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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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附件 1-5 

点击“线型设置”，设定合适的打印粗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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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附件 1-6 

如果是按颜色设置线宽如下：选择“按颜色设置线型”，出现“按颜色设置

线宽”，用鼠标双击线宽可输入数值； 

 

图 附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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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用 CAXA 软件打印出来的图纸，印字及线条很轻，内容很不清楚。如

果将印字及线条加深的话，某些部分可以变得清楚，但是又有某些部分不能

加粗，怎么办？  

可以把所有线都画成细线，设置线形按颜色打印来解决问题。颜色设置的参

考：绿色（4 层）18 号；蓝色（5 层）12 号；白色（0 层、3 层）47 号； 红色（1

层）8 号；紫红色（2 层）15 号。 

11. 图纸输出到绘图仪后，出现图形元素丢失，或文字跑位等现象？ 

这是由于绘图仪驱动程序不匹配或绘图仪内存不足造成。可更新绘图仪驱动

程序，或者增加绘图仪内存，另一方法是修改打印机属性，在高级页面中将“处

理文档”改成在“计算机中”（详情请参照绘图仪说明书）。 

12. 怎样把明细表输出到 Excel 表或者是数据库当中？ 

选择明细表后，单击鼠标右键，如下图所示： 

 

图 附件 1-8 

选择“指定数据库名”，出现一个另存的选框，保存类型中可以选择为*.Xls

和*.Mdb 或者*.Dat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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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附件 1-9 

然后输入“数据库表名”，确定输出。 

 

附件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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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CAXA电子图板命令列表  

新文件  New 调出模板文件。 

打开文件   Open 读取原有文件。 

存储文件   Save 存储当前文件。 

另存文件   Saveas 用另一文件名再次存储文件。 

并入文件  Merge 将原有文件并入当前文件中。 

部分存储   Partsave 将图形的一部分存储为一个文件。 

文本读入   Textin 读取文本文件并插入到当前文件中。 

绘图输出   Plot 输出图形文件。 

退出  Quit 退出 CAXA 电子图板系统。 

重复操作   Redo 取消一个“取消操作”命令。 

取消操作   Undo 取消上一项的操作。 

图形剪切  Cut 将当前指定图形剪切到剪贴板上。 

图形拷贝  Copy 将当前指定图形拷贝到剪贴板上。 

图形粘贴   Paste 将剪贴板上的图形粘贴到当前文中。 

选择性粘贴 Specialpaste 将剪贴板上的图形选择一种方式粘贴到当前文件中。 

插入对象   Insertobject 插入 OLE 对象到当前文件中。 

删除对象   Delobject 将当前激活的 OLE 对象删除。 

对象属性   Objectatt 编辑当前激活的 OLE 对象的属性。 

拾取删除   Del 将拾取的实体删除。 

删除所有   Delall 将所有实体删除。 

改变颜色   Mcolor 将拾取到的实体改变颜色。 

改变线型  Mltype 将拾取到的实体改变线型。 

改变图层   Mlayer 改变实体所在的图层。 

工具条  Vtoolbar 显示/隐藏工具条。 

属性条  Vattribbar 显示/隐藏属性条。 

常用工具箱  Vcommonbar 显示/隐藏常用工具箱。 

右侧菜单条  Vpulldownbar 显示/隐藏右侧菜单条。 

重画  Redraw 刷新屏幕。 

重新生成  Refresh 将选中的显示失真的元素重新生成。 

全部重新生成    Refreshall            将电子图板内所有元素重新生成。 

显示窗口  Zoom 用窗口将图形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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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平移   Pan 指定屏幕显示中心，将图形平移。 

显示全部  Zoomall 显示全部图形。 

显示复原  Home 恢复图形的初始状态。 

显示放大  Zoomin 按固定比例(1.25 倍)将图形放大。 

显示缩小   Zoomout 按固定比例(0.8 倍)将图形缩小。 

显示比例  Vscale 按给定比例将图形缩放。 

显示回溯  Prev 显示前一幅图形。 

显示向后  Next 显示后一幅图形。 

图纸幅面   Setup 调用或自定义图幅。 

调入图框  Frmload 调入图框模板文件。 

定义图框  Frmdef 将一个图形定义成图框文件。 

存储图框  Frmsave 将定义好的图框文件存盘。 

调入标题栏  Headload 调入标题栏模板文件。 

定义标题栏  Headdef 将一个图形定义为标题栏文件。 

存储标题栏  Headsave 将定义好的标题栏文件存盘。 

填写标题栏  Headerfill 填写标题栏的内容。 

生成序号   Ptno 生成零件序号并填写其属性。 

删除序号   Ptnodel 删除零件序号同时删除其属性。 

编辑序号   Ptnoedit 修改零件序号的位置。 

序号设置  Partnoset 设置零件序号的标注形式。 

定制表头   Tbldef 定制明细表表头。 

填写表项  Tbledit 填写明细表的表项内容。 

删除表项   Tbldel 删除明细表的表项。 

表格折行   Tblbrk 将明细表的表格折行。 

插入空行      Tblnew  在明细表中插入空白行。 

输出数据  Tableexport 将明细表的内容输出到文件。 

读入数据  Tableinput 从文件中读入数据到明细表中。 

线型  Ltype 为系统定制线型。 

层控制  Layer 通过层控制对话框对层进行操作。 

屏幕点设置  Potset 设置屏幕上点的捕获方式。 

拾取设置  Objectset 设定拾取图形元素及拾取盒大小。 

文本风格   Textpara 设定文字参数数值。 

标注风格  Dimpara 设定标注的参数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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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样式        Ddptype  设置屏幕点样式、大小 

剖面图案   Hpat 设定剖面图案的样式。 

设置坐标系  Setucs 设置用户坐标系。 

切换坐标系  Switch 世界坐标系与用户坐标系切换。 

隐藏/显示坐标系  Drawucs 设置坐标系可见/不可见。 

删除坐标系  Delucs 删除当前坐标系。 

三视图导航  Guide 根据两个视图生成第三个视图。 

系统配置   Syscfg 配置一些系统参数。 

直线  Line 画直线。 

圆弧  Arc 画圆弧。 

圆  Circle 画圆。 

矩形  Rect 画矩形。 

中心线 Centerl      画圆、圆弧的十字中心线，或两平行直线的中心线。 

样条  Spline 画样条曲线。 

轮廓线 Contour 画由直线与圆弧构成的首尾相连的封闭或不封闭的曲线。 

等距线  Offset 画直线、圆或圆弧的等距离的线。 

剖面线  Hatch 画剖面线。 

正多边形  Polygon 画正多边形。 

椭圆  Ellipse 画椭圆。 

孔/轴  Hole 画孔或轴并同时画出它们的中心线。 

波浪线  Wavel 画波浪线，即断裂线。 

双折线  Condup 用于表达直线的延伸。 

公式曲线   Fomul 可以绘制出用数学公式表达的曲线。 

填充  Solid 对封闭区域的填充。 

箭头  Arrow            单独绘制箭头或为直线、曲线添加箭头。 

点  Point 画一个孤立的点。 

尺寸标注   Dim 按不同形式标注尺寸。 

坐标标注   Dimco 按坐标方式标注尺寸。 

倒角标注  Dimch 标注倒角尺寸。 

文字标注  Text 标注文字。 

引出说明   Ldtext 画出引出线。 

基准代号   Datum 画出形位公差等基准代号。 

粗糙度  Rough 标注表面粗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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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位公差   Fcs 标注形位公差。 

焊接符号   Weld 用于各种焊接符号的标注。 

剖切符号      Hatchpos 标出剖面的剖切位置。  

标注编辑   Dimedit 对标注进行编辑。 

裁剪  Trim 将多余线段进行裁剪。 

过渡  Corner 直线或圆弧间作圆角、倒角过渡。 

齐边  Edge 将系列线段按某边界齐边或延伸。 

打断  Break 将直线或曲线打断。 

拉伸  Stretch 将直线或曲线拉伸。 

平移  Move 将实体平移或拷贝。 

旋转  Rotate 将实体旋转或拷贝。 

镜像  Mirror 将实体作对称镜像和拷贝。 

比例缩放  Scale 将实体进行放大或缩小。 

阵列  Array 将实体按圆形或矩形阵列。 

局部放大   Enlarge 将实体的局部进行放大。 

块生成  Block 将一个图形组成块。 

块打散  Explode 将块打散成图形元素。 

块消隐  Hide 作消隐处理。 

块属性  Attrib 显示、修改块属性。 

块属性表  Atttab 制作块属性表。 

提取图符   Sym 从图库中提取图符。 

定义图符   Symdef 定义图符。 

图库管理   Symman 对图库进行增、减、合并等管理。 

驱动图符  Symdrv 对图库提取的图符进行参数驱动。 

尺寸驱动   Drive 对当前拣取的实体进行尺寸驱动。 

格式刷       Match   是目标对象移居源对象属性变化。 

点查询  Id 查询一个点的坐标。 

两点距离查询   Dist 查询两点间的距离及偏移量。 

角度查询   Angle 查询角度。 

元素属性查询   List 查询图形元素的属性。 

周长查询   Circum 查询连续曲(直)线的长度。 

面积查询   Area 查询封闭面的面积。 

重心查询   Barcen 查询封闭面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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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矩查询  Iner 查询选中实体的惯性矩。 

系统状态   Status 查询当前系统状态。 

帮助索引   Help CAXA 电子图板的帮助。 

命令列表  Cmdlist CAXA 电子图板所有命令的列表。 

关于电子图板   About CAXA 电子图板的版本信息。 

图纸检索  Idx 按给定条件检索图纸。 

应用程序管理器  Ebamng 应用程序管理器。 

构件库  Conlib 构件库。 

技术要求库  Speclib 技术要求库。 

自定义  Customize 定制界面。 

切换新老界面  Newold 切换新老界面。 

全屏显示   Fullview 切换全屏显示和窗口显示。 

标注风格  Dimpara 设定标注的参数数值。 

服务信息  Info 华正软件工程研究所的服务信息。 

定制界面  Customize 定制界面。 

切换全屏显示和窗口显示 Fullview 切换全屏显示和窗口显示。  

动态平移  Dyntrans 使用鼠标拖动进行动态平移。 

动态缩放  Dynscale 使用鼠标拖动进行动态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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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常用快捷键列表  

CAXA 电子图板为用户设置了若干个快捷键。其功能是利用这些键可以迅速

激活相对应功能，以加快操作速度。他们主要有： 

1 ) 方向键（↑↓→←）：在输入框中用于移动光标的位置; 

     其他情况下用于显示平移图形。 

2 ) PageUp 键：    显示放大。 

3 ) PageDown 键：  显示缩小。 

4 ) Home 键：   在输入框中用于将光标移至行首; 

  其他情况下用于显示复原。 

5 ) End 键：    在输入框中用于将光标移至行尾。 

6 ) Delete 键：   删除。 

7 ) Shift+鼠标左键         动态平移。 

8 ) Shift+鼠标右键         动态缩放。 

9 ) F1 键：               请求系统的帮助。 

10 ) F2 键：               拖画时切换动态拖动值和坐标值。 

11 ) F3 键：               显示全部。 

12 ) F4 键：               指定一个当前点作为参考点。用于相对

坐标点的输入。 

13 ) F5 键：               当前坐标系切换开关。 

14 ) F6 键：               点捕捉方式切换开关，它的功能是进行

捕捉方式的切换。 

15 ) F7 键：               三视图导航开关。 

16 ) F8 键：               切换正交与非正交。 

17 ) F9 键：               全屏显示和窗口显示切换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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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CAXA电子图板图库清单  

 

一、螺栓和螺柱 

1．六角头螺栓 

 GB/T27-1988 六角头铰制孔用螺栓 A 级 

GB/T27-1988 六角头铰制孔用螺栓 B 级 

GB/T31.1-1988 六角头螺杆带孔螺栓-A 级和 B 级 

GB/T31.2-1988A 型六角头螺杆带孔螺栓-细杆-B 级 

GB/T31.2-1988B 型六角头螺杆带孔螺栓-细杆-B 级 

GB/T5780-2000 六角头螺栓 C 级 

GB/T5781-2000 六角头螺栓-全螺纹-C 级 

GB/T5782-2000 六角头螺栓 

GB/T5783-2000 六角头螺栓-全螺纹 

GB/T5784-1986 六角头螺栓-细杆-B 级 

GB/T5785-2000 六角头螺栓-细牙 

GB/T5786-2000 型六角头螺栓-细牙-全螺纹 

2．其它螺栓 

GB/T8-1988 方头螺栓 C 级 

GB/T 10-1988 沉头方颈螺栓 

GB/T 11-1988 沉头带榫螺栓 

GB/T 37-1988T 形槽用螺栓 

GB/T 798-1988 活节螺栓 

GB/T 799-1988 地脚螺栓 

GB/T 800-1988 沉头双榫螺栓 

GB/T 794-1993 加强半圆头方颈螺栓 A 型 

GB/T 794-1993 加强半圆头方颈螺栓 B 型 

 3．双头螺柱 

 GB/T897-1988 双头螺柱 B 型 

GB/T 898-1988 双头螺柱 B 型 

GB/T 899-1988 双头螺柱 B 型 

GB/T 900-1988 双头螺柱 B 型 

GB/T 901-1988 等长双头螺柱-B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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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953-1988 等长双头螺柱-C 级 

  

二、螺母 

1．六角螺母 

1 型六角螺母 C 级(GB41-86) 

GB56-1988 六角厚螺母 

GB808-1988 小六角特扁细牙螺母 

GB/T6170-2000（1 型六角螺母） 

GB/T6171-2000（1 型六角螺母-细牙） 

GB/T6172.1-2000 六角薄螺母 

GB/T6173-2000 六角薄螺母-细牙 

GB/T6174-2000 六角薄螺母-无倒角 

GB/T6175-2000(2 型六角螺母) 

GB/T6176-2000(2 型六角螺母-细牙) 

2．六角锁紧螺母 

GB/T6184-2000(1 型全金属六角锁紧螺母) 

GB/T6185.1-2000(2 型全金属六角锁紧螺母) 

GB/T6185.2-2000(2 型全金属六角锁紧螺母-细牙) 

GB/T6186-2000(2 型全金属六角锁紧螺母-9 级) 

3．六角开槽螺母 

GB6179-1986(1 型六角开槽螺母-C 级) 

GB6180-1986(2 型六角开槽螺母-A 级和 B 级) 

GB6181-1986 六角开槽薄螺母-A 和 B 级 

GB9457-1988(1 型六角开槽螺母) 

GB9458-1988(2 型六角开槽螺母-细牙-A 级和 B 级) 

GB9459-1988 六角开槽薄螺母 

GB6178-1986(1 型六角开槽螺母-A 和 B 级) 

4．圆螺母 

GB810-1988 小圆螺母 

GB817-1988 带槽圆螺母 

GB812-1988 圆螺母 

5．滚花高螺母 

GB806-1988 滚花高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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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807-1988 滚花薄螺母 

