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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建设部 《关于印发 ＜2007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 、

修订计划 （第 一 批））的通知》的要求 ，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标准

设计研究院会同有关单位在原 《建筑结构制图标准》GB/T

50105一 2001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 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 ， 认真总结实

践经验 ， 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 并在广泛征求意见

的基础上 ， 最后经审查定稿 。

本标准共分 5章和 1个附录 ， 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 总则 、 基

本规定 、 混凝土结构 、 钢结构 、 木结构 。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 1 增加了计算机 CAD制

图文件 、 计算机制图图层和计算机制图规则等内容 ； 2 增加了

图线等内容 ； 3 增加了混凝土结构文字注写构件配筋的表示方

法 ； 4 增加了钢结构施工 图一 般要求和复杂节点详图的分解索

引等内容 。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 ， 由中国建筑标准设计

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 ，

请寄送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9号主语国际 2号楼 ， 邮编 ： 100048） 。

本 规 范 主 编 单 位｛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本 规 范 参 编 单 位 ：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石化工程建设公司

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探索者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员 ： 陈雪光 胡天兵 张凤新 徐 浩

李秀川 尹天成 徐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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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为了统一 建筑结构专业制图规则 ， 保证制图质量 ， 提高

制图效率， 做到图面清晰 、 简明 ， 符合设计 、 施工 、 存档的要 、

求 ， 适应工程建设的需要 ， 制定本标准 。

1. 0. 2 本标准适应于工程制图中下列制图方式绘制的图样 ：

l 手工制图；

2 计算机制图。

1. 0. 3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结构专业下列工程制图 ：

1 新建 、 改建 、 扩建工程的各阶段设计图 、 竣工图；

2 原有建筑物 、 构筑物的实测图；

3 通用设计图 、 标准设计图。

1. 0. 4 计算机制图规则和计算机制图图层管理等内容宜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 《房屋建筑制图统一 标准》GB/T 50001相关规定 。

