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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本关于室内外工程制图的实用性书籍，书中以典型的实际案例为载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目的在

于提高学生识图能力，注重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本书共 5 章，包括制图工具与标准，投影与视图，室

内工程制图，建筑工程制图和景观工程制图五个方面的内容。

本书实用、全面，图文并茂，适用于室内设计、建筑学、环境艺术设计等相关专业的从业者和学生阅读使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工程制图在室内外设计和建筑领域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例如，环境设计、工业设计、家具设计等都要依据图样来制作和实施。为了满足相关院

校及岗位需求,并考虑到施工技术人员的特点和文化基础,我们编写了本书，旨在帮助读者掌握

工程制图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提高制图水平，为实际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指导。

本书的编写依据国家制图标准《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 50001—2017）、《总图

制图标准》（GB/T 50103—2010）、《建筑制图标准》（GB/T 50104—2010）、《房屋建筑室

内装饰装修制图标准》（JGJ/T 244—2011）、《风景园林制图标准》（CJJ/T 67—2015）等与

环境设计相关的专业制图规范和标准。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将图示方法、制图标准和文字叙述三

者较好地结合起来。

本书的内容主要涵盖了室内外工程制图的基本概念、投影原理、视图表达、标注方法以及

制图规范等方面。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结合丰富的实例和实践经验，帮助读者全面了解室内

外工程制图的各个方面。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1. 系统性。本书内容系统全面，从基本概念到实践应用，覆盖了室内外工程制图的各个方

面。读者可以按照章节顺序逐步学习，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2. 实用性。本书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通过大量的实例和实际案例，帮助读者掌握工程

制图的实践应用技巧和方法。同时，结合实际工作需求，对制图规范和标准进行了详细讲解。

3. 易学性。本书语言简洁明了，内容由浅入深，逐步引导读者掌握室内外工程制图的基本

方法和技能。对于初学者来说，可以轻松上手，逐步提高制图水平。

4. 图文并茂。本书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通过大量的插图和图示，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工

程制图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同时，提供了大量的实际案例，使学习更加生动有趣。

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将能够全面掌握室内外工程制图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提高制图水平和

实践能力。

本书由陈雷、张瑞峰、孙晓倩、赵晶编写，陈雷负责全书的统稿。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

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Preface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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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制图工具与标准室内外工程制图

学习要点及目标

让学生对所学课程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掌握制图符号和绘图方法；能正确使用绘图工具

绘制几何图形。

本章导读

施工图是表示工程项目总体布局，建筑物、构筑物的外部形状、内部布置、结构构造、

内外装修、材料与工艺以及设备、施工等要求的图样。施工图按种类可分为建筑施工图、结

构施工图、水电施工图等。施工图是工程施工的主要依据之一，是进行投标报价的基础，是

进行工程结算的依据，是编制工程施工计划、物资采购计划、资金分配计划、劳动力组织计

划等的依据。图 1-1 所示是某酒店客房的施工图。

图1-1　某酒店客房的施工图

为了达到工程图的统一，保证绘图的质量与速度，使图样简明易懂，符合设计、施工与

存档等要求，国家制定了相应的标准与规范。

1.1　绘图工具

长期以来，设计师以笔、尺和圆规在图纸上进行手工绘图，正确地使用工具和仪器，是

提高制图质量、准确和迅速绘制图样的前提。现在计算机辅助制图已经非常普及，在很多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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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绘图代替了烦琐的手工制图。但是在方案设计的前期，我们还会需要徒手快速表达一

些图样，掌握一定的手工制图技能是清晰表达绘图思路的有利途径。

设计师使用的绘图工具主要有绘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圆规、分规、比例尺、绘图铅笔、

绘图笔、曲线板、硫酸纸等。

1.1.1　绘图板、丁字尺、三角板

绘图板是铺放图纸用的，要求板面平整光滑，工作边平直。绘图时，图纸用胶

带纸固定在绘图板上。绘图板一般有 0 号绘图板（900mm×1200mm）、1 号绘图板

（600mm×900mm）、2 号绘图板（450mm×600mm）等规格。绘图板和丁字尺如图 1-2 所示。

图1-2　绘图板和丁字尺

丁字尺由尺头和尺身两部分组成，画图时应使尺头紧靠图板左侧的工作边，不得使用其

他侧边。丁字尺主要用于画水平线，配合三角板可画垂直线及斜线，画水平线时应自左向右画，

如图 1-3 所示。

图1-3　丁字尺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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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三角板有两个，一个是底角为 45º 的等腰直角三角板，一个是两个角分别为 30º、
60º 的直角三角板。三角板和丁字尺配合，可画出铅垂线及多种角度的倾斜直线（15º，30º，
45º，60º，75º），两个三角板配合可画出平行线及垂直线，如图 1-4（a）所示。用三角板配合

丁字尺画垂线的方法是将三角板的一个直角边紧靠丁字尺工作边，三角板的垂直边放在左边，

由下向上画线，如图 1-4（b）所示。

  

                                                            （a）                                                                                        （b）