6．其它螺母 

GB923-1988 盖形螺母 

GB39-1988 方螺母-C 级 

 

 三、螺钉 

1．十字槽螺钉 

 GB/T818-2000 十字槽盘头螺钉 H 型 

GB/T818-2000 十字槽盘头螺钉 Z 型 

GB/T819.1-2000 十字槽沉头螺钉第一部分 H 型 

GB/T819.1-2000 十字槽沉头螺钉第一部分 Z 型 

GB/T820-2000 十字槽半沉头螺钉 H 型 

GB/T820-2000 十字槽半沉头螺钉 Z 型 

GB/T822-2000 十字槽圆柱头螺钉 H 型 

GB/T823-1988 十字槽小盘头螺钉 

2．紧定螺钉 

GB71-1985 开槽锥端紧定螺钉 

GB/T73-1985 开槽平端紧定螺钉 

GB/T74-1985 开槽凹端紧定螺钉 

GB/T75-1985 开槽长圆柱端紧定螺钉 

GB/T77-2000 内六角平端紧定螺钉 

GB/T78-2000 内六角锥端紧定螺钉   

GB/T79-2000 内六角圆柱端紧定螺钉   

GB/T80-2000 内六角凹端紧定螺钉 

GB83-1988 方头长圆柱球面端紧定螺钉 

GB84-1988 方头凹端紧定螺钉 

GB85-1988 方头长圆柱端紧定螺钉 

GB86-1988 方头短圆柱锥端紧定螺钉 

GB821-1988 方头平端紧定螺钉 

3．圆柱头螺钉 

GB833-1988 开槽大圆柱头螺钉 

GB/T70.1-2000 内六角圆柱头螺钉 

GB/T65-2000 开槽圆柱头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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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定位螺钉 

 GB72-1988 开槽锥端定位螺钉 

GB828-1988 开槽盘头定位螺钉 

GB829-1988 开槽圆柱端定位螺钉 

GB830-1988 开槽圆柱头轴位螺钉 

5．其它螺钉 

GB835-1988 滚花平头螺钉 

GB834-1988 滚花高头螺钉 

GB/T67-2000 开槽盘头螺钉 

GB/T68-2000 开槽沉头螺钉 

GB/T69-2000 开槽半沉头螺钉 

GB825-1988 吊环螺钉 A 型 

  

四、销 

1．圆柱销 

  

GB/T878-1986 螺纹圆柱销 

GB/T119.1-2000 圆柱销-不淬硬钢和奥氏体不锈钢 

GB/T119.2-2000 圆柱销-淬硬钢和马氏体不锈钢 

GB/T120.2-2000 内螺纹圆柱销 B 型-淬硬钢和马氏体不锈钢 

GB/T120.1-2000 内螺纹圆柱销-不淬硬钢和奥氏体不锈钢 

GB/T120.2-2000 内螺纹圆柱销 A 型-淬硬钢和马氏体不锈钢 

GB/T879.1-2000 弹性圆柱销-直槽-重型 

GB/T879.2-2000 弹性圆柱销-直槽-轻型 

GB/T879.3-2000 弹性圆柱销-卷制-重型 

GB/T879.4-2000 弹性圆柱销-卷制-标准型 

GB/T879.5-2000 弹性圆柱销-卷制-轻型 

2．圆锥销 

GB/T117-2000 圆锥销 A 型 

GB/T117-2000 圆锥销 B 型 

GB/T118-2000 内螺纹圆锥销 A 型 

GB/T118-2000 内螺纹圆锥销 B 型 

GB/T877-1986 开尾圆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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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881-2000 螺尾锥销 

GB/T118-2000 内螺纹圆锥销 A 型和 B 型  

3．其它销 

B/T880-1986 带孔销 

GB/T882-1986 销轴 A 型 

GB/T882-1986 销轴 B 型 

GB/T91-2000 开口销  

 

五、键 

1．平键 

GB/T1096-1979 普通平键 A 型 

GB/T1096-1979 普通平键 B 型 

GB/T1096-1979 普通平键 C 型 

GB/T1567-1979 薄型平键 A 型 

GB/T1567-1979 薄型平键 B 型 

GB/T1567-1979 薄型平键 C  

2．楔键 

GB/T1564-1979 普通楔键 A 型 

GB/T1564-1979 普通楔键 B 型 

GB/T1564-1979 普通楔键 C 型 

GB/T1565-1979 钩头楔键  

3．半圆键 

GB/T1099-1979 半圆键 

六、垫圈 

1．圆形垫圈 

GB/T9074.24-1988 组合件用平垫圈 

GB/T9074.25-1988 组合件用大垫圈 

GB95-2002 平垫圈-C 级 

GB/T96.1-2002 大垫圈-A 级 

GB/T96.2-2002 大垫圈-C 级 

GB/T97.1-2002 平垫圈-A 级 

GB/T97.2-2002 平垫圈-倒角型-A 级 

GB/T848-2002 小垫圈-A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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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287-2002 特大垫圈-C 级  

2．弹簧垫圈 

GB859-1987 轻型弹簧垫圈 

GB/T9074.26-1988 组合件用弹簧垫圈 

GB93-1987 标准型弹簧垫圈  

3．异形垫圈 

 GB/T849-1988 球面垫圈 

GB850-1988 锥面垫圈 

GB851-1988 开口垫圈  

4．止动垫圈 

GB854-1988 单耳止动垫圈 

GB856-1988 外舌止动垫圈 

GB858-1988 圆螺母用止动垫圈(d<=100) 

GB858-1988 圆螺母用止动垫圈(d>100) 

GB/T855-1988 双耳止动垫圈 

5．轴端挡圈 

GB/T891-1986A 型螺钉紧固轴端挡圈 

GB/T891-1986B 型螺钉紧固轴端挡圈 

GB/T892-1986A 型螺栓紧固轴端挡圈 

GB/T892-1986B 型螺栓紧固轴端挡圈  

6．锁紧挡圈 

GB/T883-1986 锥销锁紧挡圈 

GB/T884-1986 螺钉锁紧挡圈 

GB/T885-1986 带锁圈的螺钉锁紧挡圈  

7．弹性挡圈 

GB/T893.1-1986 孔用弹性挡圈 A 型 

GB/T893.2-1986 孔用弹性挡圈 B 型 

GB/T894.1-1986 轴用弹性挡圈 A 型 

GB/T894.2-1986 轴用弹性挡圈 B 型  

8．其它挡圈 

GB/T886-1986 轴肩挡圈(轻系列径向轴承用) 

GB/T886-1986 轴肩挡圈(中系列径向轴承和轻系列径向推力轴承用) 

GB/T886-1986 轴肩挡圈(重系列径向轴承和中系列径向推力轴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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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895.1-1986 孔用钢丝挡圈 

GB/T895.2-1986 轴用钢丝挡圈 

GB/T896-1986 开口挡圈 

GB/T960-1986 夹紧挡圈  

 

七、弹簧 

1．圆柱螺旋弹簧 

GB/T1973.2-1989 小型圆柱螺旋拉伸弹簧 

GB/T1973.3-1989 小型圆柱螺旋压缩弹簧 

GB/T2088-1997 圆钩环压中心型普通圆柱螺旋拉伸弹簧 A 型 

GB/T2088-1997 圆钩环压中心型普通圆柱螺旋拉伸弹簧 B 型 

GB/T2089-1994 圆柱螺旋压缩弹簧 

GB/T4142-2001 圆柱螺旋拉伸弹簧尺寸及参数 B 型(圆钩环型) 

GB/T4142-2001 圆柱螺旋拉伸弹簧尺寸及参数 A 型(圆钩环型)  

2．碟型弹簧 

GB/T1972-1992A 系列碟型弹簧 

GB/T1972-1992B 系列碟型弹 

GB/T1972-1992C 系列碟型弹簧  

3．其它弹簧 

扭簧 

HB4575-1992 矩形压簧 

  

八、常用图形 

1．孔 

螺纹盲孔 

螺钉沉孔 

内六角螺钉沉孔 

圆柱头螺钉沉孔 

六角螺钉沉孔 

粗牙内螺纹 

细牙内螺纹 

粗牙外螺纹 

细牙外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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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心孔 

A 型中心孔 

B 型中心孔 

C 型中心孔 

R 型中心孔 

3．型钢 

GB706-88 热轧工字钢 

GB707-88 热轧普通槽钢 

GB9787-88 热轧等边角钢 

GB9788-88 热轧不等边角钢 

热轧轻型槽钢 

热轧轻型工字钢 

4．常用剖面图 

轴截面 

轴断面 

毂端面 

套筒 

齿轮简图 

法兰简图 

5．其它图形 

孔系 1 

孔系 2 

型芯 1 

型芯 2 

磨外圆 

磨内圆 

  

九、铆钉 

1．粗制铆钉 

GB/T863.1-1986 半圆头铆钉(粗制) 

GB/T863.2-1986 小半圆头铆钉(粗制) 

GB/T864-1986 平锥头铆钉(粗制) 

GB/T865-1986 沉头铆钉(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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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866-1986 半沉头铆钉(粗制) 

GB/T867-1986 半圆头铆钉(粗制) 

GB/T868-1986 半锥头铆钉(粗制)  

2．其它铆钉 

GB/T109-1986 平头铆钉 

GB/T869-1986 沉头铆钉 

GB/T870-1986 半沉头铆钉 

GB/T871-1986 扁圆头铆钉 

GB/T872-1986 扁平头铆钉  

 

十、液压气动符号 

1．泵和马达 

液压泵 

液压马达 

气马达 

液压泵-马达(单向) 

液压泵-马达(双向) 

摆动气马达 

压力补偿变量泵 

变量泵-马达 a 

变量泵-马达 b 

液压泵一般符号 

气马达一般符号 

2．气缸和液压缸 

单活塞气缸 

单活塞杆液压缸 

双活塞杆气缸 

单活塞杆可调缓冲式液压缸 

单作用伸缩气缸 

双作用伸缩液压缸 

3．阀 

先导型压力控制阀 

先导型比例电磁控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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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二通手动换向阀 

二位三通电磁换向阀 

二位五通液动换向阀 

三位四通电液换向阀(外部泄油) 

三位四通电液换向阀(内部泄油) 

四通节流型换向阀(带负遮盖) 

四通节流型换向阀(带正遮盖) 

伺服阀 

无簧单向阀 

带簧单向阀 

带簧液控单向阀 

无簧液控单向阀 

或门型梭阀 

与门型梭阀 

快速排气阀 

直动型溢流阀 

先导型溢流阀 

直动型减压阀 

先导型减压阀 

溢流减压阀 

直动型顺序阀(内部压力控制) 

直动型顺序阀(外部压力控制) 

先导型顺序阀 

直动型卸荷阀 

截止阀 

可调节流阀 

滚轮控制可调节流阀(减速阀) 

普通型调速阀 

温度补偿型调速阀 

旁通型调速阀 

分流阀 

4．控制方式符号 

人力控制一般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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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式人力控制 

拉钮式人力控制 

按-拉式人力控制 

手柄式人力控制 

踏板式人力控制 

双向踏板式人力控制 

顶杆式机械控制 

可变行程控制式机械控制 

簧控制式机械控制 

滚轮式机械控制 

单向滚轮式机械控制 

差动控制 

内部压力控制 

外部压力控制 

气压先导加压控制 

液压先导加压控制 

液压二级先导加压控制 

气压-液压先导加压控制 

电磁-液压先导加压控制 

电磁-气压先导加压控制 

液压先导卸压控制(内部泄油) 

液压先导卸压控制(遥控泄油) 

电磁-液压先导卸压控制 

外反馈一般符号 

电反馈 

5．测量指示仪表 

压力指示器 

压力计 

压差计 

带电输出信号脉冲计数器 

带气动输出信号脉冲计数器 

液位计 

温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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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流计 

流量计 

累计流量计 

转速仪 

6．液压附件 

带单向阀快换接头 a 

带单向阀快换接头 b 

不带单向阀快换接头 a 

通大气式油箱 

过滤器一般符号 

人工空气过滤器 

自动空气过滤器 

带磁性滤芯过滤器 

带污染指示过滤器 

人工分水排水器 

自动分水排水器 

人工除油器 

自动除油器 

空气干燥器 

油雾器 

气源调节装置 

冷却器一般符号 

带冷却剂管路指示冷却器 

加热器 

温度调节器 

7．排气装置 

连续放气装置 

间歇放气装置 

单向放气装置 

不带连接措施排气口 a 

不带连接措施排气口 b 

带连接措施排气口 a 

带连接措施排气口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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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它装置 

锁定装置 

单作用电磁铁 

双作用电磁铁 

单作用可调电磁操纵器 

双作用可调电磁操纵器 

电动机 

液压整体式传动装置 

  

十一、电气元件 

1．连接器件  

03-01-13 

03-02-17 

03-03-01 

03-03-02 

03-03-03 

03-03-04 

03-03-05 

03-03-06 

03-03-09 

03-03-10 

03-03-11 

03-03-15 

03-03-16 

03-03-17 

03-03-18 

03-03-20 

03-03-21 

03-04-01 

03-04-02 

03-04-03 

03-04-04 

03-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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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06 

03-04-07 

03-04-08 

2．无源元件        

02-15-01 

04-01-01 

04-01-02 

04-01-10 

04-01-13 

04-01-15 

04-01-17 

04-01-20 

04-02-01 

04-02-02 

04-02-05 

04-03-01 

04-03-02 

04-03-05 

04-03-06 

04-03-09 

04-07-01 

04-07-04 

04-09-01 

04-09-05 

10-08-18 

3．半导体 

05-01-01 

05-01-03 

05-01-05 

05-01-07 

05-01-15 

05-01-22 

05-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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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3-02 

05-03-03 

05-03-04 

05-03-05 

05-03-06 

05-03-07 

05-03-08 

05-03-09 

05-03-10 

05-03-11 

05-04-01 

05-04-02 

05-04-03 

05-04-04 

05-04-05 

05-04-06 

05-04-07 

05-04-08 

05-05-01 

05-05-02 

05-05-03 

05-05-04 

05-05-05 

05-05-09 

05-05-10 

05-05-11 

05-05-12 

05-05-13 

05-05-14 

05-05-15 

05-05-16 

05-05-17 

05-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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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6-02 

05-06-03 

05-06-06 

05-06-07 

05-06-16 

4．电子管 

05-08-10 

05-08-12 

05-09-04 

05-09-12 

05-11-01 

05-11-04 

05-11-05 

05-11-09 

05-11-12 

05-11-14 

05-11-16 

05-12-06 

05-12-16 

05-13-03 

05-13-04 

05-13-20 

05-13-33 

05-14-01 

05-14-03 

05-14-04 

05-15-13 

05-16-01 

05-16-02 

05-16-03 

05-16-04 

05-17-08 

05-17-10 



CAXA 电子图板2007 

440 

05-18-01 

05-18-02 

5．电机和变压器 

06-04-15 

06-05-01 

06-05-02 

06-05-03 

06-05-04 

06-05-05 

06-06-01 

06-06-02 

06-06-03 

06-07-01 

06-07-02 

06-07-03 

06-07-04 

06-07-05 

06-07-06 

06-07-07 

06-07-08 

06-07-09 

06-08-01 

06-08-02 

06-08-03 

06-09-01 

06-09-02 

06-09-04 

06-10-02 

06-11-01 

06-12-01 

06-13-02 

06-15-01 

06-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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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6-01 

