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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轻松识读建筑工程施工图》是由具有从事多年教学及实践经验的设计老师根据自己的

教学经验和所掌握的一手资料编制而成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践性和指导性。本书采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简明扼要的陈述，重点围绕识读方法和技巧展开篇幅。本书内容包括建筑

工程的通用知识、建筑识图的基本知识、建筑工程设计方面的基本知识、建筑工程设计的内

容和程序、施工图识图基本知识。全书对建筑施工图、结构施工图进行总体分类，系统介绍

了建筑施工图纸的内容和一些基本的看图方法和步骤———既介绍了建筑工程施工图的阅读

方法、要领和技巧，通过列举大量的建筑工程施工图图例和工程实图来指导识读；又从施工

图审查的角度并根据标准规范在审核实际中的应用，给出一些适用的原则、方法和技巧，以

便初学施工图设计人员从中学习和掌握建筑施工图设计中的疏漏、错误和不明之处，从而提

高今后的设计工作水平，较快地适应工作。本书既能帮助读者从宏观角度了解建筑工程施

工图的总体轮廓，又能轻松引导读者迅速进入建筑工程施工图的识读学习，因此是一本提纲

挈领、总揽全局、集建筑工程施工图知识精华的入门必读书，具有很好的指导性。

本书采用我国法定计量单位，内容丰富，重点明确，联系实际，通俗易懂，既可作为建筑

施工人员及建筑行业相关人员的参考书和入门自学读物，也可以作为从业人员培训的教学

资料及建筑行业中非土建专业人员的阅读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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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前　言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建筑工程的规模日益扩大，建筑业从业人数的增加

应运而生了更多的工程技术人员，如何轻松、快速、准确地识读施工图，是一门十分重要

的基本功。特别是刚参加工作和初学建筑的人员，迫切希望尽快掌握基本技能。了解房

屋的基本构造和看懂施工图纸，是对建筑施工技术人员、预算员、监理人员和相关基建

部门管理人员的最基本要求；除看懂图纸外，有部分人还想具备绘制一些施工大样图或

翻样图的能力。为解决以上问题，并让读者尽快、系统地掌握读解建筑施工图的技巧和

方法，我们编写了《轻松识读建筑工程施工图》一书。本书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系统地

介绍了建筑及其配套安装工程施工图的基本组成、表示方法、编排顺序及识读技巧，并

通过大量的施工图实例来示范施工图的解读技巧，使本书更易于学习掌握。书中采用

的看图实例和施工图均选自已经竣工的施工图和国家标准图集，在此对有关设计人员

表示诚挚的感谢。为了更适合读者阅读，作者对部分施工图做了一些修改。

本书特点如下：

（１）简便性。帮助读者了解建筑工程施工图的总体轮廓，能轻松引导读者迅速进入

建筑工程施工图的识读学习。

（２）实用性。本书所选的平面图都是经常使用的内容，在实际施工中能经常遇到，

使用起来较为方便，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３）内容丰富，信息量大。本书所选的实例，包括多层住宅、别墅等，都是近几年的

设计作品。读者不仅能通过本书轻松学会建筑工程施工图的识读，而且可以利用本书

指导实际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和技术水平。

（４）图文并茂，方便检索，易于学习。本书收录了大量的图片，一种是按照平面图进

行检索，另一种是按建筑类型检索，使读者学习起来更加直观易懂，方便读者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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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黄淮学院郭燕沫、罗二平主编，另外还得到杜若、张舜、陈静、刘振林、胡漂、