图1-4　丁字尺与三角板组合使用

1.1.2　圆规和分规

1. 圆规

圆规主要用来画圆和圆弧。使用时，针尖安装在有台阶的一端，台阶可防止图纸上的针

孔扩大而使圆心不准，用右手转动圆规手柄，使圆规略向前进方向倾斜，按顺时针方向旋转

绘制，如图 1-5 所示。

图1-5　圆规使用方法

2. 分规

分规是用来截取线段、量取尺寸和等分线段或圆弧线的绘图工具，分规在两脚并拢后，

应能对齐。分规可以随意分开或合拢，以调整针尖间的距离。分规可分为普通分规和弹簧分

规两种。使用分规时应注意：a量取等分线时，应使两个针尖准确落在线条上，不得错开；

b普通的分规应调整到不紧不松、容易控制的工作状态。图 1-6 所示为分规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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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分规的使用方法

1.1.3　比例尺

比例尺又叫三棱尺，是用来缩小（或放大）图样的工具，三个尺面一般标有六种比例，

分别为 1 ∶ 100、1 ∶ 200、1 ∶ 300、1 ∶ 400、1 ∶ 500、1 ∶ 600，如图 1-7 所示。

图1-7　比例尺

利用比例尺作图，无须进行比例换算，可大大提高作图速度。使用时，首先要学会识读

尺面上不同比例刻度代表的数值。

1.1.4　绘图铅笔和绘图笔

绘图铅笔的铅芯硬度用 B 和 H 标明。B ～ 6B 表示软铅芯，数字越大，铅芯越软；H ～ 6H
表示硬铅芯，数字越大，铅芯越硬；HB 表示中等硬度。一般绘底图时选用 H 或 2H 铅笔，

加深图样时，可用 HB、B 或 2B 铅笔。绘图铅笔的削法及使用方法如图 1-8 所示。

绘图笔又叫针管笔，有注水针管笔和一次性针管笔两种，这种笔使用方便，可以提高作

图速度和绘图质量。绘图笔的规格有 0.05mm、0.1mm、0.2mm、 0.3mm、0.5mm、 0.8mm、1.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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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可根据画图线的粗细需求选用，如图 1-9 所示。

图1-8　绘图铅笔的削法及使用方法 图1-9　绘图笔（针管笔）

1.1.5　曲线板

曲线板主要用来绘制难以用圆规画出的曲线（通称非圆曲线）。曲线板的使用方法如图 1-10 
所示。首先，求得曲线上若干点，再徒手用铅笔过各点轻轻勾画出曲线，然后将曲线板靠上，

在曲线板边缘上选择一段至少能经过曲线上三四个点，沿曲线板边缘自点 1 起画曲线至点 3
与点 4 的中间，再移动曲线板，选择一段边缘能过 3、4、5、6 诸点，自前段接画曲线至点 5
与点 6 中间，如此延续下去即可画完整段曲线。

图1-10　曲线板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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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硫酸纸

硫酸纸是一种专门用于工程描图及晒版使用的半透明介

质，是将纸张经过硫酸特殊制作后得到的一种纸，其表面没

有涂层，如图 1-11 所示。它具有纸质纯净、强度高、透明好、

不变形、耐晒、耐高温、抗老化等特点。

 在工程绘图时，通常用来制作底图，再通过底图晒制蓝

图使用。有时也在装订的工程图中做扉页使用，以增加效果。

硫酸纸的优势如下。

（1）蓝图是先用硫酸纸绘制的。如果图样有误，半透明

的硫酸纸还可以刮改（刮掉描有线条的一层），再晒成新的

蓝图。

（2）蓝图的保存时间长，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可以保存

下去。

课堂讨论

丁字尺和三角板怎么组合使用？

1.2　图幅、标题栏和会签栏

本节主要介绍图幅、标题栏和会签栏的相关知识。

1.2.1　图幅

图纸幅面指的是图纸的大小，简称图幅。标准的图纸以 A0 号图纸 841mm×1189mm 为

幅面基准，通过对折共分为 5 种规格，如图 1-12 所示。

图1-12　图纸规格

图1-11　硫酸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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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框是在图纸中限定绘图范围的边界线。图纸的幅面、图框尺寸、格式应符合国家制图

标准的有关规定，如图 1-13 ～图 1-15 所示。

图1-13　A0～A4图纸横向放置方式

图1-14　A0～A3图纸竖向放置方式 图1-15　A4图纸竖向放置方式

b 为图幅短边尺寸，l 为图幅长边尺寸，a 为装订边尺寸，其余三边尺寸为 c。幅面及图

框尺寸如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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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幅面及图框尺寸

单位：mm

尺寸代号
幅面代号

A0 A1 A2 A3 A4

b × l 841×1189 594×841 420×594 297×420 210×297

c 10 5

a 25

图纸以短边做垂直边，称作横式图纸；以短边做水平边，称作立式图纸。一般 A0 ～ A3
图纸宜用横式使用，必要时也可立式使用。一张专业图纸不适宜用两种以上的幅面，目录及