1. 0. 5 建筑结构制图除应符合本标准外 ，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



2 基 本 规 定

2.0. 1 图线宽度 b应按现行国际标准 《房屋建筑制图统 一 标准》

GB/T 50001中的有关规定选用 。

2.0.2 每个图样应根据复杂程度与比例大小 ， 先选用适当基本

线宽度 b， 再选用相应的线宽 。 根据表达内容的层次 ， 基本线宽

b和线宽比可适当的增加或减少 。

2. 0. 3 建筑结构专业制图应选用表 2. 0. 3所示的图线 。

名 称 线 型

表2. 0. 3

｝线宽

图 线

粗

中粗 0. 7b

实线

0. sb

一 般 用 途

螺栓 、 钢筋线 、 结构平面图中的单线
结构构件线 ， 钢木支撑及系杆线 ， 图名
下横线、 剖切线

结构平面图及详图中剖到或可见的墙
身轮廓线 、 基础轮廓线 、 钢 、 木结构轮
廓线 、 钢筋线

结构平面图及详图中剖到或可见的墙
身轮廓线 、 基础轮廓线 、 可见的钢筋混
凝土构件轮廓线 、 钢筋线

0. 25b
标注引出线 、 标高符号线 、 索引符号
线 、 尺寸线

中粗 0. 7b

虚线

0. sb

0. 2sb

不可见的钢筋线 、 螺栓线 、 结构平面
图中不可见的单线结构构件线及钢 、 木
支撑线

结构平面图中的不可见构件 、 墙身轮
廓线及不可见钢 、 木结构构件线 、 不可

见的钢筋线

结构平面图中的不可见构件 、 墙身轮
廓线及不可见钢 、 木结构构件线 、 不可

见的钢筋线

基础平面图中的管沟轮廓线 、 不可见
的钢筋混凝土构件轮廓线



续表 2. 0. 3

名 称 线 型 线宽 一 般 用 途

翰

腼

线

粗 曰国口口口 ． 口口口曰口口 ． 口口口口口圈 b
柱间支撑 、 垂直支撑 、 设备基础轴线

图中的中心线

细 0. 25b 定位轴线、 对称线、 中心线、 重心线

棘

腼

线

粗 口口口口口 二 口口口．．二 口口口口口口
矛
口 预应力钢筋线

细 0. 25b 原有结构轮廓线

折断线 一 一 入尸
一 一 0. 25b 断开界线

波浪线 曰尸、、 ～ 产
尸 、、 － 洲产

一 气一 尹，飞 0. 25b 断开界线

2. 0.4 在同一 张图纸中， 相同比例的各图样 ， 应选用相同的线

宽组 。

2. 0. 5 绘图时根据图样的用途 ， 被绘物体的复杂程度 ， 应选用

表 2. 0. 5中的常用比例 ， 特殊情况下也可选用可用比例 。

表2. 0.5 比 例

图 名 常用比例 可用比例

结构平面图

基础平面图
l'50, 1:100, l:150 1,60, 1,200

圈梁平面图， 总图中

管沟 、 地下设施等
1: 200, 1: 500 l:300

详图 1, 10, 1:20, 1:50 l:5, 1:30, l:25

2. 0. 6 当构件的纵 、 横向断面尺寸相差悬殊时 ， 可在同一 详图

中的纵 、 横向选用不同的比例绘制 。 轴线尺寸与构件尺寸也可选

用不同的比例绘制 。

2. 0. 7 构件的名称可用代号来表示 ， 代号后应用阿拉伯数字标

注该构件的型号或编号 ， 也可为构件的顺序号 。 构件的顺序号采

用不带角标的阿拉伯数字连续编排 。 常用的构件代号应符合本标



准附录 A 的规定 。

2. 0. 8 当采用标准 、 通用图集中的构件时 ， 应用该图集中的规

定代号或型号注写 。

2. 0. 9 结构平面图应按图 2. 0. 9一 1、 图 2. 0. 9一 2的规定采用正投

影法绘制 ， 特殊情况下也可采用仰视投影绘制 。

} 聋 川
图2. 0. 9一 1 用正投影法绘制预制楼板结构平面图

扛

①

甘
④

图2. 0. 9一 2 节点详图



2. 0.10 在结构平面图中， 构件应采用轮廓线表示 ， 当能用单线

表示清楚时 ， 也可用单线表示 。 定位轴线应与建筑平面图或总平

面图一 致 ， 并标注结构标高 。

2. 0.11 在结构平面图中， 当若干部分相同时 ， 可只绘制 一 部

分 ， 并用大写的拉丁字母 （A 、 B、 C、
⋯ ⋯ ）外加细实线圆圈

表示相同部分的分类符号 。 分类符号圆圈直径为 smm或 10mm。

其他相同部分仅标注分类符号 。

2. 0.12 析架式结构的几何尺寸图可用单线图表示 。 杆件的轴线

长度尺寸应标注在构件的上方 （图 2. 0. 12）。

寺
!_ 3000!. 3000 }_

n
扣

勺
J

.
．
卫

.

.

!
.
,

1
.
．
卜一

图2. 0. 12 对称析架几何尺寸标注方法

2. 0.13 在杆件布置和受力均对称的析架单线图中， 若需要时可

在析架的左半部分标注杆件的几何轴线尺寸 ， 右半部分标注杆件

的内力值和反力值 ； 非对称的析架单线图 ， 可在上方标注杆件的

几何轴线尺寸 ， 下方标注杆件的内力值和反力值 。 竖杆的几何轴

线尺寸可标注在左侧 ， 内力值标注在右侧 。

2.0. 14 在结构平面图中索引的剖视详图 、 断面详图应采用索引

符号表示 ， 其编号顺序宜按图 2. 0. 14的规定进行编排 ， 并符合

下列规定 ：

1 外墙按顺时针方向从左下角开始编号 ；

2 内横墙从左至右 ， 从上至下编号；

3 内纵墙从上至下 ， 从左至右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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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0. 14 结构平面图中索引剖视详图 、