白鸽、黄春霖、马敏、杨雪、李强、黄杰、刘璐、郭佳、李君、宋欣的帮助，在此表示一并感

谢。我们希望这本书能真正帮助读者解决工作中的疑难问题、掌握专业知识、提高实

际工作能力，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我们热忱欢迎读者来信批

评指正，如有新的问题也请给予补充。

编　者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２



目　录 ■

目　录

第１章　建筑工程施工图制图标准及常用图例 　
１

１．１　图纸幅面规格与图纸编排顺序／１

１．１．１　图纸幅面和图框尺寸／１

１．１．２　标题栏与会签栏／２

１．１．３　图纸编排顺序／３

１．２　图线、字体和比例／４

１．２．１　图线／４

１．２．２　字体／５

１．２．３　比例／７

１．３　尺寸标注与轴线编号／７

１．３．１　尺寸标注／７

１．３．２　尺寸数字／８

１．３．３　定位轴线的编号／８

１．４　符号／１０

１．４．１　剖切符号／１０

１．４．２　索引符号与详图符号／１１

１．４．３　引出线／１３

１．４．４　其他符号／１３

１．５　常用建筑工程图例／１４

１．５．１　常用地形图图例／１４

１．５．２　常用总平面图图例／１７

１．５．３　常用建筑材料图例／２１

１．５．４　常用建筑构配件图例／２３

１．５．５　常用水平及垂直运输装置图例／３１

１



■ 轻松识读建筑工程施工图

第２章　建筑工程施工图概述 　
３３

２．１　建筑简介／３３

２．１．１　建筑和构成建筑的基本要素／３３

２．１．２　建筑的分类和等级划分／３４

２．１．３　基本建设程序／３５

２．１．４　建筑的统一模数和模数协调／３７

２．２　建筑施工图相关知识／３９

２．２．１　建筑工程施工图内容／３９

２．２．２　建筑工程施工图的种类／３９

２．２．３　建筑工程施工图的特点／３９

２．３　建筑工程施工图内容概要和深度要求／４０

２．３．１　建筑施工图内容概要和设计深度要求／４０

２．３．２　结构施工图内容概要和设计深度要求／４５

第３章　房屋建筑的基本组成及详图识读 　
５０

３．１　详图基础知识／５０

３．１．１　建筑详图的表达方法／５０

３．１．２　建筑详图的分类及特点／５０

３．１．３　建筑详图的基本内容／５１

３．１．４　建筑详图的设计要求／５１

３．２　墙体／５１

３．２．１　墙体的概述及设计要求／５１

３．２．２　砖墙构造和详图的主要内容／５３

３．２．３　隔墙构造／６２

３．２．４　墙面装修／６５

３．２．５　防潮层／６７

３．２．６　外墙剖面详图识读技巧／６８

３．３　楼梯／７０

３．３．１　楼梯的组成及常见形式／７０

３．３．２　楼梯详图的组成与作用／７１

３．３．３　楼梯详图的形成与识读步骤／７３

３．３．４　钢筋混凝土楼梯的构造／７４

３．３．５　楼梯的细部构造／７６

３．４　楼板及楼地面／８１

２



目　录 ■

３．４．１　概述／８１

３．４．２　钢筋混凝土楼板层构造／８２

３．４．３　楼地层的构造／８６

３．５　阳台与雨篷／８９

３．５．１　概述／８９

３．５．２　阳台的构造／９０

３．５．３　雨篷的构造／９２

３．６　地基与基础／９３

３．６．１　地基／９３

３．６．２　基础的类型与构造／９３

３．６．３　地下室构造／９６

３．７　门与窗／９９

３．７．１　门、窗的种类及组成／９９

３．７．２　门、窗的断面形状与尺寸／１０１

３．７．３　门、窗装饰构造详图／１０２

３．７．４　门、窗详图识读技巧／１０９

３．８　屋顶／１０９

３．８．１　屋顶的类型与设计要求／１０９

３．８．２　屋顶的防水与排水／１１０

３．８．３　卷材防水平屋顶构造／１１３

３．８．４　刚性防水平屋顶构造／１１５

３．８．５　平屋顶的保温与隔热／１１８

３．８．６　坡屋顶／１２０

第４章　建筑施工图的识读 　
１２２

４．１　概述／１２２

４．１．１　建筑施工图的组成／１２２

４．１．２　建筑施工图的相关规定／１２２

４．２　建筑总平面图识读／１２３

４．２．１　建筑总平面图的形成与作用／１２３