表格所采用的 A4 幅面不在此限制之列。

小贴士

图纸加长尺寸与微缩复制

（1）加长尺寸的图纸只允许加长图纸的长边。图纸长边加长尺寸如表 1-2 所示。

（2）需要微缩复制的图纸，其一个边上应附有一段准确的米制（国际公制）尺寸，四个

边上均应附有对中标志。米制尺寸的总长为 100mm，分格应为 10mm。对中标志应画在图纸

各边长的中点处，线宽应为 0.35mm，并应伸入内框内，在框外应为 5mm。

表1-2　图纸长边加长尺寸

单位：mm

幅面代号 长边尺寸 长边加长尺寸

A0 1189 1486、1783、2080、2378

A1 841 1051、1261、1471、1682、1892、2102

A2 594 743、891、1041、1189、1338、1486、1635、1783、1932、2080

A3 420 630、841、1051、1261、1471、1682、1892

注意：有特殊需要的图纸可以采用 b×l 为 841mm×891mm 与 1189mm×1261mm 的幅面。

1.2.2　标题栏与会签栏

1. 标题栏

图纸的标题栏简称图标，是将工程图的设计单位名称、工程名称、图名、图号、设计号

及设计人、绘图人、审批人的签名和日期等，集中罗列的表格，如图 1-16 所示。根据工程需

要选择确定尺寸、格式及分区，除 A4 立式左右通栏外，其余标题栏均置于图框右下角，图

标中的文字方向为看图方向。签字区应包含实名列和签名列。涉外工程的标题栏内，各项主

要内容的中文下方应附有译文，设计单位的上方或左方，应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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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标题栏样式

2. 会签栏

会签栏是为各工种负责人签字所列的表格，其尺寸应为 100mm×20mm，栏内应填写会

签人员所代表的专业、姓名（签名）、日期，如图 1-17 所示。一个会签栏不够时，可另加一个，

两个会签栏应并列；不需要会签的图样可不设会签栏。

图1-17　会签栏样式

小贴士

GB、GB/T是什么？

工程制图是表达工程设计、指导施工必不可少的依据。正确掌握工程制图国家标准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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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定尤为重要。

 GB：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编号由国家标准的代号、国家标准发布的顺序号和国

家标准发布的年号（采用发布年份的后两位数字）构成。强制性国标是保障人体健康、人身

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及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国家标准。国家标准的年限一般为 5 年，

过了年限后，国家标准就要被修订或重新制定。

GB/T：是指推荐性国家标准，T 是推荐的意思。编号由国家标准的代号、国家标准发布

的顺序号和国家标准发布的年号（四位数字）构成。推荐性国标是指生产、交换、使用等方

面，通过经济手段调节而自愿采用的一类标准，又称自愿标准。例如，《总图制图标准》（GB/T 
50103—2010）、《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 50001—2017）、《风景园林制图标准》（CJJ/T 
67—2015）、《城市规划制图标准》（CJJ/T 97—2003）。

为了方便学习和工作，应该将国家标准时常带在身边，遇到不解或遗忘时可以随时查阅，

保证制图的规范性和正确性。

1.3　比例

绘制图样时应当按照比例绘制，通过比例能够在图纸上真实地体现物体的实际尺寸。比

例的符号为“∶”，比例应以阿拉伯数字表示，如 1 ∶ 1、1 ∶ 2、1 ∶ 100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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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样的比例针

对不同类型有不同的要求，如总平面图的比例一般采用 1 ∶ 500、1 ∶ 1000、1 ∶ 2000。图

样的比例是指图形与实物相对应的线性尺寸之比，例如 1 ∶ 50，就是实物尺寸是图形尺寸的

50 倍，图形比实物缩小了；再如 5 ∶ 1，就是实物尺寸是图形尺寸的 1/5，图形比实物放大了。

比例的注写样式如图 1-18 所示。

图1-18　比例注写样式

方案图的比例可以采用比例尺图示法表达，比例尺文字高度为 6.4mm（所有图幅），字

体均为“简宋”。图纸具体比例如表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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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图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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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贴士

比例尺

比例尺是表示图上一条线段的长度与相应线段的实际长度之比。

1. 公式

比例尺 = 图上距离∶实际距离（注意单位间的换算）

图上距离 = 实际距离×比例尺

实际距离 = 图上距离 / 比例尺

2. 表示方式

比例尺有文字比例尺、线段比例尺和数值比例尺三种，如图 1-19 所示。

图1-19　比例尺三种表示方式

（1）文字比例尺，用文字直接写出地图上 1cm 代表实际距离多少 m，如图上 1cm 相当于

实际距离 10m，或 1 ∶ 1000。
（2）线段比例尺，在地图上画一条线段，并注明地图上 1cm 所代表的实际距离。

（3）数字比例尺，用数字的比例式或分数式表示比例尺的大小。例如，地图上 1cm 代表

实际距离 10m，可写成 1 ∶ 1000。

课堂讨论
图纸 1 ∶ 5 和 1 ∶ 50 哪个实际尺寸大？

1.4　图线

图线是组成图样的基本要素，形状可以是直线或曲线、连续线或不连续线。为了表达工

程图样的不同内容，并能够分清主次，须使用线宽和线型不同的图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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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线宽及线型

1. 线宽

《总图制图标准》规定图样的线型有实线、虚线、点画线、双点画线、折断线、波浪线

等，其中一些线型还分为粗、中粗、中、细四种；图样的宽度分为四个系列，分别是 b=0.5、
b=0.7、b=1.0、b=1.4，中线和细线分别为 b/2 和 b/3，它们分别用于表述不同的内容。