06-19-03 

06-19-04 

06-19-05 

06-19-06 

06-19-07 

06-19-09 

06-19-10 

06-19-12 

06-19-13 

06-20-01 

06-20-02 

06-20-03 

06-20-04 

06-20-06 

06-20-07 

06-20-08 

06-20-09 

06-20-10 

06-20-11 

06-20-12 

06-21-02 

06-21-03 

06-21-04 

06-21-06 

06-22-02 

06-22-03 

06-22-04 

06-22-06 

06-23-02 

06-23-03 

06-23-04 

06-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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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3-06 

06-23-07 

06-23-10 

06-23-11 

06-25-01 

06-25-02 

06-25-03 

06-25-04 

06-25-05 

06-26-01 

06-26-02 

06-26-03 

06-26-04 

08-09-02 

08-09-03 

6．触点和开关 

07-02-01 

07-02-02 

07-02-03 

07-02-04 

07-02-05 

07-02-06 

07-02-07 

07-02-08 

07-02-09 

07-03-01 

07-03-02 

07-03-03 

07-04-01 

07-04-02 

07-04-03 

07-04-04 

07-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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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5-02 

07-05-03 

07-05-04 

07-05-05 

07-05-06 

07-05-07 

07-05-08 

07-05-09 

07-06-01 

07-06-02 

07-06-03 

07-06-04 

07-07-01 

07-07-02 

07-07-03 

07-07-04 

07-08-01 

07-08-02 

07-08-03 

07-09-01 

07-09-02 

07-09-03 

07-13-02 

07-13-03 

07-13-04 

07-13-05 

07-13-06 

07-13-07 

07-13-08 

07-13-09 

07-13-10 

07-13-11 

7．二进制逻辑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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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01 

12-27-02 

12-27-03 

12-27-04 

12-27-05 

12-27-06 

12-27-07 

12-27-08 

12-27-09 

12-27-10 

12-27-11 

12-27-12 

12-27-13 

12-28-01 

12-28-02 

12-28-03 

12-28-04 

12-28-05 

12-28-06 

12-28-07 

12-28-08 

12-28-09 

12-28-10 

12-28-11 

12-28-12 

12-28-15 

12-29-01 

12-29-02 

12-30-01 

12-31-01 

12-31-02 

12-32-01 

12-33-01 



CAXA 电子图板2007 

445 

12-33-02 

12-33-03 

12-36-01 

12-36-02 

12-38-01 

12-38-02 

12-38-03 

12-38-04 

12-38-05 

12-38-06 

12-38-07 

12-38-08 

12-42-01 

12-42-02 

12-42-03 

12-42-04 

12-42-05 

12-42-06 

12-42-07 

12-43-01 

12-43-02 

12-43-03 

12-44-01 

12-44-02 

12-46-01 

12-46-02 

12-46-03 

12-46-04 

12-46-05 

12-48-01 

12-48-02 

12-50-01 

12-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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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03 

12-50-04 

8．模拟单元 

13-04-01 

13-04-02 

13-04-03 

13-04-04 

13-04-05 

13-04-06 

13-04-07 

13-04-08 

13-04-09 

13-04-10 

13-05-01 

13-05-02 

13-05-03 

13-05-04 

13-05-05 

13-05-06 

13-06-01 

13-06-02 

13-06-03 

13-07-01 

13-07-02 

13-07-03 

13-07-04 

13-08-01 

13-08-02 

13-08-03 

13-08-04 

13-08-05 

13-08-06 

1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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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01 

13-10-02 

13-10-03 

13-10-04 

  

十二、轴承 

1．向心球轴承 

GB/T276-1994 深沟球轴承 60000 型 02 系列 

GB/T276-1994 深沟球轴承 60000 型 03 系列 

GB/T276-1994 深沟球轴承 60000 型 04 系列 

GB/T276-1994 深沟球轴承 60000 型 10 系列 

GB/T276-1994 深沟球轴承 60000 型 17 系列 

GB/T276-1994 深沟球轴承 60000 型 18 系列 

GB/T276-1994 深沟球轴承 60000 型 19 系列 

GB/T276-1994 深沟球轴承 60000 型 37 系列 

GB/T276-1994 深沟球轴承 160000 型 00 系列 

GB/T281-1994 圆柱孔调心球轴承 10000 型 02 系列 

GB/T281-1994 圆柱孔调心球轴承 10000 型 03 系列 

GB/T281-1994 圆柱孔调心球轴承 10000 型 10 系列 

GB/T281-1994 圆柱孔调心球轴承 10000 型 22 系列 

GB/T281-1994 圆柱孔调心球轴承 10000 型 23 系列 

GB/T281-1994 圆锥孔调心球轴承 10000K 型 02 系列 

GB/T281-1994 圆锥孔调心球轴承 10000K 型 22 系列 

GB/T281-1994 圆锥孔调心球轴承 10000K 型 03 系列 

GB/T281-1994 圆锥孔调心球轴承 10000K 型 23 系列  

2．圆柱滚子轴承 

GB/T283-1994 圆柱滚子轴承 N 型 02 系列 

GB/T283-1994 圆柱滚子轴承 N 型 03 系列 

GB/T283-1994 圆柱滚子轴承 N 型 10 系列 

GB/T283-1994 圆柱滚子轴承 NJ 型 02 系列 

GB/T283-1994 圆柱滚子轴承 NJ 型 03 系列 

GB/T283-1994 圆柱滚子轴承 NJ 型 22 系列 

GB/T283-1994 圆柱滚子轴承 NJ 型 23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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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83-1994 圆柱滚子轴承 NU 型 02 系列 

GB/T283-1994 圆柱滚子轴承 NU 型 03 系列 

GB/T283-1994 圆柱滚子轴承 NU 型 10 系列 

GB/T283-1994 圆柱滚子轴承 NU 型 22 系列 

GB/T283-1994 圆柱滚子轴承 NU 型 23 系列 

GB/T283-1994 非加强型圆柱滚子轴承 NF 型 02 系列 

GB/T283-1994 非加强型圆柱滚子轴承 NF 型 03 系列 

GB/T283-1994 非加强型圆柱滚子轴承 NF 型 23 系列 

GB/T285-1994 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NN 型 30 系列 

GB/T285-1994 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NN 型 49 系列 

GB/T285-1994 圆锥孔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NN...K 型 30 系列 

GB/T285-1994 圆锥孔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NN...K 型 49 系列 

GB/T285-1994 内圈无挡边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NNU 型 

GB/T285-1994 内圈无挡边圆锥孔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NNU...K 型 

GB/T285-1994 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NN.../W33 型 30 系列 

GB/T285-1994 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NN.../W33 型 49 系列 

GB/T285-1994 圆锥孔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NN...K/W33 型 30 系列 

GB/T285-1994 圆锥孔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NN...K/W33 型 49 系列 

GB/T285-1994 内圈无挡边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NNU.../W33 型 

GB/T285-1994 内圈无挡边圆锥孔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NNU...K/W33 型  

3．推力球轴承 

GB/T301-1995 推力球轴承 51000 型 11 系列 

GB/T301-1995 推力球轴承 51000 型 12 系列 

GB/T301-1995 推力球轴承 51000 型 13 系列 

GB/T301-1995 推力球轴承 51000 型 14 系列 

GB/T301-1995 推力球轴承 53000 型 12 系列 

GB/T301-1995 推力球轴承 53000 型 13 系列 

GB/T301-1995 推力球轴承 53000 型 14 系列 

GB/T301-1995 推力球轴承 53000U 型 12 系列 

GB/T301-1995 推力球轴承 53000U 型 13 系列 

GB/T301-1995 推力球轴承 53000U 型 14 系列 

GB/T301-1995 推力球轴承 52000 型 22 系列 

GB/T301-1995 推力球轴承 52000 型 23 系列 



CAXA 电子图板2007 

449 

GB/T301-1995 推力球轴承 52000 型 24 系列 

GB/T301-1995 推力球轴承 54000 型 22 系列 

GB/T301-1995 推力球轴承 54000 型 23 系列 

GB/T301-1995 推力球轴承 54000 型 24 系列 

GB/T301-1995 推力球轴承 54000U 型 23 系列 

GB/T301-1995 推力球轴承 54000U 型 24 系列 

GB/T301-1995 推力球轴承 54000U 型 22 系列  

4．滚针轴承 

GB/T289-1964 单列无保持架滚针轴承 

5．球面滚子轴承 

GB/T286-1964 双列向心球面滚子轴承轻宽 

GB/T286-1964 双列向心球面滚子轴承中宽  

6．圆锥滚子轴承 

GB/T297-1994 圆锥滚子轴承 30000 型 02 系列 

GB/T297-1994 圆锥滚子轴承 30000 型 03 系列 

GB/T297-1994 圆锥滚子轴承 30000 型 13 系列 

GB/T297-1994 圆锥滚子轴承 30000 型 20 系列 

GB/T297-1994 圆锥滚子轴承 30000 型 22 系列 

GB/T297-1994 圆锥滚子轴承 30000 型 23 系列 

GB/T297-1994 圆锥滚子轴承 30000 型 29 系列 

GB/T297-1994 圆锥滚子轴承 30000 型 30 系列 

GB/T297-1994 圆锥滚子轴承 30000 型 31 系列 

GB/T297-1994 圆锥滚子轴承 30000 型 32 系列 

GB/T299-1995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 10 系列 

GB/T299-1995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 11 系列 

GB/T299-1995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 19 系列 

GB/T299-1995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 20 系列 

GB/T299-1995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 21 系列 

GB/T299-1995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 29 系列  

7．角接触球轴承 

GB/T292-1994 角接触球轴承 70000 型 02 系列 

GB/T292-1994 角接触球轴承 70000 型 03 系列 

GB/T292-1994 角接触球轴承 70000 型 10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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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92-1994 角接触球轴承 70000 型 18 系列 

GB/T292-1994 角接触球轴承 70000 型 19 系列 

GB/T292-1994 角接触球轴承 S70000 型 03 系列 

GB/T292-1994 角接触球轴承 S70000 型 02 系列 

GB/T292-1994 角接触球轴承 S70000 型 10 系列 

GB/T292-1994 角接触球轴承 S70000 型 19 系列 

GB/T292-1994 内圈锁口的角接触球轴承 B70000 型 02 系列 

GB/T292-1994 内圈锁口的角接触球轴承 B70000 型 10 系列 

8．三点和四点接触球轴承 

GB/T294-1994 三点接触球轴承 QJS 型 02 系列 

GB/T294-1994 三点接触球轴承 QJS 型 03 系列 

GB/T294-1994 三点接触球轴承 QJS 型 10 系列 

GB/T294-1994 四点接触球轴承 QJ 型 02 系列 

GB/T294-1994 四点接触球轴承 QJ 型 03 系列 

GB/T294-1994 四点接触球轴承 QJ 型 10 系列  

 

十三、润滑件 

1．油杯 

JB/T7940.1-1995 直通式压注油杯 

JB/T7940.2-1995 接头式压注油杯(45 度) 

JB/T7940.2-1995 接头式压注油杯(90 度) 

JB/T7940.3-1995 旋盖式油杯 A 型 

JB/T7940.3-1995 旋盖式油杯 B 型 

JB/T7940.4-1995 压配式压注油杯 

JB/T7940.5-1995 弹簧盖油杯 A 型 

JB/T7940.5-1995 弹簧盖油杯 B 型 

JB/T7940.5-1995 弹簧盖油杯 C 型 

JB/T7940.6-1995 针阀式注油杯 A 型 

JB/T7940.6-1995 针阀式注油杯 B 型  

2．油标 

JB/T7941.1-1995 压配式圆形油标 A 型 

JB/T7941.1-1995 压配式圆形油标 B 型 

JB/T7941.2-1995 旋入式圆形油标 A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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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T7941.2-1995 旋入式圆形油标 B 型 

JB/T7941.3-1995 长形油标 A 型 

JB/T7941.3-1995 长形油标 B 型 

JB/T7941.4-1995 管状油标 A 型 

JB/T7941.4-1995 管状油标 B 型  

 

十四、法兰 

1．整体法兰 

GB/T9113.1-2000 平面整体钢制管法兰(PN1.6MPa) 

GB/T9113.1-2000 平面整体钢制管法兰(PN2.0MPa) 

GB/T9113.1-2000 突面整体钢制管法兰(PN1.6MPa) 

GB/T9113.1-2000 突面整体钢制管法兰(PN2.0MPa) 

GB/T9113.1-2000 突面整体钢制管法兰(PN2.5MPa) 

GB/T9113.1-2000 突面整体钢制管法兰(PN5.0MPa) 

GB/T9113.2-2000 凹凸面整体钢制管法兰(PN1.6MPa) 

GB/T9113.2-2000 凹凸面整体钢制管法兰(PN2.5MPa) 

GB/T9113.2-2000 凹凸面整体钢制管法兰(PN4.0MPa) 

GB/T9113.2-2000 凹凸面整体钢制管法兰(PN5.0MPa) 

GB/T9113.3-2000 榫槽面整体钢制管法兰(PN1.6MPa) 

GB/T9113.3-2000 榫槽面整体钢制管法兰(PN2.5MPa) 

GB/T9113.3-2000 榫槽面整体钢制管法兰(PN4.0MPa) 

GB/T9113.3-2000 榫槽面整体钢制管法兰(PN5.0MPa) 

GB/T9113.4-2000 环连接面整体钢制管法兰(PN2.0MPa) 

GB/T9113.4-2000 环连接面整体钢制管法兰(PN5.0MPa) 

2．螺纹法兰 

GB/T9114-2000 突面带颈螺纹钢制管法兰(PN1.0MPa) 

GB/T9114-2000 突面带颈螺纹钢制管法兰(PN0.6MPa) 

3．对焊法兰 

GB/T9115.1-2000 平面对焊钢制管法兰(PN0.25MPa) 

GB/T9115.1-2000 平面对焊钢制管法兰(PN0.25MPa) 

GB/T9115.1-2000 平面对焊钢制管法兰(PN0.6MPa) 

GB/T9115.1-2000 突面对焊钢制管法兰(PN2.0MPa) 

GB/T9115.1-2000 突面对焊钢制管法兰(PN2.5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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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9115.1-2000 突面对焊钢制管法兰(PN4.0MPa) 

GB/T9115.1-2000 突面对焊钢制管法兰(PN5.0MPa) 

GB/T9115.2-2000 凹凸面对焊钢制管法兰(PN1.6MPa) 

GB/T9115.2-2000 凹凸面对焊钢制管法兰(PN2.5MPa) 

GB/T9115.2-2000 凹凸面对焊钢制管法兰(PN4.0MPa) 