４．２．２　建筑总平面图的主要内容及表达方法／１２３

４．３　建筑平面图识读／１２６

４．３．１　建筑平面图的形成与作用／１２６

４．３．２　建筑平面图的主要内容及表达方法／１２７

３



■ 轻松识读建筑工程施工图

４．３．３　建筑平面图中其他楼层的建筑平面图／１２７

４．３．４　建筑平面图的识读／１３４

４．３．５　建筑平面图的绘制／１３５

４．４　建筑立面图识读／１３５

４．４．１　建筑立面图的形成与作用／１３５

４．４．２　建筑立面图的主要内容及表达方法／１３６

４．４．３　建筑立面图的识读／１３６

４．４．４　建筑立面图的绘制／１３９

４．５　建筑剖面图识读／１４０

４．５．１　建筑剖面图的形成与作用／１４０

４．５．２　建筑剖面图的主要内容及表达方法／１４０

４．５．３　建筑剖面图的识读／１４１

４．５．４　建筑剖面图的绘制／１４２

第５章　结构施工图的识读 　
１４３

５．１　概述／１４３

５．１．１　结构的概念与分类／１４３

５．１．２　结构施工图的内容／１４３

５．１．３　结构施工图的图示特点／１４４

５．１．４　结构施工图的基本规定／１４４

５．２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基本知识／１４５

５．２．１　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１４５

５．２．２　钢筋／１４６

５．２．３　常用构件代号／１４８

５．２．４　钢筋混凝土构件的图示方法／１４９

５．２．５　钢筋的表示方法／１４９

５．２．６　钢筋混凝土构件的标注／１４９

５．３　基础图／１５０

５．３．１　概述／１５０

５．３．２　基础平面图的识读／１５０

５．３．３　基础详图的识读／１５３

５．４　楼层屋面结构平面图／１５３

５．４．１　概述／１５３

５．４．２　预制装配式楼层结构布置图／１５４

４



目　录 ■

５．４．３　现浇整体式楼盖结构布置图／１５７

５．５　钢筋混凝土构件详图／１５８

５．５．１　钢筋混凝土构件详图的作用／１５８

５．５．２　钢筋混凝土构件详图的图示内容和特点／１５８

５．５．３　梁的配筋图的识读／１５９

５．５．４　柱的配筋图的识读／１６０

５．６　钢筋混凝土结构平法施工图／１６２

５．６．１　概述／１６２

５．６．２　柱平法施工图（０３Ｇ１０１ １）／１６２

５．６．３　梁平法施工图（０３Ｇ１０１ １）／１６３

５．６．４　板结构施工图／１６６

５．６．５　剪力墙平法施工图／１６８

５．６．６　结构详图／１７４

参考文献　 　
１７７

５



■ 轻松识读建筑工程施工图



■ 轻松识读建筑工程施工图

有些单位将图纸目录单独编写在Ａ４纸图页上，也有单位将各专业的图纸目录均编排在

本专业的首页上。

图纸编排的原则是：全局性图纸在前，局部详图在后；先施工的在前，后施工的在后；布

置图在前，构件图在后；重要图纸在前，次要图纸在后。

在开始设计施工图时，应首先编排图纸目录。设计主持人对建筑专业图纸量估计的准

确程度，应能达到９８％。另外，建筑工程施工图纸应整齐统一，最好采用一种图纸规格；如实

在有困难，也不能超过两种规格（不含目录及表格所采用的Ａ４幅面）。每张图纸的充满程度

应在８０％以上，在表达清晰的前提下，图纸内容以充实紧凑为好。

１．２　图线、字体和比例

　　１２１　图线

图线是制图最基本、最重要的知识。图线的核心内容是线型和线宽两个元素。它是表

达设计思想的基本语言，设计者必须熟练掌握各种线型和线宽所表达的内容。选取规定的

线型和线宽，用以表达内容的主次。

图线的宽度，宜从１．４ｍｍ、１．０ｍｍ、０．７ｍｍ、０．５ｍｍ、０．３５ｍｍ、０．２５ｍｍ、０．１８ｍｍ、

０．１３ｍｍ线宽系列中选取。图线宽度不应小于０．１ｍｍ。对于每个图样，都应根据复杂程度

与比例大小，先选定基本线宽，再选用表１ ３中相应的线宽组。

表１ ３　线 宽 组

线 宽 比 线　　宽　　组（ｍｍ）

犫 １．４ １．０ ０．７ ０．５

０．７犫 １．０ ０．７ ０．５ ０．３５

０．５犫 ０．７ ０．５ ０．３５ ０．２５