在图样绘制前，应根据复杂程度与比例大小，先确定基本的线宽 b，再选用表中相应的

线宽组。如果是微缩的图样，不宜采用 0.18mm 及更细的线宽；同一张图样内，相同比例的

各图样应选用相同线宽组，如表 1-4 所示。

表1-4　线宽

线宽比 线宽组

b 1.4 1.0 0.7 0.5

0.7b 1.0 0.7 0.5 0.35

0.5b 0.7 0.5 0.35 0.25

0.25b 0.35 0.25 0.18 0.13

图样的图框线和标题栏线宽，如表 1-5 所示。

表1-5　图样的图框线和标题栏线宽

幅面代号 图框线 标题栏外框线对中标志 标题栏分格线幅面线

A0、A1 b 0.5b 0.25b

A2、A3、A4 b 0.7b 0.35b

2. 线型

制图时应选用规定的线型，见表 1-6。

表1-6 　线型、线宽和用途

名称 线型 线宽 用途

实线

粗 b 可见轮廓线

中粗 0.7b 可见轮廓线、变更云线

中 0.5b 可见轮廓线、尺寸线

细 0.25b 图例填充线、家具线

虚线

粗 b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

中粗 0.7b 不可见轮廓线

中 0.5b 不可见轮廓线、图例线

细 0.25b 图例填充线、家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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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线型 线宽 用途

单点长

画线

粗 b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

中 0.5b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

细 0.25b 中心线、对称线、轴线等

双点长

画线

粗 b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

中 0.5b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

细 0.25b 假想轮廓线、成型前原始轮廓线

折断线 细 0.25b 断开界线

波浪线 细 0.25b 断开界线

（1）实线（见图 1-20）。在制图中常会使用几种粗细不同的线型，使图表达得更为清晰。

实线通常又可分为粗实线、中粗实线、中实线和细实线四种。

图1-20　实线

a 粗实线：用于表示主要可见轮廓线，即建筑物平、剖面图；建筑或室内立面图、建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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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构配件详图的外轮廓线；建筑构造详图、室内构造详图和节点图被剖切的主要部分的轮廓

线；平、立、剖面的剖切符号；新建建筑物±0.00 高度可见轮廓线；新建的铁路、管线等。

b 中粗实线：主要用于表示可见轮廓线，即平、剖面图被剖切的次要建筑构造 ( 包括

构配件 ) 轮廓线和装饰装修构造的次要轮廓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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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室内装饰装修详图中的外轮廓线。

c 中实线：主要用于小于 0.7b 的图形线、尺寸线、尺寸界线、索引符号、标高符号、

详图材料做法引出线、粉刷线、保温层线、地面和墙面的高差分界线等；室内构造详图的一

般轮廓线；新建构筑物、道路、桥涵、边坡、围墙、运输设施的可见轮廓线；原有标准轨距

铁路的轮廓线。

d 细实线：主要用于图形和图例填充线、家具线、纹样线等；新建建筑物 ±0.00 高度

以上的可见建筑物、构筑物轮廓线；原有建筑物、构筑物、原有窄轨、铁路、道路、桥涵、

围墙的可见轮廓线；新建人行道、排水沟、坐标线、尺寸线、等高线。

（2）虚线（见图 1-21）。虚线通常可分为粗虚线、中粗虚线、中虚线和细虚线四种。

图1-21　虚线

a 粗虚线：一般用于表示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地下轮廓线。

b 中粗虚线：主要用于不可见的轮廓线，即建筑构造详图、建筑构配件、被遮挡部分

的轮廓线；拟建、扩建建筑物轮廓线和室内装饰装修部分轮廓线；建筑平面图中起重机 ( 吊车 )
的轮廓线；室内被索引图样的范围。

c 中虚线：主要用于表示投影线、小于 0.5b 的不可见轮廓线；预想放置的房屋建筑或

构件；计划预留扩建的建筑物、构筑物、铁路、道路、运输设施、管线、建筑红线及预留用

地各线。

d 细虚线：表示内容与中虚线相同，适合小于 0.5b 的不可见轮廓线；图例填充线、家

具线等；原有建筑物、构筑物、管线的地下轮廓线。

（3）点画线（见图 1-22）。点画线包括单点长画线和双点长画线两种。单点长画线包括

粗单点长画线、中单点长画线和细单点长画线三种。

a 粗单点长画线：主要用于表示起重机 ( 吊车 ) 轨道线、露天矿开采界线。

b 中单点长画线：主要用于表示运动轨迹线、土方填挖区的零点线。

c 细单点长画线：表示分水线、中心线、对称线或定位轴线。

双点长画线包括粗双点长画线、中双点长画线和细双点长画线三种。

a 粗双点长画线：表示用地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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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双点长画线：表示地下开采区塌落界线。

c 细双点长画线：表示建筑红线。

图1-22　点画线

（4）折断线（见图 1-23）。折断线表示不需画全的断开界线。

（5）波浪线（见图 1-24）。波浪线除作用同折断线外，还表示构造层次的断开界线。

图1-23　折断线 图1-24　波浪线

1.4.2　规定画法

（1）相互平行的图线，其净间隙或线中间隙不宜小于 0.2mm，如图 1-25 所示。

图1-25　平行图线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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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虚线、单点长画线或双点长画线的线段长度和间隔，宜各自相等。