GB/T9115.2-2000 凹凸面对焊钢制管法兰(PN5.0MPa) 

GB/T9115.3-2000 榫槽面对焊钢制管法兰(PN1.6MPa) 

GB/T9115.3-2000 榫槽面对焊钢制管法兰(PN2.5MPa) 

GB/T9115.3-2000 榫槽面对焊钢制管法兰(PN4.0MPa) 

GB/T9115.3-2000 榫槽面对焊钢制管法兰(PN5.0MPa) 

 

十五、密封件 

1．密封圈 

GB/T3452.1-1992 液压气动用 O 形橡胶密封圈(通用) 

GB/T3452.1-1992 液压气动用 O 形橡胶密封圈(宇航用) 

GB/T10708.1-1989 活塞用 Y 形橡胶密封圈 

GB/T10708.1-1989 活塞杆用 Y 形橡胶密封圈 

GB/T10708.3-1989 橡胶防尘密封圈 FA 型 

GB/T10708.3-1989 橡胶防尘密封圈 FB 型 

GB/T10708.3-1989 橡胶防尘密封圈 FC 型 

HG4-335-1966Y 型橡胶密封圈  

2．垫片 

GB/T9126.1-1988 平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垫片 PN0.25MPa 

GB/T9126.1-1988 平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垫片 PN0.6MPa 

GB/T9126.1-1988 平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垫片 PN1.0MPa 

GB/T9126.1-1988 平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垫片 PN1.6MPa 

GB/T9126.1-1988 平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垫片 PN2.0MPa 

GB/T9126.2-1988 凸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垫片 PN0.25MPa 

GB/T9126.2-1988 凸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垫片 PN0.6MPa 

GB/T9126.2-1988 凸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垫片 PN1.0MPa 

GB/T9126.2-1988 凸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垫片 PN1.6MPa 

GB/T9126.2-1988 凸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垫片 PN2.0MPa 

GB/T9126.2-1988 凸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垫片 PN2.0MPa(第二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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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9126.2-1988 凸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垫片 PN2.5MPa 

GB/T9126.2-1988 凸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垫片 PN4.0MPa 

GB/T9126.2-1988 凸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垫片 PN5.0MPa 

GB/T9126.2-1988 凸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垫片 PN5.0MPa(第二系列) 

GB/T9126.3-1988 凹凸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垫片 PN1.6MPa 

GB/T9126.3-1988 凹凸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垫片 PN2.5MPa 

GB/T9126.3-1988 凹凸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垫片 PN4.0MPa 

GB/T9126.3-1988 凹凸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垫片 PN5.0MPa 

GB/T9126.4-1988 榫槽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垫片 PN1.6MPa 

GB/T9126.4-1988 榫槽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垫片 PN2.5MPa 

GB/T9126.4-1988 榫槽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垫片 PN4.0MPa 

GB/T9126.4-1988 榫槽面型钢制管法兰用石棉橡胶垫片 PN5.0MPa 

 

十六、操作件 

1．手柄 

JB/T7270.1-1994 手柄 A 型 

JB/T7270.1-1994 手柄 B 型 

JB/T7270.3-1994 直手柄 A 型 

JB/T7270.3-1994 直手柄 B 型 

JB/T7270.5-1994 转动手柄 

JB/T7270.8-1994 球头手柄 A 型 

JB/T7271.1-1994 手柄球 A 型 

JB/T7271.1-1994 手柄球 B 型 

JB/T7271.3-1994 手柄套 A 型 

JB/T7271.5-1994 长手柄套 A 型 

JB/T7271.5-1994 长手柄套 B 型 

JB/T7271.6-1994 手柄杆 A 型 

JB/T7271.6-1994 手柄杆 B 型 

JB/T7271.3-1994 手柄套 B 型  

2．把手 

JB/T7274.1-1994 把手 A 型 

JB/T7274.1-1994 把手 B 型 

JB/T7274.1-1994 把手 C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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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T7241.2-1994 压花把手 A 型 

JB/T7241.2-1994 压花把手 B 型 

  

十七、管接头 

1．通用管接头 

螺母连接管接头 

外螺纹直通管接头 

内螺纹直通管接头 

内外螺母接头 

直角管接头 

三通管接头 

四通管接头 

内螺纹外接头 

内螺纹内接头 

内螺纹弯头 

内螺纹三通接头 

变径内螺纹弯头    

变径内螺纹三通接头 

封口管螺母        

2．液压用管接头 

GB/T3737.1-1983 卡套式直通管接头 

GB/T3740.1-1983 卡套式直角管接头 

GB/T3745.1-1983 卡套式三通管接头 

GB/T3746.1-1983 卡套式四通管接头 

GB/T3747.1-1983 卡套式焊接管接头 

GB/T3764-1983 卡套 

JB/T970-1977 焊接式直通管接头 

JB/T971-1977 焊接式直角管接头 

JB/T972-1977 焊接式三通管接头 

JB/T973-1977 焊接式四通管接头 

JB/T981-1977 焊接式管接头用螺母 

JB/T1000-1977 外六角螺塞(d<16) 

JB/T1000-1977 外六角螺塞(d>=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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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T1001-1977 内六角螺塞 

JB/T1886-1977B 型扣压式胶管接头 

JB/T1887-1977C 型扣压式胶管接头 

JB/T2099-1977 焊接式管接头用接管 

GB/T5646-1985 管套 

  

十八、机床卡具 

1． 螺栓 

JB/T8007.1-1999 球头螺栓 A 型 

JB/T8007.1-1999 球头螺栓 B 型 

JB/T8007.1-1999 球头螺栓 C 型 

JB/T8007.2-1999T 型槽快卸螺栓 

JB/T8007.3-1999 钩形螺栓 A 型 

JB/T8007.3-1999 钩形螺栓 B 型 

JB/T8007.5-1999 槽用螺栓 

JB/T8025-1999 起重螺栓 A 型 

JB/T8025-1999 起重螺栓 B 型 

JB/T8007.4-1999 双头螺栓 

2． 螺母 

JB/T8004.1-1999 带肩六角螺母 

JB/T8004.2-1999 球面带肩螺母 A 型 

JB/T8004.2-1999 球面带肩螺母 B 型 

JB/T8004.3-1999 连接螺母 

JB/T8004.4-1999 调节螺母 

JB/T8004.5-1999 带孔滚花螺母 A 型 

JB/T8004.5-1999 带孔滚花螺母 B 型 

JB/T8004.6-1999 菱形螺母 

JB/T8004.7-1999 内六角螺母 

JB/T8004.8-1999 手柄螺母 A 型 

JB/T8004.8-1999 手柄螺母 B 型 

JB/T8004.9-1999 回转手柄螺母 

JB/T8004.11-1999T 型槽用螺母 

3． 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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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T8006.1-1999 压紧螺钉 A 型 

JB/T8006.1-1999 压紧螺钉 B 型 

JB/T8006.1-1999 压紧螺钉 C 型 

JB/T8006.2-1999 六角头压紧螺钉 A 型 

JB/T8006.2-1999 六角头压紧螺钉 B 型 

JB/T8006.2-1999 六角头压紧螺钉 C 型 

JB/T8006.3-1999 固定手柄压紧螺钉 A 型 

JB/T8006.3-1999 固定手柄压紧螺钉 B 型 

JB/T8006.3-1999 固定手柄压紧螺钉 C 型 

JB/T8006.4-1999 活动手柄压紧螺钉 A 型 

JB/T8006.4-1999 活动手柄压紧螺钉 B 型 

JB/T8006.4-1999 活动手柄压紧螺钉 C 型 

JB/T8045.5-1999 钻套螺钉 

JB/T8046.3-1999 镗套螺钉 

4． 垫圈 

JB/T8008.1-1999 悬式垫圈 

JB/T8008.2-1999 十字垫圈 

JB/T8008.3-1999 十字垫圈用垫圈 

JB/T8008.4-1999 转动垫圈 A 型 

JB/T8008.4-1999 转动垫圈 B 型 

JB/T8008.5-1999 快换垫圈 A 型 

JB/T8008.5-1999 快换垫圈 B 型 

5． 销和键 

JB/T8014.1-1999 小定位销 A 型 

JB/T8014.1-1999 小定位销 B 型 

JB/T8014.2-1999 固定式定位销 A 型(D>3-10mm) 

JB/T8014.2-1999 固定式定位销 A 型(D>10-18mm) 

JB/T8014.2-1999 固定式定位销 A 型(D>18mm) 

JB/T8014.2-1999 固定式定位销 B 型(D>3-10mm) 

JB/T8014.2-1999 固定式定位销 B 型(D>10-18mm) 

JB/T8014.2-1999 固定式定位销 B 型(D>18mm) 

JB/T8014.3-1999 可换定位销 A 型(D>3-10mm) 

JB/T8014.3-1999 可换定位销 A 型(D>10-1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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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T8014.3-1999 可换定位销 A 型(D>18mm) 

JB/T8014.3-1999 可换定位销 B 型(D>3-10mm) 

JB/T8014.3-1999 可换定位销 B 型(D>10-18mm) 

JB/T8014.3-1999 可换定位销 B 型(D>18mm) 

JB/T8015-1999 定位插销 A 型(d<35mm) 

JB/T8015-1999 定位插销 A 型(d>35mm) 

JB/T8015-1999 定位插销 B 型 

JB/T8016-1999 定位键 A 型 

JB/T8016-1999 定位键 B 型 

JB/T8017-1999 定向键 

6． 压板 

JB/T8010.1-1999 移动压板 A 型 

JB/T8010.1-1999 移动压板 B 型 

JB/T8010.1-1999 移动压板 C 型 

JB/T8010.2-1999 转动压板 A 型 

JB/T8010.2-1999 转动压板 B 型 

JB/T8010.2-1999 转动压板 C 型 

JB/T8010.3-1999 移动弯压板 

JB/T8010.4-1999 转动弯压板 

JB/T8010.5-1999 移动宽头压板 A 型 

JB/T8010.5-1999 移动宽头压板 B 型 

JB/T8010.6-1999 转动宽头压板 A 型 

JB/T8010.6-1999 转动宽头压板 B 型 

JB/T8010.7-1999 偏心轮用压板 

JB/T8010.8-1999 偏心轮用宽头压板 

JB/T8010.9-1999 平压板 A 型 

JB/T8010.9-1999 平压板 B 型 

JB/T8010.10-1999 弯头压板 A 型 

JB/T8010.10-1999 弯头压板 B 型 

JB/T8010.11-1999U 形压板 A 型 

JB/T8010.11-1999U 形压板 B 型 

JB/T8010.12-1999 鞍形压板 

JB/T8010.13-1999 直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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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T8010.14-1999 铰链压板 A 型 

JB/T8010.14-1999 铰链压板 B 型 

JB/T8010.15-1999 回转压板 A 型 

JB/T8010.15-1999 回转压板 B 型 

JB/T8010.16-1999 双向压板 A 型 

JB/T8010.16-1999 双向压板 B 型 

JB/T8010.16-1999 双向压板 C 型 

7． 压块、挡块和 V 形块 

JB/T8009.1-1999 光面压块 A 型 

JB/T8009.1-1999 光面压块 B 型 

JB/T8009.2-1999 槽面压块 A 型 

JB/T8009.2-1999 槽面压块 B 型 

JB/T8009.3-1999 圆压块 

JB/T8009.4-1999 弧形压块 A 型 

JB/T8009.4-1999 弧形压块 B 型 

JB/T8009.4-1999 弧形压块 C 型 

JB/T8009.4-1999 弧形压块 D 型 

JB/T8018.1-1999V 形块 

JB/T8018.2-1999 固定 V 形块 A 型 

JB/T8018.2-1999 固定 V 形块 B 型 

JB/T8018.3-1999 调整 V 形块 A 型 

JB/T8018.3-1999 调整 V 形块 B 型 

JB/T8018.4-1999 活动 V 形块 A 型 

JB/T8018.4-1999 活动 V 形块 B 型 

JB/T8020.1-1999 薄挡块 

JB/T8020.2-1999 厚挡块 

8． 衬套、钻套和镗套 

JB/T8005.1-1999 压入式螺纹衬套 

JB/T8005.2-1999 旋入式螺纹衬套 

JB/T8013.1-1999 定位衬套 A 型 

JB/T8013.1-1999 定位衬套 B 型 

JB/T8013.2-1999 薄壁钻套 

JB/T8045.1-1999 固定钻套 A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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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T8045.1-1999 固定钻套 B 型 

JB/T8045.2-1999 可换钻套 

JB/T8045.3-1999 快换钻套 

JB/T8045.4-1999 钻套用衬套 A 型 

JB/T8045.4-1999 钻套用衬套 B 型 

JB/T8046.1-1999 镗套 A 型 

JB/T8046.1-1999 镗套 B 型 

JB/T8046.2-1999 镗套用衬套 

9． 支承(钉)  

JB/T8029.2-1999 支承钉 A 型 

JB/T8029.2-1999 支承钉 B 型 

JB/T8029.2-1999 支承钉 C 型 

JB/T8026.1-1999 六角头支承 

JB/T8026.2-1999 顶压支承 

JB/T8026.3-1999 圆柱头调节支承 

JB/T8026.4-1999 调节支承 

JB/T8026.5-1999 球头支承 

JB/T8026.6-1999 螺钉支承 

10．其它零件 

JB/T8011.1-1999 圆偏心轮 

JB/T8011.3-1999 单面偏心轮 

JB/T8011.2-1999 叉形偏心轮 

JB/T8011.4-1999 双面偏心轮 

JB/T8019-1999 导板 A 型 

JB/T8019-1999 导板 B 型 

JB/T10116-1999 锥度芯轴(支号 I) 

JB/T10116-1999 锥度芯轴(支号 II) 

JB/T10116-1999 锥度芯轴(支号 III) 

JB/T10116-1999 锥度芯轴(支号 IV) 

  

十九、农机符号 

1. 风机和泵 

风机(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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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式风机 

清选风机   

轴流式风机 

离心泵     

涡壳式混流泵 

导叶式混流泵 

轴流泵 

长轴深井泵 

潜水电泵   

水泵轮     

隔膜泵 

2. 种植业设备 

扬谷轮 

金属履带 

橡胶履带 

驱动胶轮 

导向胶轮 

水田叶轮 

旱地铁轮 

自位铁轮 

自位胶轮 

铧式犁体 

栅条犁体 

耕耙犁体 

暗沟犁 

圆盘犁刀 

旋耕刀滚 

钉齿耙 

圆盘耙组 

缺口圆盘耙组 

星型耙组 

直轧滚 

螺旋轧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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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型镇压器 

滑刀式开沟器 

双圆盘式开沟器 

锄式开沟器 

芯铧式开沟器 

直管式导种器 

卷片式导种器 

漏斗式导种器 

波纹式导种器 

外槽轮式排种器 

气吸式排种器 

型孔轮排种器 

型孔盘排种器 

梳齿式排种器 

磨盘式排种器 

梳式秧爪排 

夹式秧爪排 

转盘齿条式移箱器 

秧船底板 

秧箱 

单翼除草铲 

双翼除草铲 

单头松土铲 

双头松土铲 

凿形松土铲 

培土器 

往复式切割器 

回转式切割器 

板式拨禾轮 

偏心拨禾轮 

拨禾星轮 

八角星轮 

逐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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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禾器 