断面详图编号顺序表示方法

2. 0. 15 在结构平面图中的索引位置处 ， 粗实线表示剖切位置 ，

引出线所在一 侧应为投射方向。

2. 0. 16 索引符号应由细实线绘制的直径为 smm一 10mm的圆

和水平直径线组成 。

2. 0. 17 被索引出的详图应以详图符号表示 ， 详图符号的圆应以

直径为 14mm的粗实线绘制 。 圆内的直径线为细实线 。

2.0. 18 被索引的图样与索引位置在同一 张图纸内时 ， 应按图

2. 0. 18的规定进行编排 。

④
图2. 0. 18 被索引图样在同一 张图纸内的表示方法

2. 0, 19 详图与被索引的图样不在同 一 张图纸内时 ， 应按图









表3. 1. 1一4 钢筋的焊接接头

序号 名 称 接头形式 标注方法

兰
才
一

兰

兰

三
。
b

犷
一

江
一

扩

朴
一

f.--

单面焊接的钢筋接头

2 ［双面焊接的钢筋接头

4.-－
一

4.--

用帮条单面焊接

的钢筋接头

用帮条双面

焊接的钢筋接头

接触对焊的钢筋接头

（闪光焊、 压力焊）

6 ｝坡口平焊的钢筋接头

南
晰
阴
钾
山
�D

叹
J少

l
巾
111
梦

自
川
甲
1
.

扛q7 ｝坡口立焊的钢筋接头

用角钢或扁钢做连接

板焊接的钢筋接头

钢筋或螺 （锚）栓与

钢板穿孔塞焊的接头

一 ·玲

一 个 一 带 吟
一

3. 1. 2 钢筋的画法应符合表 3. 1. 2的规定 。

1O



表3. 1. 2 钢筋画法

序号 说 明 图 例

在结构楼板中配置双层钢筋

时， 底层钢筋的弯钩应向上或

向左 ， 顶层钢筋的弯钩则向下

或向右

斗户 牛
嗽 层， 低 层）

钢筋混凝土墙体配双层钢筋

时， 在配筋立 面图中， 远面钢

筋的弯钩应向上或向左而近面

钢筋的弯钩向下或向右 （JM 近

面 ， YM 远面）

髯 巍

若在断面图中不能表达清楚

的钢筋布置 ， 应在断面图外增

加钢筋大样图 （如： 钢筋混凝

土墙 ， 楼梯等）

图中所表示的箍筋 、 环筋等

若布置复杂时， 可加画钢筋大

样及说明

每组相同的钢筋 、 箍筋或环

筋 ， 可用 一 根粗实线表示 ， 同

时用一 两端带斜短划线的横穿

细线 ， 表示其钢筋及起止范围

3。 1.3

1

钢筋 、 钢丝束及钢筋网片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标注 ：

钢筋 、 钢丝束的说明应给出钢筋的代号 、 直径 、 数量 、

11



间距 、 编号及所在位置 ， 其说明应沿钢筋的长度标注或标注在相

关钢筋的引出线上 。

2 钢筋网片的编号应标注在对角线上 。 网片的数量应与网

片的编号标注在一 起 。

3 钢筋 、 杆件等编号的直径宜采用 smm一 6mm的细实线

圆表示 ， 其编号应采用阿拉伯数字按顺序编写 。

注 ： 简单的构件 、 钢筋种类较少可不编号 。

3. 1.4 钢筋在平面 、 立面 、 剖 （断）面中的表示方法应符合下

列规定 ：

1 钢筋在平面图中的配置应按图 3. 1. 4一 1所示的方法表示 。

当钢筋标注的位置不够时 ， 可采用引出线标注 。 引出线标注钢筋

的斜短划线应为中实线或细实线 。

2 当构件布置较简单时 ， 结构平面布置图可与板配筋平面

价10@200

}

O
}

O

图3. 1. 4一 1 钢筋在楼板配筋图中的表示方法

3 平面图中的钢筋配置较复杂时 ，

3. 1. 4一 2的方法绘制。

4 钢筋在梁纵 、 横断面图中的配置 ，

的方法表示 。

可按表 3. 1. 2及图

应按图 3. 1. 4一 3所示



一

－-:TI'

?

耳石
一

用
－

- -
- -

－
一

二
，

l
'

11
-

④

}
!