０．２５犫 ０．３５ ０．２５ ０．１８ ０．１３

　　注：１．需要缩微的图纸，不宜采用０．１８ｍｍ及更细的线宽。

２．同一张图纸内，各不同线宽中的细线，可统一采用较细的线宽组的细线。

建筑专业制图采用的各种线型，应符合ＧＢ／Ｔ５０１０４—２０１０《建筑制图标准》中的规定，线

型主要有：实线、虚线、单点长画线、折断线和波浪线等。图线的宽度一般分粗线、中粗线、中线、

细线等，粗线∶中粗线∶中线∶细线＝４∶３∶２∶１。工程建设制图应选用表１ ４中所列的图线。

表１ ４　图　　线

名　称 线　　型 线宽 一　般　用　途

实线 粗 犫

　平、剖面图中被剖切的主要建筑构造（包括构

配件）的轮廓线；

　建筑立面图或室内立面图的外轮廓线；

　建筑构造详图中被剖切的主要部分的轮廓线；

　建筑构配件详图中的外轮廓线；

　平、立、剖面的剖切符号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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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　称 线　　型 线宽 一　般　用　途

实线

中粗 ０．７犫

　平、剖面图中被剖切的次要建筑构造（包括构

配件）的轮廓线；

　建筑平、立、剖面图中建筑构配件的轮廓线；

　建筑构造详图及建筑构配件详图中的一般轮廓线

中 ０．５犫

　小于０．７犫的图形线、尺寸线、尺寸界限、索引符

号、标高符号、详图材料做法引出线、粉刷线、保

温层线、地面、墙面的高差分界线等

细 ０．２５犫 　图例填充线、家具线、纹样线等

虚

线

粗 犫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

中 ０．５犫 　投影线、不可见轮廓线

细 ０．２５犫 　图例填充线、家具线等

单点

长

划线

粗 犫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

中 ０．５犫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

细 ０．２５犫 　中心线、对称线、定位轴线等

双点

长

划线

粗 犫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

中 ０．５犫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

细 ０．２５犫 　假想轮廓线、成型前原始轮廓线

折断线 ０．２５犫 　部分省略表示时的断开界线

波浪线 ０．２５犫
　部分省略表示时的断开界线，曲线形构间断开

界线；构造层次的断开界线

　　同一张图纸内，相同比例的各图样，应选用相同的线宽组。

图纸的图框线和标题栏线，可采用表１ ５的线宽。

表１ ５　图框线、标题栏线的线宽

幅 面 代 号 图 框 线 标题栏外框线 标题栏分格线

Ａ０、Ａ１ 犫 ０．５犫 ０．２５犫

Ａ２、Ａ３、Ａ４ 犫 ０．７犫 ０．３５犫

　　１２２　字体

图纸中的文字、数字（或符号）必须做到：字体端正、笔画清楚、排列整齐、间隔均匀。尺

寸大小协调一致。汉字、字符和数字并列书写时，汉字字高略高于字符和数字字高。中文与

西文字高比例设置建议为１∶０．７。文字的字高，应从表１ ６中选用。字高大于１０ｍｍ的

文字宜采用ＴＲＵＥＴＹＰＥ字体，如需书写更大的字，其高度应按槡２的倍数递增。

表１ ６　文字的字高 （ｍｍ）

字体种类 中文矢量字体 ＴＲＵＥＴＹＰＥ字体及非中文矢量字体

字　　高 ３．５，５，７，１０，１４，２０ ３，４，６，８，１０，１４，２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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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样及说明中的汉字，宜采用长仿宋体（矢量字体）或黑体，同一图纸字体种类不应超过