阶梯抖动板 

平台式逐稿器 

键式逐稿器 

齿带式拾禾器 

弹齿式拾禾器 

扒指式拾禾器 

玉米拉茎辊 

玉米摘穗机 

玉米剥苞叶辊(铸铁) 

玉米剥苞叶辊(橡胶) 

纹杆式脱粒滚筒 

弓齿式脱粒滚筒 

杆齿式脱粒滚筒 

窝眼选粮筒 

旋风分离器 

3. 粮食加工设备 

钩形链 

带式输送器 

指式输送器 

索盘式输送器 

螺旋式输送器 

耙式输送器 

升运器(通用) 

刮板式升运器 

夹持式禾秆输送器 

冲孔筛(通用) 

鱼鳞筛 

编织筛 

编织筛 2 

盘式磨粉机 

锥式磨粉机 

辊式磨粉机(光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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辊式磨粉机(齿辊) 

砂盘砻谷机 

离心砻谷机 

铁辊碾米机 

沙辊碾米机 

铁筋沙辊碾米机 

立式碾米机 

小型螺旋榨油机 

锤片式粉碎机 

爪式粉碎机 

劲锤式粉碎机 

滚筒式切刀 

圆盘式切刀 

甩式切刀 

环模压粒机 

平模压粒机 

立式搅拌机 

卧式搅拌机  

4. 养殖业设备 

鸡笼 

乳头式饮水器 

水槽 

食槽 

鸡用杯式饮水器 

钟式饮水器 

食盘 

清粪器 

储料塔 

出雏鸡 

孵化器 

育雏保温伞 

猪用杯式饮水器 

鸭嘴式饮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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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用真空泵 

奶用真空罐 

集乳器 

奶杯 

奶桶 

脉动器 

牛奶计量器 

乳脂分离器 

剪毛机剪头 

5. 喷头和喷枪 

旋涡式喷头 

旋涡式喷头 2 

转盘式喷头 

弥雾喷头 

喷粉喷头 

可调节式喷枪 

远射程喷枪 

折射式喷头 

摇臂式喷头 

6. 其它装置 

唧筒 

空气室 

摆环装置 

栅格凹板 

皮辊轧花装置 

单轴后卸式挂车 

双轴自卸式挂车 

真空调节器 

磨刀盘 

  

二十、 新增图库 

1. 螺母 

GB62-1988 蝶形螺母 B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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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62-1988 蝶形螺母 A 型 

GB63-1988 环形螺母 

GB805-1988 扣紧螺母 

GB802-1988 组合式盖形螺母 

GB809-1988 嵌装园螺母 A 型 

GB809-1988 嵌装园螺母 B 型 

GB815-1988 端面带孔圆螺母 A 型 

GB815-1988 端面带孔圆螺母 B 型 

GB816-1988 侧面带孔圆螺母 

GB/T889.1-2000(1 型非金属嵌件六角锁紧螺母) 

GB/T1229-1991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螺母 

GB/T3632-1995 钢结构用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联接副螺母 

GB/T6172.2-2000(非金属嵌件六角锁紧薄螺母) 

GB/T6182-2000(2 型非金属嵌件六角锁紧螺母) 

GB/T18230.6-2000 栓接结构用 1 型六角螺母热浸镀锌 A 和 B 级，5、6 和 8

级 

GB/T18230.7-2000 栓接结构用 2 型六角螺母热浸镀锌 B 级，10 级 

GB/T18230.3-2000 栓接结构用大六角螺母 B 级,8 和 10 级 

GB/T18230.4-2000 栓接结构用 1 型大六角螺母 B 级,10 级 

GB/T889.2-2000(1 型非金属嵌件六角锁紧螺母-细牙) 

GB/T17880.5-1999 平头六角铆螺母 

GB/T17880.4-1999(120 度小沉头铆螺母) 

GB/T17880.2-1999 沉头铆螺母 

GB/T17880.1-1999 平头铆螺母 

GB/T13680-1992 焊接方螺母 

GB/T17880.3-1999 小沉头铆螺母 

GB/T18195-2000 精密机械用六角螺母 

GB/T6183.1-2000 非金属嵌件六角法兰面锁紧螺母 

GB/T13681-1992 焊接六角螺母 

GB/T6187.1-2000 全金属六角法兰面锁紧螺母 

GB/T6177.1-2000 六角法兰面螺母 

GB/T6177.2-2000 六角法兰面螺母-细牙 

GB/T6187.2-2000 全金属六角法兰面锁紧螺母-细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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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6183.2-2000 非金属嵌件六角法兰面锁紧螺母-细牙 

2. 螺栓 

GB32.1-1988 六角头头部带孔螺栓 A 级 

GB32.1-1988 六角头头部带孔螺栓 B 级 

GB32.2-1988 六角头头部带孔螺栓细杆 B 级 

GB/T18230.1-2000 栓接结构用大六角头螺栓螺纹按 GB/T3160C 级 8.8 和 10.9

级 

GB/T3632-1995 钢结构用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联接副螺栓 

GB/T1228-1991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 

GB31.3-1988 六角头螺杆带孔螺栓细牙 A 级 

GB31.3-1988 六角头螺杆带孔螺栓细牙 B 级 

GB32.3-1988 六角头头部带孔螺栓细牙 A 级 

GB32.3-1988 六角头头部带孔螺栓细牙 B 级 

GB29.1-1988 六角头头部带槽螺栓 A 级 

GB29.1-1988 六角头头部带槽螺栓 B 级 

GB/T18230.2-2000 栓接结构用大六角头螺栓短螺纹长度 C 级 8.8 和 10.9 级 

JB/ZQ4364-1997 直角地脚螺栓 

JB/ZQ4362-1997T 型头地脚螺栓 

GB28-1988 六角头螺杆带孔铰制孔用螺栓 A 和 B 级 

GB35-1988 小方头螺栓 B 级 

GB12-1988 半圆头方颈螺栓 

JB/ZQ4321-1997U 型螺栓 

GB15-1988 大半圆头带榫螺栓 

GB13-1988 半圆头带榫螺栓 

GB29.2-1988 十字槽凹穴六角头螺栓 

GB/T801-1998 小半圆头低方颈螺栓 B 级 

GB/T14-1998 大半圆头方颈螺栓 C 级 

GB5789-1986 六角法兰面螺栓-加大系列-B 级 

GB5790-1986 六角法兰面螺栓-加大系列-细杆-B 级 

GB/T16939-1997 钢网架螺栓球节点用高强度螺栓 

GB/T16674-1986 六角法兰面螺栓-小系列(细杆) 

GB/T16674-1986 六角法兰面螺栓-小系列(粗杆) 

3. 垫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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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97.3-2000 销轴用平垫圈 

GB/T97.4-2002 平垫圈 S 型-用于螺钉和垫圈组合件 

GB/T97.4-2002 平垫圈 N 型-用于螺钉和垫圈组合件 

GB/T97.4-2002 平垫圈 L 型-用于螺钉和垫圈组合件 

GB/T97.5-2002 平垫圈 N 型-用于自攻螺钉和垫圈组合件 

GB/T97.5-2002 平垫圈 L 型-用于自攻螺钉和垫圈组合件 

GB852-1988 工字钢用方斜垫圈 

GB853-1988 槽钢用方斜垫圈 

GB860-1987 鞍型弹性垫圈 

GB/T1230-1991 钢结构用高强度垫圈 

GB/T3632-1995 钢结构用高强度扭剪型螺栓联接副垫圈 

GB7244-1987 重型弹簧垫圈 

GB7245-1987 鞍型弹簧垫圈 

GB7246-1987 波型弹簧垫圈 

GB9074.29-1988 自攻螺钉组合件用平垫圈 

GB9074.30-1988 自攻螺钉组合件用大垫圈 

GB/T18230.5-2000 栓接结构用平垫圈淬火并回火 

JB/ZQ4080-1997 高强度螺栓专用垫圈 

GB/T921-1986 钢丝锁圈  

4. 机构运动简图 

运动轨迹（直线运动） 

运动轨迹（回转运动） 

运动指向 

中间位置的瞬时停顿（直线运动） 

中间位置的瞬时停顿（回转运动） 

中间位置的停留 

极限位置的停留 

局部反向运动（直线运动） 

局部反向运动（回转运动） 

停止 

单向运动（直线运动） 

单向运动（回转运动） 

具有瞬时停顿的单向运动（直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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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瞬时停顿的单向运动（回转运动） 

具有停留的单向运动（直线运动 

具有停留的单向运动（回转运动） 

具有局部反向的单向运动（直线运动） 

具有局部反向的单向运动（回转运动） 

往复运动（直线运动） 

往复运动（回转运动） 

在一个极限位置停留的往复运动（直线运动） 

在一个极限位置停留的往复运动（回转运动） 

在两个极限位置停留的往复运动（直线运动） 

在两个极限位置停留的往复运动（回转运动） 

在中间位置停留的往复运动（直线运动） 

在中间位置停留的往复运动（回转运动） 

具有局部反向及停留的单向运动（直线运动） 

具有局部反向及停留的单向运动（回转运动） 

运动终止（直线运动） 

运动终止（回转运动） 

轴、杆 

构件组成部分的永久连接 

组成部分与轴（杆）的固定连接 

构件组成部分的可调连接 

回转副（平面机构） 

棱柱副（移动副） 

回转副（空间机构） 

圆柱副 

球面副 

球销副 

平面副 

球与圆柱副 

球与平面副 

齿轮传动-圆柱齿轮 

齿轮传动-圆锥齿轮 

齿轮传动-准双曲面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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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传动-蜗轮与圆柱蜗杆 

齿轮传动-蜗轮与球面蜗杆 

齿轮传动-螺旋齿轮 

齿轮符号-圆柱齿轮（人字齿） 

齿轮符号-圆柱齿轮（直齿） 

齿轮符号-圆柱齿轮（斜齿） 

齿轮符号-圆锥齿轮（斜齿） 

齿轮符号-圆锥齿轮（直齿） 

齿轮符号-圆锥齿轮（弧齿） 

齿轮机构-圆柱齿轮  

齿轮机构-圆锥齿轮  

齿轮机构-挠性齿轮  

摩擦传动-圆柱轮 

摩擦传动-圆锥轮 

摩擦传动-双曲面轮 

摩擦传动-可调圆锥轮 

摩擦传动-可调冕状轮 

摩擦轮-圆柱轮 

摩擦轮-圆锥轮 

摩擦轮-曲线轮 

摩擦轮-冕状轮 

摩擦轮-挠性轮 

扇形齿轮传动 

运动轨迹 

单副元素构件 

机架 

构件是棱柱副的一部分 

构件是圆柱副的一部分 

构件是球面副的一部分  

双副元素构件连接两个回转副的构件 

曲柄（或摇杆） 

偏心轮 

连接两个棱柱副的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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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两棱柱副的构件的通用情况 

连接回转副和棱柱副的构件的通用情况 

导杆 

滑块 1 

三副元素构件 

滑块 

盘形凸轮 

与杆固接的凸轮 

移动凸轮 

圆柱凸轮 

圆锥凸轮 

双曲面凸轮  

尖顶从动杆凸轮 

曲面从动杆凸轮 

滚子从动杆凸轮 

平底从动杆凸轮 

槽轮机构一般符号 

槽轮机构外啮合 

槽轮机构内啮合 

棘轮机构外啮合 

棘轮机构内啮合 

棘齿条啮合 

联轴器一般符号 

固定联轴器 

可移动式联轴器 

弹性联轴器 

可控离合器 

单向式啮合式离合器 

双向式啮合式离合器 

单向式摩擦离合器 

双向式摩擦离合器 

液压离合器一般符号 

电磁离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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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离合器一般符号 

离心摩擦离合器 

超越离合器 

带有易损元件的安全离合器 

带无易损元件的安全离合器 

制动器一般符号  

5. 螺柱 

GB897-1988 双头螺柱 A 型 

GB898-1988 双头螺柱 A 型 

GB899-1988 双头螺柱 A 型 

GB900-1988 双头螺柱 A 型 

GB902.1-1989 手工焊接螺柱 A 型 

GB902.1-1989 手工焊接螺柱 B 型 

GB902.2-1989 机动弧焊焊接螺柱 A 型 

GB902.2-1989 机动弧焊焊接螺柱 B 型 

GB902.3-1989 储能焊用焊接螺柱 A 型 

GB902.3-1989 储能焊用焊接螺柱 B 型 

GB/T15389-1994 螺杆  

6. 螺钉 

GB/T822-2000 十字槽圆柱头螺钉 Z 型 

GB99-1986 开槽圆头木螺钉 

GB100-1986 开槽沉头木螺钉 

GB101-1986 开槽半沉头木螺钉 

GB102-1986 六角头木螺钉 

GB950-1986 十字槽圆头木螺钉 

GB951-1986 十字槽沉头木螺钉 

GB952-1986 十字槽半沉头木螺钉 

GB845-1985 十字槽盘头自攻螺钉 

GB846-1985 十字槽沉头自攻螺钉 

GB847-1985 十字槽半沉头自攻螺钉 

GB5282-1985 开槽盘头自攻螺钉 

GB5283-1985 开槽沉头自攻螺钉 

GB5284-1985 开槽半沉头自攻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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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285-1985 六角头自攻螺钉 

GB6560-1986 十字槽盘头自攻锁紧螺钉 

GB6561-1986 十字槽沉头自攻锁紧螺钉 

GB6562-1986 十字槽半沉头自攻锁紧螺钉 

GB6563-1986 六角头自攻锁紧螺钉 

GB6564-1986 内六角花形圆柱头自攻锁紧螺钉 

GB9456-1988 十字槽凹穴六角头自攻螺钉 

GB/T16824.1-1997 六角凸缘自攻螺钉 

GB/T16824.2-1997 六角法兰面自攻螺钉 

GB/T15856.1-1995 十字槽盘头自钻自攻螺钉 

GB/T15856.2-1995 十字槽沉头自钻自攻螺钉 

GB/T15856.3-1995 十字槽半沉头自钻自攻螺钉 

GB/T15856.4-1995 六角法兰面自钻自攻螺钉 

GB/T13806.2-1992 十字槽盘头自攻螺钉 A 型(刮削端) 

GB/T13806.2-1992 十字槽沉头自攻螺钉 B 型(刮削端) 

GB/T13806.2-1992 十字槽半沉头自攻螺钉 C 型(刮削端) 