（3）单点长画线或双点长画线的两端不应是点，应是线段。点画线与点画线交接或点画

线与其他图线交接时，应是线段交接。

（4）虚线与虚线交接或虚线与其他图线交接时，应是线段交接。特殊情况下，虚线为实

线的延长线时，不得与实线连接。

（5）在较小图形中绘制单点长画线或双点长画线有困难时，可用实线代替。

（6）图线不得与文字、数字或符号重叠、混淆，不可避免时，应首先保证文字等的清晰。

举例说明规定画法，如图 1-26 所示。

图1-26　规定画法

课堂讨论

实线和虚线的区别是什么？在绘制施工图的时候分别用于哪里？

1.5　字体

在绘制设计图和设计草图时，除了要选用各种线型来绘出物体，还要用最直观的文字把

它表达出来，表明其位置、大小以及说明施工技术要求。文字与数字，包括各种符号是工程

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于表达清楚的施工图和设计图来说，适合的线条和清晰的注字

是必需的。

（1）文字的高度，可选高度有 3.5 mm、5 mm、7 mm、10 mm、14 mm、20mm，如表 1-7
所示。

表1-7　 字高和字宽尺寸

单位：mm

字高 20 14 10 7 5 3.5

字宽 14 10 7 5 3.5 2.5

注意：当字母或数字与长仿宋字并列时，宜同时采用直体字，数字和字母应小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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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样及说明中的汉字，宜采用长仿宋体，也可以采用其他字体，但要容易辨认。长

仿宋体的高度与宽度之比大致为 3 ∶ 2，并一律从左到右横向书写。汉字样式如图 1-27 所示。

（3）汉字的字高，应不小于 3.5mm，手写汉字的字高一般不小于 5mm。

（4）字母和数字的字高不应小于 2.5mm。与汉字并列书写时其字高可小一至二号。

（5）拉丁字母中的 I、O、Z，为了避免同图纸上的 1、0 和 2 相混淆，不得用于轴线编号。

（6）注写分数、百分数和比例数时，应采用阿拉伯数字和数字符号，例如，四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五和一比二十应分别写成 1/4、25% 和 1 ∶ 20。

图1-27　汉字样式

课堂讨论

拉丁字母 I、O、Z 为什么不能用于轴线编号？

1.6　尺寸标注

在绘制工程图样时，图形仅表达物体的形状，工程图必须标注完整的尺寸数据并配以相

关设计说明，才能作为制作、施工的依据。

1.6.1　尺寸的组成要素

尺寸的组成要素包括尺寸线、尺寸界线、尺寸起止符号、尺寸数字四部分，如图 1-28 所示。

图1-28　尺寸的组成

1．尺寸线

尺寸线应用细实线绘制，一般应与被注长度平行，两端宜以尺寸界线为边界，也可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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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界线 2 ～ 3mm。图样本身的任何图线不得用作尺寸线。

2．尺寸界线

尺寸界线也用细实线绘制，与被注长度垂直，其一端应离开图样轮廓线不小于 2mm，另

一端宜超出尺寸线 2 ～ 3mm。必要时图样轮廓线可用作尺寸界线。

3．尺寸起止符号

尺寸起止符号一般用中实线绘制，其倾斜方向应与尺寸界线成顺时针 45°角，长度宜为

2 ～ 3 mm。半径、直径、角度与弧长的尺寸起止符号，宜用箭头表示。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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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数字与尺寸线的间距约

2mm。图样上的尺寸单位，除标高及总平面图以米（m）为单位外，其余均必须以毫米（mm）

为单位，不标注尺寸单位。

1.6.2　尺寸数字的注写方向

尺寸数字宜注写在尺寸线上方的中部，如果相邻的尺寸数字注写位置不够大，可错开或

引出注写。竖直方向的尺寸数字，应由下往上注写在尺寸线的左方中部，如图 1-29 所示。

   

图1-29　尺寸数字的注写方向

1.6.3　尺寸排列与布置的基本规定

（1）尺寸宜标注在图样轮廓线以外，不宜与图线、文字及符号等相交，如图 1-30 所示。

（2）互相平行的尺寸线的排列，应从被注写的图样轮廓线由近向远整齐排列，较小尺寸

应离轮廓线较近，较大尺寸应离轮廓线较远。

（3）第一层尺寸线距图样最外轮廓线之间的距离不宜小于 10mm。平行排列的尺寸线的

间距，宜为 7~10mm，并应保持一致。尺寸排列如图 1-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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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0　尺寸标注

图1-31　尺寸排列

（4）总尺寸的尺寸界线应靠近所指部位，中间的分尺寸的尺寸界线可稍短，但其长度应

相等。

1.6.4　半径标注、直径标注、球标注

1．半径标注

标注半径时， 应一端从圆心开始，另一端画箭头指向圆弧。半径数字前应加注半径符号

“R”， 如图 1-32 所示。

2．直径标注

直径数字前应加注符号“ Ø”，在圆内标注的直径尺寸线应通过圆心，较小圆的直径可以

标注在圆外，如图 1-33 所示。

3．球标注

标注球的半径尺寸时，应在尺寸数字前加注符号“SR”。标注球的直径尺寸时，应在尺

寸数字前加注符号“SØ”，如图 1-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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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半径标注方法

图1-33　直径标注方法

图1-34　球标注方法

1.6.5　角度标注、弧长标注、弦长标注

1．角度标注

应用圆弧线进行角度尺寸的标注。该圆弧的圆心应是该角的顶点，角的两个边为尺寸界

线，角度的起止符号应以箭头表示，角度数字应按水平方向注写，如图 1-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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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5　角度标注