两种。长仿宋体的宽度与高度的关系应符合表１ ７的规定，黑体字的宽度与高度应相同。

大标题、图册封面、地形图等的汉字，也可书写成其他字体，但应易于辨认。汉字的简化字书

写应符合国家有关汉字简化方案的规定。

表１ ７　长仿宋体高宽关系 （ｍｍ）

字　高 ２０ １４ １０ ７ ５ ３．５

字　宽 １４ １０ ７ ５ ３．５ ２．５

　　图样及说明中的拉丁字母、阿拉伯数字与罗马数字，宜采用单线简体或ＲＯＭＡＮ字体。

字高不宜小于２．５ｍｍ。

拉丁字母、阿拉伯数字与罗马数字，当需写成斜体字时，其斜度应是从字的底线逆时针

向上倾斜７５°。斜体字的高度和宽度应与相应的直体字相等。

数量的数值注写，应采用正体阿拉伯数字。各种计量单位凡前面有量值的，均应采用国

家颁布的单位符号注写。单位符号应采用正体字母。

分数、百分数和比例数的注写，应采用阿拉伯数字和数学符号。例如：四分之三、百分

之四应分别写成３／４和４％。当注写的数字小于１时，应写出各位的“０”，小数点应采用圆

点，齐基准线书写，例如：０．０１。拉丁字母、阿拉伯数字与罗马数字的书写规则，应符合

表１ ８的规定。

表１ ８　拉丁字母、阿拉伯数字与罗马数字的书写规则

书　写　格　式 字　　体 窄　字　体

大写字母高度 犺 犺

小写字母高度（上下均无延伸） ７／１０犺 １０／１４犺

小写字母伸出的头部或尾部 ３／１０犺 ４／１４犺

笔画宽度 １／１０犺 １／１４犺

字母间距 ２／１０犺 ２／１４犺

上下行基准线的最小间距 １５／１０犺 ２１／１４犺

词间距 ６／１０犺 ６／１４犺

　　施工图中推荐使用的文字用途和相应字高见表１ ９。

表１ ９　文字用途和相应字高

文　字　用　途 字　高（ｍｍ） 宽　高　比

图纸名称 １０ ０．８

说明文字标题 ５ ０．８

标准文字 ３．５ ０．８

说明文字 ３．５ ０．８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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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文　字　用　途 字　高（ｍｍ） 宽　高　比

总说明 ５ ０．８

标准尺寸 ３ ０．８

　　１２３　比例

所有的图纸都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来绘制的。在设计之初，一般是要根据工程的平面和

立面尺寸，选择合适的比例，确定采用多大的图幅。比例的选用在制图规范里有详细的

规定。

图样的比例，应为图形与实物相对应的线性尺寸之比。比例的大小，是指其比值的大

小，如１∶５０大于１∶１００。

比例宜注写在图名的右侧，字的基准线应取平；比例的字高宜比图名的字高小一号或

二号。

比例的符号为“∶”，比例应以阿拉伯数字表示，如１∶１、１∶２等。

比例的注写如图１ ７所示。

图１ ７　比例的注写

绘图所用的比例，应根据图样的用途与被绘对象的复杂程度，从表１ １０中选用，并应

优先采用表中常用比例。

表１ １０　绘图所用的比例

常用比例
１∶１，１∶２，１∶５，１∶１０，１∶２０，１∶３０，１∶５０，１∶１００，１∶１５０，１∶２００，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可用比例
１∶３，１∶４，１∶６，１∶１５，１∶２５，１∶４０，１∶６０，１∶８０，１∶２５０，１∶３００，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１∶５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０

　　一般情况下，一个图样应选用一种比例。根据专业制图需要，同一图样可选用两种比例。

特殊情况下也可自选比例，这时除应注出绘图比例外，还必须在适当位置绘制出相应的

比例尺。

１．３　尺寸标注与轴线编号

　　１３１　尺寸标注

图样上的尺寸，包括尺寸界线、尺寸线、尺寸起止符号和尺寸数字（图１ ８）。

尺寸界线应用细实线绘制，一般应与被注长度垂直，其一端离开图样轮廓线不应小于

２ｍｍ，另一端宜超出尺寸线２～３ｍｍ。图样轮廓线、轴线、中心线可被用作尺寸界线。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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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８　尺寸标注