GB/T14210-1993 墙板自攻螺钉 

GB/T13806.1-1992 精密机械用紧固件十字槽螺钉 A 型 

GB/T13806.1-1992 精密机械用紧固件十字槽螺钉 B 型 

GB/T13806.1-1992 精密机械用紧固件十字槽螺钉 C 型 

GB5281-1985 内六角圆柱头轴肩头螺钉 

GB839-1988 滚花头不脱出螺钉 B 型 

GB839-1988 滚花头不脱出螺钉 A 型  

GB825-1988 吊环螺钉 B 型  

GB836-1988 滚花小头螺钉 

GB/T837-1988 开槽盘头不脱出螺钉 

GB832-1988 开槽带孔球面圆柱头螺钉 C 型  

GB832-1988 开槽带孔球面圆柱头螺钉 B 型 

GB832-1988 开槽带孔球面圆柱头螺钉 A 型 

GB831-1988 开槽无头轴位螺钉 

GB6191-1986 内六角花形圆柱头螺钉-8.8 和 10.9 级 

GB6190-1986 内六角花形圆柱头螺钉-4.8 级 

GB2674-1986 内六角花形半沉头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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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2673-1986 内六角花形沉头螺钉 

GB2672-1986 内六角花形盘头螺钉 

GB949-1988 开槽半沉头不脱出螺钉 

GB946-1988 开槽球面圆柱头轴位螺钉 

GB947-1988 开槽球面大圆柱头螺钉 

GB/T819.2-1997 十字槽沉头螺钉(头下带台肩 H 型) 

GB/T819.2-1997 十字槽沉头螺钉(头下带台肩 Z 型) 

GB/T819.2-1997 十字槽沉头螺钉(头下不带台肩 H 型） 

GB/T819.2-1997 十字槽沉头螺钉(头下不带台肩 Z 型） 

GB/T70.2-2000 内六角平圆头螺钉 

GB/T838-1988 六角头不脱出螺钉 

GB/T70.3-2000 内六角沉头螺钉 

GB948-1988 开槽沉头不脱出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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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版  

 

第一部分   企业版功能  

第 1章  三视图管理  

 

三视图管理主要用于解决利用三维实体准确生成二维工程图纸的问题。其设

计思想是在二维图板中读入由三维图板设计完成的零件、装配图，根据用户的需

求生成准确的标准视图、自定义视图、剖视图、剖面图。视图生成之后，用户可

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对视图进行修改，如：移动视图、打散视图、更新视图。并

且可以对它们重新定位、添加标注和文字，从而很快生成一个准确而全面的工程

图。 

1.1 读入标准视图 

单击【工具】的【视图管理】子菜单中的【读入标准视图】，或者单击 ，

在对话框中选择需要生成二维视图的零件或者装配，包括 Epb（三维图板数据文

件）Eab（三维图板装配数据文件）、Mxe（制造工程师数据文件）Ics（CAXA

实体设计数据文件）、X_t 和 X_b 文件。 

 

 

单击【确定】后，弹出对话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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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单击【打开】，弹出对话框如下： 

 

标准视图输出对话框有三个选项：视图设置、部件设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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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视图设置 

（1）对话框左上角主视图区域显示了输出图时的主视图的显示情况，其他

视图都是以它为基准的。 

（2）对话框左下角是用户调整主视图的工具。单击【重置】按钮，主视图

变为 CAXA 三维电子图板中主视的视向，单击【来自文件】则表示当前主视图为

文件存储时的视向。 

【重置】按钮左边的 3 组调节按钮的功能从左到右分别是： 

：以当前视向为准绕着主视图显示框中预显窗口的 x 轴正、反向转 90

度。 

：以当前视向为准绕着主视图显示框中预显窗口的 y 轴正、反向转 90

度 

：以当前视向为准绕着主视图显示框中预显窗口的 z 轴旋正、反向转 90

度 

 

（3）对话框的右边区域中的按钮用来让用户选择所要输出的视图，连续单

击同一个按钮可以实现对相应视图的输出\不输出的控制。下图分别表示主视图的

输出、不输出的图标显示。 

               

不输出              输出 

    （4）在对话框中，软件提供了两种视角投影方法用于确定标准视图在

工程图中的位置：第一角投影法为国标规定投影法；第三角投影法为西方国家常

用的投影法，选择相应的视图设置后，系统将自动选择标准三视图。当然也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相应的视图。 

   （5）对于装配图，对话框左下角的【显示爆炸视图】选项将被激活。这

里如果用户单击选择了【显示爆炸视图】并设定了爆炸级别（只有在三维图板中

设定爆级别，这一项才会有效），那么用户输出的视图不是前边所叙述的【基本

视图】或者【轴测图】，而是具有同所选标准视图相同视向的【自定义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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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件设置 

部件设置主要针对装配体，它可以指定哪些零件在输出视图时不显示，或者

在进行剖切时，哪些零件不被剖切等等。 

 

（1）对话框最右侧区域是用来对当前三维文件内容进行观察的，它只是起

到浏览的作用，不能对输出视图的视向做出任何影响。 

（2）对话框左侧区域是用来控制对文件中各个实体的输出状况的。在最左

边的树型框内用来标示当前文件中的组件，其右边的列表框中分别表示了【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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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不剖切】的实体。它们是通过中间的【=>】 【<=】进行选择的。 

当一个组件被列为不显示，它在最左边图框内显示的图标为： ，同时【不

显示】列表框中会将该组件的名称添加到里边。如果被列为不剖切，它的图标为：

，同时【不剖切】列表框中也会把该组件的名称添加到里边。 

 （3）在选择【不显示部件】及【非剖切部件】内容时，可以通过对话框

右下方的显示工具条，对装配体进行放大、缩小、旋转、平移等操作，还可以通

过【保留当前视向】的选择框保留当前的视向，以便视图输出。 

【初始化】：单击该按钮系统将把所有设置返回最初的状态，使得所有的组

件都参与显示、剖切。 

【全部显示】：单击该按钮将清空【不显示部件】列表内容，使得所有的组

件都参与显示。 

【全部剖切】：单击该按钮将清空【非剖切部件】列表内容，使得所有的组

件都参与剖切。 

3．选项 

设置视图输出时候对隐藏线、过渡线的设置。 

 

在这里，用户可以设定在投影过程中的一些关于投影效果的选项。 

关于【隐藏线的处理】，共有 3 个选择内容：不输出隐藏线、输出所有隐藏

线、仅轴测图不输出隐藏线。如果用户选择【不输出隐藏线】，那么所有的读入

的视图都没有隐藏线；如果用户选择【输出所有隐藏线】，那么在所有视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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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输出的隐藏线将全部会被输出；如果用户选择【仅轴测图不输出隐藏线】，

那么轴测投影图不输出隐藏线，其他视图均输出隐藏线。 

对于【过渡线的处理】，共有 3 个选择内容：不输出过渡线、输出所有过渡

线、仅轴测图输出过渡线。如果用户选择了【不输出过渡线】，那么所有视图中

的过渡线都不会输出；如果用户选择了【输出所有过渡线】，那么所有视图中的

过渡线都会被输出；如果用户选择了【仅轴测图输出过渡线】，那么轴测图输出

所有过渡线，而其他视图则不输出过渡线。 

如果用户选择了【投影 3d 尺寸】，那么 3d 实体中的标注会被输出，否则不

会被输出。通过以上步骤的设置，用户选取所需的视图后，单击【确定】，便开

始对视图进行接收。 

1.2 读入自定义视图 

单击【工具】的【视图管理】子菜单中的【读入自定义视图】，或者单击 ，

在对话框中选择需要生成二维视图的零件或者装配，然后单击【打开】后，弹出

对话框如下： 

 

与读入标准视图对话框不同的是没有输出视图的选择，而且【重置】按钮与

3 组调节按钮之间有自定义角度输入框，在输入框中自定义需要视图的旋转角度，

即可完成自定义视图的定义。 

注意：自定义的角度是指以当前视向为准绕着主视图显示框中预显窗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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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 轴正、反向转 0~90 度。 

其他操作和读入标准视图的方法完全一样，不再重述。 

1.3 对视图的处理 

标准视图的接收顺序依次为：主视图、俯视图、左视图、右视图、仰视图、

后视图以及轴测图。如果用户选择了主视图的输出，那么其他基本视图都可以通

过导航和它对齐。如果当前接收的视图没有主视图，则不能通过【导航】进行对

齐。而且，对于轴测图和自定义视图，由于其没有【对齐】的意义，所以也不提

供【导航】对齐的功能。 

1．视图删除 

单击【工具】的【视图管理】子菜单中的【视图删除】，或者单击 ，然后

拾取读入的需要删除的视图，即可将视图删除。 

注意：如果鼠标单击选取的视图已经进行过局部剖，则若鼠标单击位置处于

该视图的某个局部剖范围内，则系统会认为用户只是想删除对应的局部剖而并不

是删除整个视图，若鼠标单击位置处于该视图的任何一个局部剖范围外，则系统

会认为用户是想删除整个视图。 

2．视图打散 

单击 【工具】的【视图管理】子菜单中的【视图打散】，或者单击 ，然

后拾取读入的需要打散的视图，即可将该视图打散。 

注意：打散后的视图清除了与三维文件相关联的信息，相当于直接利用电子

图板绘制的二维图形，比如如果三维文件做了修改，当视图更新时，打散的视图

不能再进行更新。 

3．视图移动 

单击【工具】的【视图管理】子菜单中的【视图移动】，或者单击 ，然后

拾取读入的需要移动的视图，即可将视图移动到适当的位置。 视图移动操作每

次只能移动一个视图。 

在对视图进行移动操作时，如果当前文件中已经接收了主视图，那么它可以

通过【导航】与之对齐，否则，不能进行对齐。另外，如果当前选中的是主视图

或者自定义视图或者是轴测图，则由于没有参照视图所以不提供【导航】功能。

对于其他标准视图，像对于剖视（面）图，如果当前文件中有其参照视图（该剖

视图是通过剖切其参照视图得来的），那么它可以在其剖切方向上进行【导航】

移动，反之不能进行【导航】移动。 

4．视图更新 

如果 CAXA 三维电子图板的三维文件做了一定的修改，单击【工具】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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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管理】子菜单中的【视图更新】，或者单击 ，然后拾取读入的需要更新的视

图，即可将视图进行更新。更新视图的方式有两种：单个更新和全体更新，用户

可在屏幕左下角的立即菜单中选取视图更新方式，系统默认为【逐个更新】。 

1.4 生成剖视图 

单击 【工具】的【视图管理】子菜单中的【生成剖视图】，或者单击 ，

即可激活该功能。生成剖视图分为绘制剖切轨迹、确认剖切视图、接收视图、确

定剖视标注符号等四步。 

1．绘制剖切轨迹 

   绘制剖切轨迹的方法比较简单，同工程标注中的剖切符号的绘制是一样

的。但是，如果用户想要自动生成剖视图，其剖切符号必须符合如下条件： 

剖切符号必须同视图相交，否则系统将剖切符号视为普通的剖切符号，不会

进行任何剖切动作。 

如果用户要得到半剖效果，那么剖切符号中只能包含两个剖切点。 

如果用户要产生旋转剖，那么剖切符号必须有且最多有三个剖切点。 

如果用户要产生阶梯剖，那么相连两条剖切线必须相互垂直，剖切线的数目

必须是大于 2 的奇数，并且相邻奇数的剖切线同中间的剖切线不能构成 U 形。 

如果剖切线不符合上述条件，系统便会把此剖切符号当作普通的剖切符号，

不进行任何剖切动作。 

2．确认剖切视图 

用户在绘制剖切符号的时候有可能同时同两个视图的图形元素相交，这时系

统便会提示用户确认所要剖切的视图。如下图所示： 

 

用户选择所要剖切的视图后，单击【确定】即进入下一步操作。如果用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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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取消】，绘制的剖切符号被系统认做普通的剖切符号，不进行任何剖切操作。 

3．接收视图 

    视图生成后，需要确定视图的位置。为了方便视图的定位，系统提供定

位导航功能。即用户可以在剖视方向上设置剖视图的定位点。当然，用户也可以

不选用导航功能，随意设定剖视图的定位点。 

    确定了定位点之后，用户需要输入剖视图的旋转角度。用户可以利用系

统提供的角度导航功能自动把剖视图放置成水平和铅垂状态，也可以随意设置剖

视图的旋转角度。 

4．确定剖视标注符号 

最后用户可以指定剖视标注符号内容，并指定其定位点即可。 

1.5 生成剖面图 

有时候用户需要表达一个机件的端面情况。这时，可以使用软件提供【生成

剖面图】功能来完成。 

生成剖面图的操作方法同生成剖视图的操作方法基本相同。 

注意：剖视图不但包括剖切生成的端面信息，也包括所有可见轮廓的投影，

但是剖面图仅仅包括由剖切生成的端面图形。还有剖面图不支持半剖方式。 

单击 【工具】的【视图管理】子菜单中的【生成剖面图】，或者单击  ，

即可运行该项功能。 

1.6 生成局部剖视图 

在绘图过程中，对于未表达完全部分可通过局部剖来补充。首先在进行局部

剖的区域绘制一个封闭的剖切轮廓线，然后单击 【工具】的【视图管理】子菜

单中的【生成局部剖视图】，或者单击 ，在立即菜单中默认为【普通局部剖】，

提示【请拾取剖切线轮廓】，选择之前绘制的封闭曲线后，单击右键确定，弹出

【是否生成剖视图】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 。此时快捷菜单提示【直接输

入深度】，在【4：深度】输入剖切深度，单击左键确定。弹出【是否生成剖视

图】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剖视图生成。剖切深度除了直接输入外还可采

用动态拖放模式，单击【2：直接输入深度】可进行切换。 

进行普通局部剖的时候，剖切轮廓线除了可以是单根的封闭轮廓线，还可以

是由两根封闭轮廓线组成的封闭环——剖切轮廓环，这时候剖切的就是外轮廓线

和内轮廓线之间的环形区域。 

如果用户需要对零件进行半剖处理，在立即菜单中单击【普通局部剖】切换

到【半剖】选项即可。指定半剖位置的方法有两种，即拾取中心线和拾取中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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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点（选取的直线可不为中心线）。选择好中心线或者中心线上一点后，提示

拾取剖切的方向，如下图： 

 

    确认剖切方向后，提示与生成局部剖切图相同，选择确定后，生成半剖

图。如下图所示： 

 

 

1.7 对视图的设置 

在准备读入三维电子图板文件的视图之前，可以对读入视图可以进行设置。 

 单击【工具】菜单中的【选项】命令，弹出如图所示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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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线显示：选中该复选框则读入的视图用细实线显示。 

显示视图边框：选中该复选框则读入的每个视图都有一个绿色矩形边框。 

打开文件时更新视图：选中该复选框则打开视图文件，系统自动根据三维文

件的变化对各个视图进行更新。 

 



CAXA 电子图板2007 

485 

 

第 2章  三维数据转换  

 