2．弧长标注

标注圆弧的弧长尺寸时，尺寸线应以与该圆弧同心的圆弧线表示，尺寸界线应垂直于该

圆弧的弦，起止符号应以箭头表示，弧长数字的上方应加注圆弧符号。弧长标注方法如图 1-36
所示。

3．弦长标注

标注圆弧的弦长时，尺寸线应以平行于该弦的直线表示，尺寸界线应垂直于该弦，起止

符号用中实斜短线表示。弦长标注方法如图 1-37 所示。

图1-36　弧长标注 图1-37　弦长标注

1.6.6　薄板厚度、正方形、坡度、曲线等尺寸标注

1．薄板厚度标注

在薄板板面标注板厚尺寸时，应在厚度数字前加注厚度符号 t。 薄板厚度标注方法如 
图 1-38 所示。

2．正方形标注

标注正方形的尺寸，可用“边长 × 边长”的形式，也可在边长数字前加注正方形符号。

正方形标注方法如图 1-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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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8　薄板厚度标注 图1-39　正方形标注

3．坡度标注

坡度（见图 1-40）是地表单元陡缓的程度，通常把坡

面的垂直高度和水平距离的比叫作坡度。标注坡度时应加

注坡度符号，箭头应指向下坡方向。坡度也可用直角三角

形的形式标注，如图 1-41 所示。

图1-41　坡度标注

图1-40　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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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圆曲线标注

外形为非圆曲线的构件，可用坐标形式标注尺寸，如图 1-42 所示。

图1-42　非圆曲线标注

5．复杂曲线图形标注

复杂的图形，可用网格形式标注尺寸，如图 1-43 所示。

图1-43　复杂曲线图形标注

1.6.7　尺寸的简化标注

1．单线图尺寸标注

杆件或管线的长度，在单线图（桁架简图、钢筋简图、管线简图）上，可直接将尺寸数

字沿杆件或管线的一侧注写，如图 1-44 所示。

2．等长尺寸简化标注

连续排列的等长尺寸，可用“等长尺寸×个数 = 总长”或“总长”（等分个数）的形式标注，

如图 1-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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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4　单线图尺寸标注

　

图1-45　等长尺寸简化标注

3．相同要素尺寸标注

构配件内的构造要素（如孔、槽等）如相同，可仅标注其中一个要素的尺寸，如图 1-46 
所示。

4．对称构配件尺寸标注

对称构配件采用对称省略画法时，该对称构配件的尺寸线应略超过对称符号，仅在尺寸

线的一端画尺寸起止符号，尺寸数字应按整体全尺寸注写，其注写位置宜与对称符号对齐，

如图 1-47 所示。

图1-46　相同要素尺寸标注 图1-47　对称构配件尺寸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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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似构配件尺寸标注

两个构配件如果个别尺寸数字不同，可在同一图样中将其中一个构配件的不同尺寸数字

注写在括号内（见图 1-48），该构配件的名称也应注写在相应的括号内。

图1-48　相似构配件尺寸标注

6．相似构配件尺寸表格式标注

数个构配件中如果仅是某些尺寸不同，这些有变化的尺寸数字，可用拉丁字母注写在同

一图样中，另列表格写明其具体尺寸，如图 1-49 所示。

图1-49　相似构配件尺寸表格式标注

1.6.8　标高

1. 标高的类型

标高表示建筑物各部分的高度，是建筑物某一部位相对于基准面（标高的零点）的竖向

高度，是竖向定位的依据。按基准面选取的不同可将标高分为绝对标高和相对标高两类。

绝对标高：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统一规定的基准面作为零点的标高。我国规定以青岛附近

黄海夏季的平均海平面作为标高的零点，所计算的标高称为绝对标高。

相对标高：以建筑物室内首层主要地面高度为零作为标高的起点，所计算的标高称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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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高。

2. 标高标注的注意事项 

（1）总平面图室外地坪标高符号宜用涂黑的等腰直角三角形表示，如图 1-50 所示。

图1-50　总平面图室外地坪标高符号

（2）室内及工程形体的标高，标高符号应以等腰直角三角形表示，用细实线绘制，一般

以室内一层地坪高度为标高的相对零点。低于零点标高的为负标高，标高数字前面要标上负

号，高于零点标高的为正标高，标高数字前不加任何符号。

（3）楼地面、地下层地面、楼梯、阳台、平台、台阶等处的高度尺寸及标高，在建筑平

面图及其详图上，应标注完成面标高；在建筑立面图及其详图上，应标注完成面的标高及高

度方向的尺寸。标高符号如图 1-51 所示。 

图1-51　标高符号

（4）标高符号的尖端应指向被注高度位置。尖端一般向下，也可向上，标高数字应注写

在标高符号的上侧或下侧；在同一位置需表示几个不同标高时，标高数字可按照图 1-52 所示

的形式注写。

图1-52　标高符号注写形式

（5）标高数字以米（m）为单位时，注写到小数点后三位。在总平面图中，可注写到小

数点后两位。

（6）零点标高一般注写为±0.000，正数标高不加写“+”，负数标高加写“-”。

课堂讨论

室内标高符号与室外地坪标高符号的区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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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尺寸标注的深度设置