尺寸线应用细实线绘制，并与被注长度平行。

图样本身的任何图线均不得被用作尺寸线。

尺寸起止符号一般用中粗斜短线绘制，其倾斜

方向应与尺寸界线成顺时针４５°角，长度宜为２～

３ｍｍ。半径、直径、角度与弧长的尺寸起止符号，

宜用箭头表示。

　　１３２　尺寸数字

图样上的尺寸，应以尺寸数字为准，不得从图上直接量取。

图样上的尺寸单位，除标高及总平面图以ｍ为单位外，其他必须以ｍｍ为单位。

尺寸数字的方向，应按《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２０１０版注写。若尺寸数字在３０°斜线

区内，也可按《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２０１０版规定书写。

　　１３３　定位轴线的编号

房屋施工图中的定位轴线是设计和施工中定位、放线的重要依据。凡承重的墙、柱子、

大梁、屋架等构件，都要画出定位轴线并对轴线进行编号，以确定其位置。对于非承重的分

隔墙、次要构件等，有时用附加轴线（分轴线）表示其位置，也可注明它们与附近轴线的相关

尺寸以确定其位置。

定位轴线应用细单点长画线绘制，轴线末端画细实线圆圈，直径为８～１０ｍｍ。定位轴

线圆的圆心应在定位轴线的延长线上或延长线的折线上。

除较复杂需采用分区编号或圆形、折线形外，一般平面图上定位轴线的编号，宜标注在

图样的下方或左侧。横向编号应用阿拉伯数字，从左至右顺序编写；竖向编号应用大写拉丁

字母，从下至上顺序编写（图１ ９）。

图１ ９　定位轴线的编号顺序

拉丁字母作为轴线号时，应全部采用大写字母，不应用同一个字母的大小写来区分轴线

号。拉丁字母的Ｉ、Ｏ、Ｚ不得用作轴线编号。当字母数量不够使用时，可增用双字母或单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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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加数字注脚，如Ａ１，Ｂ１，…，Ｘ１或ＡＡ，ＢＡ，…，ＹＡ。