_ _ _ _ _ _ _ l牛 二

l

!
_ _ _ _ _ _ _ ＿ 口

l

�D
」
一

图3. 1. 4一 2 楼板配筋较复杂的表示方法

l一 l

图 3. 1. 4一 3 梁纵 、 横断面图中钢筋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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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5 构件配筋图中箍筋的长度尺寸 ， 应指箍筋的里皮尺寸 。

弯起钢筋的高度尺寸应指钢筋的外皮尺寸 （图 3. 1. 5）。

(b）弯起钢筋尺寸标注图

七
(d）螺旋钢筋尺寸标注图

5 钢箍尺寸标注法

图

图

注

虱
翎
”
"
J
�D
斗

．

械

lee
�D
寸

筛

一
一

子
．

一
一

一

寸

浪

岁

一

尺

一
一

＝

一

尺

之

一
一

一

筋

下
�D
�D
十
十

姗

卢

l

飞

一

洲

一

一

习

名
厅
伟
W
丫
．

-
�D
未
l

环

图 3. 1

3.2 钢筋的简化表示方法

3.2. 1 当构件对称时 ， 采用详图绘制构件中的钢筋网片可按图

3. 2. 1的方法用 一 半或 1/4表示 。

3. 2. 2 钢筋混凝土构件配筋较简单时 ， 宜按下列规定绘制配筋

平面图 ：

1 独立基础宜按图 3. 2. 2a的规定在平面模板图左下角 ， 绘

出波浪线 ， 绘出钢筋并标注钢筋的直径 、 间距等。

2 其他构件宜按图 3. 2. Zb的规定在某 一 部位绘出波浪线 ，

绘出钢筋并标注钢筋的直径 、 间距等。

3. 2.3 对称的混凝土构件 ， 宜按图 3. 2. 3的规定在同一 图样中
一 半表示模板 ， 另一 半表示配筋。

14



黔立十

W碑

+
堡
黔
。

剑斗愕蒸
(a）独立基础 (b）其他构件

图 3. 2. 2 构件配筋简化表示方法



十

车

图3. 2. 3 构件配筋简化表示方法

3. 3 文字注写构件的表示方法

3.3. 1 在现浇混凝土结构中， 构件的截面和配筋等数值可采用

文字注写方式表达 。

3. 3. 2 按结构层绘制的平面布置图中， 直接用文字表达各类构

件的编号 （编号中含有构件的类型代号和顺序号）、 断面尺寸 、

配筋及有关数值。

3.3. 3 混凝土柱可采用列表注写和在平面布置图中截面注写方

式 ，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列表注写应包括柱的编号 、 各段的起止标高 、 断面尺寸 、

16



配筋 、 断面形状和箍筋的类型等有关内容 。

2 截面注写可在平面布置图中， 选择同一 编号的柱截面 ，

直接在截面中引出断面尺寸、 配筋的具体数值等， 并应绘制柱的

起止高度表 。

3,3.4 混凝土剪力墙可采用列表和截面注写方式， 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

1 列表注写分别在剪力墙柱表 、 剪力墙身表及剪力墙梁表

中， 按编号绘制截面配筋图并注写断面尺寸和配筋等 。

2 截面注写可在平面布置图中按编号 ， 直接在墙柱 、 墙身

和墙梁上注写断面尺寸 、 配筋等具体数值的内容 。

3.3.5 混凝土梁可采用在平面布置图中的平面注写和截面注写

方式 ，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平面注写可在梁平面布置图中， 分别在不同编号的梁中

选择 一 个 ， 直接注写编号 、 断面尺寸 、 跨数 、 配筋的具体数值和

相对高差 （无高差可不注写）等内容 。

2 截面注写可在平面布置图中， 分别在不同编号的梁中选

择 一 个 ， 用剖面号引出截面图形并在其上注写断面尺寸、 配筋的

具体数值等。

3. 3. 6 重要构件或较复杂的构件， 不宜采用文字注写方式表达

构件的截面尺寸和配筋等有关数值， 宜采用绘制构件详图的表示

方法 。

3.3.7 基础 、 楼梯 、 地下室结构等其他构件 ， 当采用文字注写

方式绘制图纸时 ， 可采用在平面布置图上直接注写有关具体数

值， 也可采用列表注写的方式 。

3. 3.8 采用文字注写构件的尺寸 、 配筋等数值的图样， 应绘制

相应的节点做法及标准构造详图 。

3.4 预埋件 、 预留孔洞的表示方法

3. 4. 1 在混凝土构件上设置预埋件时 ， 可按图

平面图或立面图上表示 。 引出线指向预埋件 ，

3. 4. 1的规定在

并标注预埋件的



一 困
!