在不同阶段用不同比例绘制工程图样时，需对尺寸标注的详细程度做出不同要求。这里

我们主要依据建筑制图标准中的“三道尺寸”进行标注，主要包括外墙门窗洞口尺寸、轴线

间尺寸、建筑外包总尺寸。

（1）尺寸标注的深度设置在底层平面中是必需的，当平面形状较复杂时，还应当增加分

段尺寸。

（2）在其他各层平面中，外包总尺寸可省略或标注轴线间总尺寸。

（3）无论在何层标注，均应注意以下三点。

a 门窗洞口尺寸与轴线间尺寸要分别在两行上各自标注，宁可留空也不可混注在同一行上。

b 门窗洞口尺寸不要与其他实体的尺寸混行标注。例如，墙厚、雨篷宽度、踏步宽度

等应在就近实体上另行标注。

 c 当上下或左右两道外墙的开间及洞口尺寸相同时，只标注上或下（左或右）一面的

尺寸及轴线号即可。

课堂讨论

1．三道尺寸标注指的是哪三道？

2．圆的直径和半径标注方法有什么不同？

1.7　制图符号及图线

本节主要介绍制图符号的相关知识，包括剖切符号、索引符号、详图符号、图标符号、

定位轴线和引出线。

1.7.1　剖切符号

为了反映房屋或工程物体的全貌，需要用假想的平行于房屋某一处外墙轴线的铅垂线从

上到下将工程物体剖开，将需要留下的部分向与剖切平面平行的投影面做正投影，因此得到

的图叫作剖面图。

在标注剖切符号时，同时标注编号，剖面图的名称用其编号来命名。 一般剖切位置应根

据图样的用途和设计深度，在平面图上选择能反映工程物体全貌、构造特征以及有代表性的

部位剖切。剖视图的剖切方向由平面图中的剖切符号来表示，剖切符号有国际通用和常用两

种表示方法。

1.  采用国际通用方法表示

采用国际通用方法表示时，剖面及断面的剖切符号应符合下列规定。

（1）剖面剖切索引符号应由直径 8 ～ 10mm 的圆和水平直径以及两条相互垂直且外切圆

的线段组成，水平直径上方应为索引编号，下方应为图样编号，线段与圆之间应填充黑色并

形成箭头表示剖视方向，索引符号应位于剖线线两端；断面及剖视详图剖切符号的索引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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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位于平面图外侧一段，另一段为剖视方向线，

长度宜为 7 ～ 9mm，宽度为 2mm。国际通用

剖视剖切符号，如图 1-53 所示。

（2）剖切线与符号线线宽应为 0.25b。
（3）需要转折的剖切位置线应连续绘制。

（4）剖号的编号宜由左至右、由下向上连

续编排。

2.  采用常用方法表示

采用常用方法表示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剖视的剖切符号应由剖切位置线和剖

视方向线组成，用粗实线绘制，剖切位置线长为 6 ～ 10mm，方向线长为 4 ～ 6mm。绘制时，

剖视剖切符号不应与其他图线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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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注写在剖切方向线的端部。常用剖视剖切符号，如图 1-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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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标注在 ±0.000 标高的平面图或者首层平面 
图上。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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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断面的剖切符号应仅用剖切位置线表示，其编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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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同剖面的剖切符号。断面的剖切符号，如图 1-55 
所示。

图1-54　常用剖视剖切符号 图1-55　断面的剖切符号

（7）当与被剖切样图不在同一张图内时，应在剖切位置线的另一侧注明其所在图样编号，

也可在图上集中说明。

（8）索引剖视详图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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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索引剖视详图的索引符号，如图 1-56 所示。

在平面图中标注好剖面符号后，要在绘制剖面图下方标明相对应的剖面图名称。

图1-53　国际通用剖视剖切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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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6　用于索引剖视详图的索引符号

1.7.2 　索引符号与详图符号

1．索引符号

建筑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是房屋建筑施工的主要图样，由于采用的画图比例较小，

对于很多细部和构配件的构造、尺寸、做法及施工要求等无法表示清楚，因此为了满足施工

的需要，常将这些在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上表示不出的地方用较大比例绘制出图样，这

些图样称为建筑详图，简称详图。详图可以是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中的某一局部放大图（大

样图），也可以是某一断面、某一建筑的节点图。

图样中的某一局部或构件，如需另见详图，应以索引符号索引。

索引符号应由直径为 8 ～ 10mm 的圆和水平直径线组成，圆及水平直径线的线宽宜为

0.25b。索引符号的应用要符合下列规定。

（1）索引的详图与被索引的详图同在一张图纸内，应在索引符号的上半圆内用阿拉伯数

字注明该详图的编号，并在下半圆中间画一段水平细实线。

（2）索引的详图与被索引的详图不在同一张图纸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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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下半圆中用阿拉伯数字注明该详图所在图样的编号。数字较多

时可加文字标注。

（3）索引的详图采用标准图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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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标注比例时，应在文字的索引符号右侧或延长线下方，与符号下对齐。

几种常用的索引符号形式，如图 1-57 所示。

图1-57　几种常用的索引符号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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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使用索引符号时，针对不同的工程图样还会延伸出不同的形式，如在室内装饰

施工图中经常会用到由细实线的引出圈和索引符号构成的形式。大样索引符号如图 1-58 
所示。

图1-58　大样索引符号

（5）索引符号如用于索引剖视详图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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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射方向（见图 1-56）。
（6）零件、钢筋、杆件及消防栓、配电箱、管井等设备的编号，