组合较复杂的平面图中定位轴线也可采用分区编号（图１ １０）。编号的注写形式应为

“分区号 该分区编号”。“分区号 该分区编号”采用阿拉伯数字或大写拉丁字母表示。

图１ １０　定位轴线的分区编号

在两根轴线之间，有的需要增加附加轴线。附加定位轴线的编号，应以分数形式表示，

并应按下列规定编写：

（１）两根轴线间的附加轴线，应以分母表示前一轴线的编号，分子表示附加轴线的编

号。编号宜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写。

（２）１号轴线或Ａ号轴线之前的附加轴线的分母应以０１或０Ａ表示。

一个详图适用于几根轴线时，应同时注明各有关轴线的编号（图１ １１）。

图１ １１　详图的轴线编号

图１ １２　圆形平面定位　
轴线的编号

通用详图中的定位轴线，应只画圆，不注写轴线编号。

圆形与弧形平面图中的定位轴线，其径向轴线应以角度

进行定位，其编号宜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从左下角或－９０°

（若径向轴线很密，角度间隔很小）开始，按逆时针顺序编写；

其环向轴线宜用大写拉丁字母表示，从外向内顺序编写

（图１ １２和图１ １３）。

折线形平面图中定位轴线的编号可按图１ １４的形式

编写。

９



■ 轻松识读建筑工程施工图

图１ １３　弧形平面定位轴线的编号

图１ １４　折线形平面定位轴线的编号

对于平面较大的建筑物，可分区绘制平面图，但每张平面图均应绘制组合平面图。对各

区应分别用大写拉丁字母编号。对于在组合示意图中要提示的分区，应采用阴影线或填充

的方式表示。各分区视图的分区部位及编号均应一致，并应与组合示意图一致。

１．４　符　　号

　　１４１　剖切符号

在建筑施工图中，剖切符号是表示剖切面的剖切位置及剖视方向的符号。因为一般建

筑都会绘制两个以上的剖面图，所以剖切符号必须按规定的顺序编号。

剖视的剖切符号应由剖切位置线及剖视方向线组成，且均应以粗实线绘制。剖切符号

的绘制要求在制图规范里有详细的规定：

０１



第１章　建筑工程施工图制图标准及常用图例 ■

（１）剖切位置线的长度宜为６～１０ｍｍ；剖视方向线应垂直于剖切位置线，长度应短于剖切

位置线，宜为４～６ｍｍ（图１ １５），也可采用国际统一和常用的剖视方法绘制（图１ １６）。绘

制时，剖视剖切符号不应与其他图线相接触。

图１ １５　剖视的剖切符号（－）
　　　　

图１ １６　剖视的剖切符号（二）

（２）剖视剖切符号的编号宜采用粗阿拉伯数字，按剖切顺序由左至右、由下向上连续编

排，并应注写在剖视方向线的端部。

（３）需要转折的剖切位置线，应在转角的外侧加注与该符号相同的编号。

（４）建（构）筑物剖面图的剖切符号应注在±０．０００标高的平面图或首层平面图上。

（５）局部剖面图（不含首层）的剖切符号应注在包含剖切部位的最下面一层的平面图上。

断面的剖切符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断面的剖切符号应只用剖切位置线表示，并应以粗实线绘制，长度宜为６～１０ｍｍ。

（２）断面剖切符号只画剖切位置线，而不画剖视方向线。断面剖切符号的编号宜采用

阿拉伯数字，按顺序连续编排，并应注写在剖切位置线的一侧，编号所在的一侧应为该断面

的剖视方向（图１ １７）。

图１ １７　断面的剖切符号

剖面图或断面图如果与被剖切图样不在同一张图内，则应在剖切位置线的另一侧注明

其所在图纸的编号，也可以在图上集中说明。

　　１４２　索引符号与详图符号

在建筑施工图中，为了表达清楚一些局部而需另画详图。一般用索引符号注明画出详

图位置、详图的编号及详图所在的图纸编号。索引符号内的详图编号和图纸编号均应与详

图所在的图纸和编号对应一致，以方便施工时查阅详图。索引符号与详图符号的绘制要求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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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图规范里有详细的规定。

（１）图样中的某一局部或构件，如需另见详图，则应以索引符号索引（图１ １８ａ）。索引

符号是由直径为８～１０ｍｍ的圆和水平直径组成，圆及水平直径应以细实线绘制。索引符

号应按下列规定编写：

① 索引出的详图，如与被索引的详图同在一张图纸内，则应在索引符号的上半圆中用

阿拉伯数字注明该详图的编号，并在下半圆中间画一段水平细实线（图１ １８ｂ）。

② 索引出的详图，如与被索引的详图不在同一张图纸内，则应在索引符号的上半圆中

用阿拉伯数字注明该详图的编号，在索引符号的下半圆中用阿拉伯数字注明该详图所在图

纸的编号（图１ １８ｃ）。数字较多时，可加文字标注。

③ 索引出的详图，如采用标准图，则应在索引符号水平直径的延长线上加注该标准图册

的编号（图１ １８ｄ）。需要标注比例时，文字在索引符号右侧或延长线下方，与符号下对齐。

图１ １８　索引符号

（２）索引符号如被用于索引剖面详图，则应在被剖切的部位绘制剖切位置线，并以引出

线引出索引符号，引出线所在的一侧应为剖视方向。索引符号的编写同第１．４．２（１）条的规

定（图１ １９）。

图１ １９　用于索引剖面详图的索引符号

（３）零件、钢筋、杆件、设备等的编号宜以直径为５～６ｍｍ的细实线圆表示，同一图样应

保持一致，其编号应用阿拉伯数字按顺序编写（图１ ２０）。消火栓、配电箱、管井等的索引符

号，直径宜为４～６ｍｍ。

（４）详图的位置和编号，应以详图符号表示。详图符号的圆应以直径为１４ｍｍ的粗实

线绘制。详图应按下列规定编号：

① 详图与被索引的图样同在一张图纸内时，应在详图符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详图的