传统的二维 CAD 软件一般只有二维绘图的能力。随着三维设计软件在设计

领域逐步被采用，工程师希望在从事二维绘图的过程中，能够观察和借用三维设

计结果或者将三维模型直接转换为二维工程图纸。三维数据转换模块儿集成了目

前最强大的数据接口，它不仅能够打开各种主流三维软件的模型，而且可以通过

放大、旋转等视图操作功能仔细观察三维模型，同时可以将模型输出为希望的数

据格式，使得不同 CAD 软件的协同工作成为可能。其主要功能包括： 

数据输入 

数据输出 

视向工具 

尺寸标注 

2.1 数据输入 

单击【开始】按钮，选择【所有程序】中的 Inovate（第一次启动需要安装启

动光盘中的【数据接口】），单击主菜单【文件】下拉菜单中的【输入】，在弹

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需要的文件类型，然后选择相应的文件，单击【打开】即可。

file:///G:\heping\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0XQFW5IB\�ߴ��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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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输入的三维数据格式如下： 

数据格式文件 文件扩展名 

ACIS *.sat 

Paraasolid *.x_t；*.xmt_txt 

STEP AP203 *.stp,*.step 

Romulus *.xmt 

IGES *.igs,;*.iges 

实体设计 *.ics 

TriMode *.tmd 

3D Studio *.prj；*.3ds 

TareSpace *.scn；*.cob 

AutoCAD *.dxf 

Wavefront *.obj 

Raw *.raw 

STL 文件 *.stl；*.sla 

VRML *.wrl 

Pro/E 零件 *.prt 

Pro/E 装配 *.asm 

Pro/E 中性文件 *.neu 

Granite One *.g 

CATIA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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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输出 

2.2.1 输出零件 

在拾取过滤组合框中选择【零件】。 

 

选择需要输出的零件或者装配，被选中的零件或者装配为蓝色线框显示。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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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文件】下拉菜单

中【输出】子菜单的【零件】

选项。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

择需要的文件类型，键入零

件名称，单击保存即可。可

输出的数据格式有：数据格

式文件  

文件扩展名  

Acis  *.sat  

Paraasolid  *.x_t  

Step AP203  *.stp *.step 

Iges  *.igs ,  

实体设计  *.ics  

TriMode  *.tmd  

3D Studio  *.3ds  

AutoCAD  *.dxf  

Wavefront  *.obj  

Raw  *.raw  

Stl 文件  *.stl  

Vrml  *.wrl  

Pro/E 中性文件  *.neu  

Granite One  *.g  

Catia  *.model  

Pov-Ray *.pov 

Hoops stream file *.hsf 

Bisual Basic  *.bas  

2.2.2 输出图像 

单击【文件】下拉菜单中【输出】子菜单的【图像】选项。在弹出的对话

框中选择需要输出的文件类型，键入文件名称，单击保存。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输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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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规格：可选择指定输出图像的大小。如果选择【定制大小】，可在以

下选项中定制图像的大小和分辨率。 

每英寸点数：图像的分辨率 

单位：可选项有米、英寸、英尺和象素 

高度和宽度：图像的大小 

锁定长宽比：选择该选项，图像将按照锁定的长宽比例放大或者缩小 

渲染风格：可对零件进行简单的渲染。 

可输出的图像数据格式有： 

数据格式文件  文件扩展名  

Windows Bitmap *.bmp  

Enc.ps *.eps  

Jpeg *.jpg  

Zsoft Paintbrush  *.pcx  

Png *.png  

Targa  *.tga  

Tag  Image  *.tif  

Rtl *.rtl  

Gif *.gif  

2.2.3 输出动画 

单击【文件】下拉菜单中【输出】子菜单的【动画】选项。在弹出的对话

框中选择需要输出的文件类型，键入文件名称，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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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输出设置，具体设置可参考 2.2.1 中关于输出图画的

设置。 

注意：此对话框在左下角比输出图画多一个【循环播放动画】（Loop 

Animation）选项。 

 

 

单击【确定】按钮后会弹出一个输出动画对话框： 

 

单击【开始】按钮进行转换。 

可输出的图像数据格式有： 

数据格式文件  文件扩展名  

Avi *.avi 

Eps *.eps  

Jpeg *.jpg  

Pc Paintbrush *.p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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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g *.png  

Tga *.tga  

Tag  Image  *.tif  

Win Btimap *.bmp 

Animated GIF *.gif  

2.3 视向工具 

在三维数据转换模块中，可以利用该模块中的视向工具，对读入的三维数

据进行任意角度的观察。视向工具主要包括： 

  显示平移                       显示中心 

  动态旋转                       显示全部 

  前后缩放                       保存视向 

  任意视向                      恢复视向 

  显示缩放                       恢复从前 

  窗口显示   透   视 

  指定面  

显示平移 

选择显示平移工具，光标变成四方向的箭头，预示你可以左/右或上/下移动

视向。 

移动光标到零件左边。 

按下鼠标左键拖动。 

视向越过零件。如果拖动足够远，零件将完全消失。你也可上下平移视向。

当应用显示平移工具时，所有视向和零件都将移动。 

动态旋转 

选择动态旋转工具。 

移动光标指针到零件的右上角。 

按下鼠标左键并拖住旋转。 

视向将开始围绕零件旋转。 

前后缩放 

选择前后缩放工具，光标变为一对平箭头。 

移动光标到零件设计的下面，然后单击左键并缓慢向上移动鼠标，视向向

靠近零件的方向移动。 

拖动鼠标向相反的方向移动可使视向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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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视向 

应用任意视向工具缩小两个特征，特征之间应当有一定间距。 

选择任意视向工具，光标变成透明的箭头。 

在两个特征排列的中间点，按信鼠标左键并拖动穿过中间夹缝。 

当选择任意视向的工具所用的点时，设计自适应垂直轴线（上方）。这样

可以帮助你快速完成视向。 

显示缩放 

放大，向下表示缩小。 

移动光标到窗口中并单击左键 ，慢慢朝顶部拖动，视向变大。 

按下鼠标左键并拖动向相反的方向缩小。 

窗口显示 

选择窗口缩放工具，移动光标到窗口中，光标指针变成交叉形状。 

按下左键并拖动所选长方形并放大所选的部分零件。 

当需要放大的部分零件被框在长方形内部时，放开鼠标。 

指定面 

选择显示面工具,光标变成一个伸展的手的形状。 

单击零件表面,零件将自动移动视向到所选表面。 

显示中心 

选择显示中心工具，当你将光标移动到设计窗口中，将变成一个视向符号。 

移动鼠标到一个零件/特征上，视向中心点将被改变。 

单击左键改变视向中心点。 

指定的视向中心点可作为的动态旋转的焦点。同时，从视向到点的距离影

响前后缩放和任意视向工具。如果你发现应用此工具时移动速度太快，重新用

显示中心工具定位视向中心点。 

显示全部 

将您的观察点与设计环境中的零件模型中心对齐，按下 F8 键也可以激活

此工具。 

保存视向 

将当前的视向位置保存起来，供以后使用。 

恢复视向 

恢复用【保存视向】工具保存的视向位置。 

恢复从前 

恢复前次视图的视向位置。 



CAXA 电子图板2007 

 

 493 

透视 

此选项为默认选项。取消对此工具的选定，以利用正交投影将对象显示在

设计环境中，同时以对象的比例尺寸（但不作距离调整）显示对象。按下 F9 键

也可以激活此工具。 

2.4 尺寸标注 

可以利用尺寸标注功能，查询三维数据的尺寸和形状。 

标 注 类

型 
功能说明 

  线

性标注 

这个智能尺寸工具用于测量设计环境中两个点之间的距离。测量方向随尺

寸末端显示的拓扑单元而变。 

  角

度标注 
此工具用于测量两个平面之间的角度。 

  半

径标注 

此工具用于测量圆心或轴与曲线或圆形曲面上第二个点之间

的半径。 

  直

径标注 

此工具用于测量圆心或轴与曲线或圆形曲面上第二个点之间

的直径。 

  引

出说明 
该功能可对相关的零部件做引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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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工程计算器  

工程计算器是 CAXA 电子图板 2005 企业版中新增的功能，使用该功能可以

自行定义需要的公式，使电子图板的应用更加行业化。 

3.1 界面介绍 

单击【工具】菜单下【外部工具】选项内的【工程计算器】 弹出工程计算

器对话框；如图所示 

 

公式树表：显示软件固有及新建公式，并可通过鼠标右键进行公式的操作。 

已定义变量列表：显示公式内所定义的参数。 

计算结果列表：显示根据公式计算所得出的结果。 

公式说明区：当选中公式或公式目录时该区会自动显示相应公式说明。如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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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公式树表中的任意公式后，工程计算器会出现新的界面。如图所示: 

 

公式表达式：显示指定公式的数学表达式。如：匀速直线运动 S0+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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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列表：显示与公式相关的参数信息，可以通过鼠标的单击选择进行数

据的输入。 

3.2  新建公式 

用户可以在公式树表区通过鼠标右键，可以进行新建公式的操作。可以通

过该功能建立一套完整的工程计算公式。 

3.2.1  新建目录 

为新公式创建公式目录，可以在公式树表中的任意目录处右击鼠标，选择

【新建目录】选项，会弹出如图所示的对话框。 

            

目录名称：用户所建新目录的名称 

目录说明：对用户新建目录的描述，在公式说明区会有对应的显示。 

注意：如果新建公式不需要目录的支持，可以直接选择右键菜单中的【新

建公式】命令。 

3.2.2  定义变量 

为目录中公式定义变量值，也可以将公式中一些常用的值加入变量列表从

而方便公式计算。 

在新建目录处右击鼠标选择【定义变量】选项，弹出如图所示对话框。可

以根据对话框的提示进行数据的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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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定义变量只能在【公式目录】处进行定制，定制成功后该变量

将作用于该目录中的所有公式。 

3.2.3  新建公式 

在公式树表中的任意目录处右击鼠标，选择【新建公式】选项，会弹出如

图所示的对话框，可以根据各个表单来自定义公式。 



CAXA 电子图板2007 

 

 498 

 

公式名称：输入创建公式的名称； 

函数名称：输入创建公式的函数名称； 

单位：定义函数的单位，如：米、秒等； 

保留小数位数：设定计算数值的保留小数位数； 

定义参数：为公式表达式定义参数值，单击【定义参数】按钮会进入【添

加参数】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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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式计算 

 根据定义的公式进行计算，可以通过鼠标的单击选择进行公式的计算； 

在参数列表的【输入值】处进行单击选择，可以进行数据的录入。如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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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数据后其计算结果可以通过单击下面的 按钮求出，计算结果将显

示在结果列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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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软件中含有数据结果时，再次单击参数列表的【输入值】，会在输入区

右侧出现 按钮，单击此按钮可以进入【选择计算结果】对话框，可以通过此

功能直接引用计算结果中的数据进行更为复杂的公式计算。如图所示 

 

3.4  公式操作 

 工程计算器主要通过鼠标右键进行操作，在不同选项处右击鼠标可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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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同的公式操作。 

公式树表：在公式树表处右击鼠标，可以进行关于目录树表的一系列操作。 

 

 当选择【删除全部】选项时，软件会将工程计算器中所有公式进行清除。 

注意：此过程不可逆。 

公式目录：在公式目录处右击鼠标，可以进行关于公式目录的一系列操作，

该操作会影响到目录里面的所有公式。 

 

 当选择【删除目录】选项时，软件会出现如图所示提示；只有当该目录

内的公式全部删除，【删除目录】的操作方可进行。 

 

  

公式：在公式处右击鼠标，可以进行关于公式的一系列操作。 

 

当选择【修改公式】选项时会进入【修改公式】对话框，其具体操作可以

参考【新建公式】的操作。 

变量列表：在变量处右击鼠标，可以进行关于变量的一系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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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列表：在计算得到的结果处右击鼠标，可以进行关于计算结果的一系

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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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个人管理工具  

第 1章  软件介绍  

1.1 CAXA个人管理工具 

CAXA 个人协同管理工具是面向个人应用的图文档管理系统，它可以管理

CAXA 系列的文档（电子图板、工艺图表等）及其它各类电子文档，帮助用户

组织自己的文件存储方式、快速查找和浏览文件。用户可以按照自己需要的方

式对文档进行重新组织、分类，而不用关心这些文件实际的存储路径。对于设

计图纸可以提取产品信息、创建产品结构、进行图纸的完整性检查和生成各种

汇总表格。 

 

 

1.2 图文档浏览、查询 

对用户工作目录和分类目录中列出的设计图纸或工艺文件，可以方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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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通过预览窗口和属性栏，不用打开文件就可详细了解文件的内容以及图

纸标题栏的信息。 

    CAXA 个人管理工具内置的浏览器可以浏览 CAXA 电子图板和工艺图

表的文件，后续版本将可浏览 CAXA 实体设计和 AutoCAD 的文件。 

    CAXA 个人管理工具提供搜索、查询工具，可以按照图纸的多种属性

在磁盘目录中快速查找你所需要的图纸或工艺文件。 

 

1.3 设置工作目录 

    可以指定磁盘上的任意目录为当前工作目录或新建文件目录，方便你

快速定位和操作文件而不需要在整个磁盘目录内一一查找。 

 

1.4 新建图文档 

在工作目录下创建新的图纸文件或工艺文件，指定文件所属的分类，输入

文件名，系统会按照选定的文件模板创建一个新的空白文件。方便今后按分类

查找文件并创建版本记录。 

注意：

在 图 纸 预

览 窗 口 双

击 鼠 标 可

以 以 全 屏

方 式 预 览

图纸文件，

再 次 双 击

预 览 窗 口

后，返回到

原 来 的 状

态。 

 

注意：

在 图 纸 预

览 窗 口 双

击 鼠 标 可

以 以 全 屏

方 式 预 览

图纸文件，

再 次 双 击

预 览 窗 口

后，返回到

原 来 的 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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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图文档分类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建立文件的分类规则，如按照产品的类型分类、

按照零件的加工属性分类或按照客户分类等等。可以为工作目录、磁盘目录甚

至共享目录下的文件指定分类所属，同一文件可以属于多个不同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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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图文档版本记录 

可以为工作目录下打开或创建的文件保存每次修改的记录，按顺序创建版

本，完整记录图纸的创建、修改、和发布的过程。可以指定当前工作版本和删

除不需要的版本。 

 

 

1.7 生成产品结构 

可以为包含明细表信息的图纸文件创建产品结构、可以根据图纸编号自动

关联零件图纸，对一套产品的图纸进行完整性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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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汇总产品数据 

    对已经创建了产品结构的图纸，可以创建提取和汇总规则，提取明细

表或标题栏内的信息生成新的汇总表格，如装配 Bom、标准件汇总、外构件汇

总等。汇总表格可以输出到 Excel 等格式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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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软件的安装  

2.1 软硬件环境 

运行 CAXA 个人管理工具需要以下软硬件条件： 

  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 98/ 2000/XP 

  基本配置：P3 以上 CPU，256MB 以上内存 

推荐配置：P3/2GHz 以上 CPU 主频，512MB 以上内存 

 

2.2 安装光盘 

安装光盘包含以下内容： 

  安装程序和支持文件 

  用户手册 

  演示实例 

2.3 安装步骤 

   将安装盘插入光驱。 

   如果不能自动启动安装程序，请运行光盘下的 Setup.exe。 

   按照安装过程中的提示完成安装。 

   退出安装程序。 

   插上 USB 加密狗，重新启动您的计算机。 

 