以直径为 4 ～ 6mm 的圆表示，圆线宽为 0.25b，同一图样应保持

一致，其编号应用阿拉伯数字按顺序编写。零件、钢筋等设备的

编号，如图 1-59 所示。

2．立面索引符号

立面索引符号用来表示室内立面在平面上的位置及立面图所在图纸编号。立面索引符号

应选用细实线绘制圆圈、水平直径线，圆圈直径为 8 ～ 12mm；以三角形为投影方向，且三

角形箭头方向应与投射方向一致。通常在立面索引符号的上半圆内用字母表示立面编号，下

半圆表示图纸所在位置。立面索引符号及在室内的应用，如图 1-60 所示。

图1-60　立面索引符号及在室内的应用

图1-59　零件、钢筋等 
            设备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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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详图符号

详图的位置和编号应以详图符号表示。详图符号的圆直径为 14mm，线宽为 b。详图应

按下列规定编号。

（1）详图与被索引的图样在同一张图纸内时，应在详图符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详图的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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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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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图符号，如图 1-61
所示。

图1-61　详图符号

1.7.3　图标符号

（1）一般的图标符号由圆、水平直径线、图名和比例组成。

（2）对无法使用索引符号的图样，在其下方以简单图标符号的形式表达图样的内容。简

单图标符号由两条长短相同的平行直线、图名及比例共同组成。简单图标符号上面的水平线

为粗实线，下面的水平线为细实线。图标符号，如图 1-62 所示。

图1-62　图标符号

1.7.4　定位轴线

确定房屋中的墙、柱、梁和屋架等主要承重构件位置的基准线，叫定位轴线。它是结构

计算、施工放线、测量定位的依据。

在施工图中定位轴线的标注要符合下列规定。

（1）定位轴线编号应用 0.25b 线宽的单点长画线绘制。定位轴线应编号，编号应注写在

轴线端部的圆内。圆应用 0.25b 线宽的实线绘制，直径为 8 ～ 10mm。

（2）除了复杂图样需要采用分区编号或者圆形、折线形外，平面图上定位轴线的编号宜

标注在平面图的下方与左侧，或在图样的四面标注。

（3）编号顺序应从左至右用阿拉伯数字编写，从下至上用大写英文字母编写，其中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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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不得用作轴线编号，以免与数字 1、0、2 混淆。如字母数量不够，可增用双字母或单字母

加数字注脚。定位轴线的标注，如图 1-63 所示。

图1-63　定位轴线的标注

（4）较复杂的组合平面图中定位轴线也可采用分区编号（见图 1-64），编号的注写形式

应为“分区号—该分区定位轴线编号”。分区号采用阿拉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表示；多子项

的平面图中定位轴线可采用子项编号，编号的注写形式为“子项号—该子项定位轴线编号”，

子项号采用阿拉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表示，如“1-1”“1-A”或“A-1”“A-2”。当采用分区

编号或子项编号，且同一根轴线有不止 1 个编号时，相应编号应同时注明。

图1-64　分区编号

（5）若房屋平面形状为折线，定位轴线也可以自左到右、自下向上依次编写。 折线形平

面定位轴线的画法，如图 1-65 所示。

（6）圆形平面图中定位轴线的编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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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下角开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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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字母表示，从外向内顺序编写。圆形平面定位轴线的画法，如图 1-6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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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5　折线形平面定位轴线的画法 图1-66　圆形平面定位轴线的画法

（7）某些非承重构件和次要的局部承重构件等，其定位轴线一般作为附加轴线（见 
图 1-67）。附加轴线的编号用分数形式表示，两根轴线之间的附加轴线，以分母表示前一根

轴线的编号，分子表示附加轴线的编号，编号宜按数字顺序编写。1 号轴线或 A 号轴线前附

加的轴线，应以“01”或“0A”表示。

图1-67　附加轴线

（8）一个详图适用于多根轴线时，应同时注明各有关轴线的编号。详图的轴线编号，如

图 1-68 所示。

图1-68　详图的轴线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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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引出线

引出线线宽应为 0.25b，宜采用水平方向的直线或与水平方向呈 30°、45°、60°、90°的
直线，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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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写在水平线端部。

索引详图的引出线，应与水平直径线相连接。同时引出几个相同部分的引出线，宜互相平行，

也可以画成集中于一点的放射线。引出线如图 1-69 所示。

图1-69　引出线

多层构造或多层管道共用的引出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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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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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层引出线如图 1-70 所示。

图1-70　多层引出线

课堂讨论

1. 大样图和节点图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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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索引符号和详图符号有什么区别？

3. 什么是剖面图？

本章小结

熟练使用制图工具、熟记绘制标准的图样是本章内容的重要部分，而掌握一定的手工绘

图基础是清晰表达绘图思路的必要途径。

复习与思考题

1. 环境设计的图样有哪些内容？

2. 图纸图幅都有哪几种？

3. 详图符号有哪几种类型？

4. 熟记表 1-6 所示图线的使用方法。

实训课堂

为图 1-71 中的图形添加尺寸标注。从左边顺时针开始，尺寸依次是 30mm、30mm、30mm、

10mm、30mm、20mm、90mm。

图1-71　没有尺寸标注的图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