编号（图１ ２１）。

图１ ２０　零件、钢筋等的编号

　

　　　　
图１ ２１　与被索引图样同在一张

图纸内的详图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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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详图与被索引的图样不在同一张图纸内时，应用细实线在详图符号内画一水平直

径，在上半圆中注明详图编号，在下半圆中注明被索引的图纸的编号（图１ ２２）。

图１ ２２　与被索引图样不在同一张图纸内的详图符号

　　１４３　引出线

在平面制图中，用以确定标注内容的具体位置的线，即为引出线。

引出线应以细实线绘制，宜采用水平方向的直线，与水平方向成３０°、４５°、６０°、９０°的直

线，或经上述角度再折为水平线。文字说明宜注写在水平线的上方（图１ ２３ａ），也可注写在

水平线的端部（图１ ２３ｂ）。索引详图的引出线，应与水平直径线相连接（图１ ２３ｃ）。

图１ ２３　引出线

图１ ２４　共同引出线

同时引出的几个相同部分的引出线，宜互

相平行（图１ ２４ａ），也可画成集中于一点的放

射线（图１ ２４ｂ）。

多层构造或多层管道共用引出线，应通过

被引出的各层，并用圆点示意对应各层次。文

字说明宜注写在水平线的上方，或注写在水平线的端部，说明的顺序应由上至下，并应与被

说明的层次对应一致；如层次为横向排序，则由上至下的说明顺序应与由左至右的层次对应

一致（图１ ２５）。

图１ ２５　多层共用引出线

　　１４４　其他符号

１．对称符号

当房屋施工图的图形完全对称时，可只画该图形的一半，并画出对称符号，以节省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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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对称符号由对称线和两端的两对平行线组成。对称线用细单点长画线绘制；平行线

用细实线绘制，其长度宜为６～１０ｍｍ，每对的间距宜为２～３ｍｍ；对称线垂直平分于两对平

行线，两端超出平行线宜为２～３ｍｍ（图１ ２６）。

２．连接符号

对于较长的构件，当其长度方向的形状相同或按一定规律变化时，可断开绘制，断开处

应用连接符号表示。连接符号应以折断线表示需连接的部位。两部位相距过远时，折断线

两端靠图样一侧应标注大写拉丁字母表示连接编号。两个被连接的图样应用相同的字母编

号（图１ ２７）。

图１ ２６　对称符号
　

图１ ２７　连接符号

３．指北针

在总平面及底层建筑平面图上，一般都画有指北针，以指明建筑物的朝向。指北针的形

状符合图１ ２８的规定，其圆的直径宜为２４ｍｍ，用细实线绘制；指针尾部的宽度宜为

３ｍｍ，指针头部应注“北”或“Ｎ”字。需用较大直径绘制指北针时，指针尾部的宽度宜为直径

的１／８。

４．变更云线

对图纸中局部变更部分宜采用云线，并宜注明修改版次（图１ ２９）。

图１ ２８　指北针

　

　　　
图１ ２９　变更云线
（注：１为修改次数）

１．５　常用建筑工程图例

　　１５１　常用地形图图例

常用地形图应按表１ １１所示图例画法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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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１　常用地形图图例

序号 名　　称 图　　例

１ 三角点

２
Ⅰ、Ⅱ级导线

点　

３
埋石的图根

点　

４
未埋石的图

根点

５ 水准点

６
永久性房屋

（钢筋水泥）

７

普通房屋（１—

楼 梯；２—台

阶）

８ 人行小道

９ 高压电线

１０ 低压电线

１１ 通讯线

１２ 土围墙

序号 名　　称 图　　例

１３
简易房屋（土、

木、草）

１４ 棚

１５
地上的温室、

菜窑、花房

１６ 饲养场

１７
地下的温室、

菜窑、花房

１８ 公路

１９ 大车道

２０ 栅栏、栏杆

２１ 村界

２２ 地类界

２３ 铁路桥

２４ 公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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