   如果您不是 CAXA 电子图板企业版的正式用户（没有加密狗），目前暂

时无法使用个人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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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功能说明  

3.1 用户界面 

CAXA 实体设计提供了类似 Windows 资源管理器的用户界面和操作方法，

熟悉资源管理器操作的用户可以快速掌握个人管理工具的使用。用户界面主要

由五个部分组成，如下图所示。 

 

用户界面的上部是标准的 Windows 应用程序的菜单和工具条。左上角显示

磁盘目录和工作目录或者文件的分类结构。左下方显示生成的某一产品的产品

结构信息，软件自动保存当前生成的产品结构。用户界面的右上部显示的是文

件列表区，下部分别提供文件的预览区和图纸文件的标题栏信息。 

操作软件提供的功能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 

  选择不同菜单下的相应功能 

  直接单击工具条上的功能图标 

  选择目录或文件后，右击鼠标，从右键菜单选择相应功能 



CAXA 电子图板2007 

 

 512 

3.2 设置工作目录 

应用 CAXA个人管理工具的第一步就是设置或创建工作目录。您可以指定硬

盘上的任意磁盘或文件夹作为工作目录，或新建一个文件夹后指定其为当前工

作目录。设置工作目录的目的是为了方便文件的有序保存和快速查找。一旦设

置了当前工作目录，在目录区就会自动显示这些文件夹的内容。设置工作目录

的一般步骤如下： 

如果硬盘上没有创建相应保存您的图文档的目录，请选择主菜单【文件】

中的【新建文件夹】选项。在选定的磁盘上建立一个文件夹，如【我的图档】。 

选择主菜单【文件】中的【设置工作目录】选项。从弹出的【文件浏览】

对话框中选择需要设置为工作目录的磁盘和文件夹。选择【确定】。 

在左侧目录区【我的图档】下会显示指定为工作目录的文件夹和子文件夹。 

 

3.3 新建文件 

为了能够记录和保存文件的修改过程或版本，需要在个人管理工具内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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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为文件命名和选择文件的模板。 

选择工作目录下的一个文件夹，作为保存新文件的地址。依次选择菜单【文

件】、【新建】、【电子图板】文件。 

在弹出的【新建文件】对话框内，首先为新文件指定一个或多个分类（一

个文件可以同时属于多个分类）。在【文件名】输入栏内输入新建文件的名称，

如果要为新文件选一个模板，选择【选择模板】选项，在模板选择对话框内选

择一个模板，完成后选择【确定】。 

 

 

3.4 模板文件 

全部模板文件保存在电子图板安装路径下的\support 目录下，你可以把需要

的文件模板保存在这个目录下，并可建立分类的子目录。这样当你执行新建文

件，选择模板时，系统会自动查找到这个目录下的所有模板文件。 

3.5 文件检索 

文件检索的主要功能是从本地计算机或连接在网络上的计算机上查找符合

条件的文件 。 

（1） 选择菜单【文件】中的【文件检索】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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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弹出【文件检索】对话框，按下面对每一类选项的说明，选

择各种检索条件。 

 

检索条件可以指定路径、文件名、电子图板文件标题栏中属性的条件。 

搜索路径： 

指定查找的范围，可以通过手工填写，也可以通过单击【浏览】用路径浏

览对话框选择，通过【包含子目录】选项可以决定只在当前目录下查找还是包

括子目录。 

文件名称： 

指定查找文件的名称和扩展名条件，支持通配符“*”。 

条件属性： 

显示标题栏中信息条件，指定条件之间的逻辑关系（“与”或“或”）。

标题栏信息条件可以通过【编辑条件】选项激活【编辑条件】对话框进行编辑。 

查找结果： 

实时显示查找到的文件的信息和文件总数。选择一个结果可以在右面的属

性区查看标题栏内容和预显图形，通过双击可以用电子图板打开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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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显图形： 

用小图形预显图形，可以通过【预显图形】选择按钮决定是否预显图形。 

当前文件： 

在查找过程中显示正在分析的文件，查找完毕后显示的是选择的当前文件。 

编辑条件： 

单击"编辑条件"按钮，弹出编辑条件对话框进行条件编辑。 

 

要添加条件必须先单击"添加条件"按钮，使条件显示区出现灰色条。条件分

为条件项、条件符、条件值三部分。 

条件项 

是指标题栏中的属性标题，如设计时间、名称等；下拉条中提供了可选的

属性。 

条件符 

分为三类：字符型、数值型、日期型。每类有几个选项，可以通过条件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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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拉框选择。 

条件值 

相应的逻辑符分为三类：字符型、数值型、日期型；可以通过条件值

后面的编辑框输入值，如果条件类型是日期型，编辑框会显示当前日期，

通过单击右面的箭头可以激活日期选取对话框进行日期选取。 

如：要查找设计日期在 2000 年 8 月 20 日之前的图纸，先单击"添加条件"，

在条件项的下拉条中选择设计日期，在条件类型中选择日期型，然后在条件符

中选择"早于"，在条件值中选择 2000 年 8 月 20 日，则产生了一个条件，显示在

条件显示区。 

条件关系： 

当添加了两条以上的条件则可以进行条件关系的选择，条件关系分为："与

""或"两种。 

选中条件显示区的条件可以删除或进行编辑。  

 

（3） 编辑好条件后，单击"添加条件"按钮，这时在条件显示栏中

就会显示相应的条件内容。单击"确定"按钮后，系统会弹出"保存"对话

框，可以将编辑好的条件保存，在下次使用时可以直接单击"读取条件"

按钮，打开已有的查询条件。 

说明： 

在安装目录的\Data 目录有一个 Default.cap 文件，其中记录了条件项的可选

项。该文件为文本格式，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定制备选条件项的内容：用文

本编辑器按如下格式输入文件内容： 

 

***      //大标题标记 

产品图   //大标题 

部门 

设计时间 

设计_人员编号 

*** 

部件图 

审核_人员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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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材料 

***          //文件结束标记 

 

备份原来的 Default.cap，将刚编辑好的文件存为 Default.cap。则在此打开[编

辑条件]对话框时，标题来源有产品图和部件图两个选项，对应产品图有部门、

设计时间、设计_人员编号等，对应部件图有审核_人员编号、重量、材料等选

项。也可以将文件存为其他以 cap 为后缀名的文件，然后将原来的 Default.cap

文件删除或移走，在初始化编辑条件对话框时根据提示指定新的标题文件。 

 

（4） 删除和编辑 

选中条件显示区的条件可以删除或进行编辑。 

 

3.6 打开和编辑文件 

    为了保存和记录文件的修改过程，需要在个人管理工具的环境下打开

和编辑已有的文件。 

通过工作目录或分类目录定位需要打开和编辑的图纸文件。 

在文件列表区选择需要编辑的图纸文件，右击鼠标，选择【打开】。 

系统会根据所编辑文件的类型，启动相应的应用程序并打开需要编辑的零

件。 

编辑完成后，请选择存储文件功能保存文件，然后退出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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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文件版本记录 

在系统下打开和编辑过的文件，只要每次修改后进行了保存，系统就会自

动保存同一文件的一个新的版本。 

（1）通过工作目录或分类目录定位需要进行版本操作的文件。 

（2）在文件列表区选择需要编辑的图纸文件，右击鼠标，选择【显示历史】。 

（3）系统弹出版本操作对话框。系统自动设定最新保存的版本为当前版本。 

（4）如要指定其它版本作为当前版本，用鼠标选择这个版本，然后单击【设

为当前版本】功能按钮。 

（5）如要删除某一版本，用鼠标选择这个版本，然后单击【删除】按钮。 

（6）如要删除某一版本以后的所有版本，用鼠标选择这个版本，然后单击

【删除以后版本】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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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生成产品结构 

如果图纸文件中包含表示产品结构的明细表，系统可以根据这些信息自动

创建产品结构并根据图纸代号的匹配规则，检查指定目录下是否存在对应的零

件图纸。如果存在则与生成的产品结构建立关联，使得用户可以根据产品结构

检索对应的图纸文件。另外用户也可以手动建立产品结构，然后与图纸文件一

一建立联系。 

 自动建立产品结构 

指定一套产品的图纸所在的路径集和关键属性（如图号、零件编号等），

系统自动提取、分析数据、建立反映其装配关系的产品树。  

（1）单击 【文件】子菜单中的【自动生成产品树】一项或者单击【新建

项目】工具图标，即可激活自动建立产品树功能。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文件

路径，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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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击自动生成产品树框中的【添加目录】按钮，在弹出目录选择对话

框中找到需要生成产品树的图纸所在得文件夹。单击确定后，可以看到选择的

文件路径添加到了自动生成产品树对话框的【源文件目录】下的【源文件路径】

栏中。重复上述操作，可以添加多个路径。如果目录中存在子目录，可以选中

对话框中的【包含子目录中的图纸文件】复选框。  

 

（3）单击确定后，弹出【正在分析数据，请稍候】提示对话框，如果图纸

中存在错误，系统会弹出相应的提示信息，如果想越过该信息，单击取消即可

继续。数据分析完成后，系统将弹出【完成】提示框，提示您完成了自动建立

产品树，请手动修改不合适的部分。  



CAXA 电子图板2007 

 

 521 

 

注意：产品结构生成后，系统会用当前的结构替换以前生成的其它产品的

结构，而不对原来的结构进行保存。 

 

 手动建立产品结构 

（1）在【文件】下拉菜单中选择【手动生成产品树】子菜单中的【新建项

目】选项。  

（2）在弹出的【新建项目】对话框中单击【浏览】按钮，然后在打开对话

框中选定要添加的图纸文件并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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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图纸文件添加到添加文件对话框后，可以对图纸文件进行属性定义、

修改，预览图形，还可以增加属性和删除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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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击确定后，弹出获得标题对话框，在【表示名称的项】的子菜单中

选择表示该组件的名称的标题。  

    如选择【图纸名称】。 

 

 

（5）按【确定】按钮后，便将该图形文件作为产品树的根结点添加到图纸

管理系统中去。如果该图纸中有明细表信息，系统会提示是否将明细表信息也

一起添加到产品树中，如果选择【是】，系统将明细表中的零部件添加到根结

点的下一级结点，但是并没有与该零部件的图纸文件建立联系（产品树中结点

图标为空白图纸）。  

（6）在产品树显示栏的显示零件上右击鼠标，出现快捷命令菜单，下面对

右键菜单中与产品树建立相关的选项做一详细说明：  

链接文件：将已存在于树中的组件与图纸文件建立联接。  

编辑属性：编辑、修改某组件的属性值。 

校核重量：计算比较图纸中单个零件的重量与明细表中根据数量计算的总

重量 。 

删除组件：将不合适的组件删除。  

复制组件：复制被选组件并将其放入暂存树。  

剪切组件：剪切被选组件并将其放入暂存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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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贴组件：插入暂存树内容。  

打开图纸：用电子图板打开文件。  

 

 将产品结构输出到 Excel、Access 或文本文件中 

（1）选择主菜单【文件】中的【自动生成产品树】选项，在【自动生成产

品树】对话框中选择【输出明细表信息至 Excel、Access 或文本文件中】复选框。  

 

（2）单击【浏览】按钮，在【文件名】栏中输入文件名，在【保存类型】

栏的下拉菜单中选择相应的文件类型。单击【保存】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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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产品树过程中检查一整套产品设计图纸填写内容是否正确 

     选择主菜单【文件】中的【自动生成产品树】选项，在弹出【自动生

成产品树】对话框中选择【检查装配明细表与零部件标题栏的填写是否一致】

复选框。单击【确定】。如果发现图纸中明细表与标题栏内容不一至，系统会

弹出提示对话框，可以选择读入信息的类型，也就是读入信息以标题栏为准还

是以明细表为准。如下图。  

注意：对话框中的【修改】，并不会修改图纸中的相应内容。  

 

3.9 汇总各种报表 

    对已经生成产品结构树的产品，可进行产品的各类汇总，如：标准件汇

总、零部件汇总、重量校核等汇总统计。具体操作可通过以下功能完成： 

 分类 BOM 表 

通过条件查询，可以实现输出三表（图样目录、标准件、外购件等）以及

自定义条件的查询和结果的输出；可以对结果各项按字母或数量的升序与降序

进行排序；用户可以自定义所需的输出项目，并可以选择将结果输出到 Excel、

Access 或记事本中。 

（1）建立产品结构后，在产品结构标题名称上单击右键，选择【分类 BOM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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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击【分类 BOM 表】对话框中的【标准条件】按钮，在【打开】对

话框中的【查找范围】内选择软件安装目录下的 DATA 文件夹，选择相应的查

找条件（软件自带图样目录、标准件、外购件三个查询条件）。如下图： 

 

 

（3）如果查询条件与实际图纸不符，可以直接单击【编辑条件】对查询条

件进行相关修改，修改好后直接单击【确定】，将修改好的查询条件保存（另

存在其他目录下），下次再使用时可以直接单击【常用条件】调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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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询条件设置好后，单击【开始查询】按钮，对产品内容进行查询，

并且可以直接单击【输出分类表】按钮，将查询结果输出到 Excel、Access 或记

事本中。 

（5）查询结果显示后，只需要用鼠标单击相应的列，如图所示。就可以根

据各项的字母或数量的升序与降序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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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得到查询结果后，单击【输出分类表】，系统会弹出【设置输出项目】

对话框，可以调整输出项目的内容和位置，调整好所需的输出项目后，单击【确

定】按钮，如下图。然后在【保存】对话框中填入文件名并选择输出的文件类

型。 

 

 

 装配 BOM 表 

    通过条件查询，输出能够显示产品装配关系的明细表信息到 Excel、

Access 或记事本中。 

单击并选择【查询】菜单中的【装配 Bom 表】或者直接单击【装配 Bom 表】

工具按钮，软件会弹出【装配 Bom 表】对话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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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查询条件表内的【新建】工具按钮 后，选择【浏览】按钮 ，在【打

开】对话框中选择相应的查询条件。单击【打开】完成查询条件的添加。 

同理，可以使用【删除】按钮 ，删除查询条件。软件中的【上移】 和

【下移】 按钮，可以调整查询条件的顺序。 

装配表的类型选择【多层】，类别之间插入【1】，也就是类别之间空一行，

这样可以显示不同零件的装配关系。 

条件添加好后，单击【开始查询】按钮，软件会自动根据查询条件显示产

品的装配关系如下图。 

如果需要还可以对查询条件进行编辑，并对查询内容进行输出，以上这些

操作基本与【分类 Bom 表】的操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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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简要介绍了 CAXA 个人管理工具的主要功能和操作方法，如果用户需

要有关功能的详细说明，请联系 CAXA 技术服务。 

 

附录 

技术服务 

如果您在使用 CAXA 个人管理工具中遇到问题，请打技术支持热线：

010-82321350-4。欢迎您访问的网站 http://www.caxa.com 了解产品的升级信息。 

 

http://www.cax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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