图3. 4. 1 预埋件的表示方法

代号 。
·

3. 4. 2 在混凝土构件的正 、 反面同一 位置均设置相同的预埋件

时 ， 可按图 3. 4. 2的规定引出线为一 条实线和一 条虚线并指向预

埋件 ， 同时在引出横线上标注预埋件的数量及代号 。

一

！

甲
一

图3. 4. 2 同一 位置正 、 反面预埋件相同的表示方法

3. 4.3 在混凝土构件的正 、 反面同一 位置设置编号不同的预埋

件时 ， 可按图 3. 4. 3的规定引 一 条实线和 一 条虚线并指向预埋

件 。 引出横线上标注正面预埋件代号 ， 引出横线下标注反面预埋

件代号 。

l
一 厂闯 一

//
M 一 1 //
(M一）

图3. 4. 3 同一 位置正 、 反面预埋件不相同的表示方法



3. 4. 4 在构件上设置预留孔 、 洞或预埋套管时 ， 可按图 3. 4, 4

的规定在平面或断面图中表示 。 引出线指向预留 （埋）位置 ， 引

出横线上方标注预留孔 、 洞的尺寸， 预埋套管的外径 。 横线下方

标注孔 、 洞 （套管）一的中心标高或底标高。

bXh（衣DN)

孔、 洞 （套管）中心标高
孔、 洞 （套管）底标高

bXh（叭D叼

孔、 洞 （套管）中心标高
孔、 洞 （套管）底标高

图3. 4. 4 预留孔 、 洞及预埋套管的表示方法



4 钢 结 构

4. 1 常用型钢的标注方法

4. 1. 1 常用型钢的标注方法应符合表 4. 1. 1中的规定 。

表4. 1. 1 常用型钢的标注方法

序号 名 称 截 面 标 注 说 明

11 等边角钢 匕 匕bxt
b为肢宽

t为肢厚

9
自 不等边角钢 哑L 匕刀x石x,

B为长肢宽

b为短肢宽

t为肢厚

O
口 工字钢 工 工N 吐N 轻型工字钢加注Q字

月
仕 槽钢 〔 [NQ 仁N 轻型槽钢加注Q字

』

匀 方钢 圈可 口 b

八

勺 扁钢 二日
-

bXtb

月

了 钢板 口口口口口口曰日口口曰曰甲口 口口

一 bXt

L

宽X厚
板长

（

匕 圆钢 吩 宙

2O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 ， 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1） 表示很严格 ，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

正面词采用
“

必须
”

，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

;

2） 表示严格 ，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

正面词采用
“

应
”

， 反面词采用
“

不应
”

或
“

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用词 ：

正面词采用
“

宜
”

， 反面词采用
“

不宜
”

;

4） 表示有选择 ， 在 一 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 ， 采用
“

可
”

。

2 本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

应符

合 ⋯ ⋯ 的规定
”

或
“

应按 ⋯ ⋯ 执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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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加了计算机制图文件 、 计算机制图图层和计算机制图

规则等内容 ；

2 增加了图线等内容；

3 增加了混凝土结构文字注写构件配筋的表示方法 ；

4 增加了钢结构施工图一 般要求和复杂节点详图的分解索

引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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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 《建筑结构制图标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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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 但是 ， 本

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 ， 仅供使用者作为理

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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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本标准是在原 《建筑结构制图标准》GB/T 50105一 2001

（以下简称原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的 。

1. 0. 2 目前的设计文件基本都采用计算机制图 ， 当采用手工 制

图时也应遵守本标准的规定 。

1. 0. 3 对于修复和改造加固工程的制图规则也应遵守本标准的

规定 。

1. 0. 4 本条为新增内容 。 由于 目前已广泛采用计算机绘制设计

文件 ， 根据许多设计单位的意见 ， 要求增加规范计算机制图的规

定 ； 建筑结构计算机制图规则和计算机制图图层管理等内容宜遵 ·

照 《房屋建筑制图统 一 标准》GB/T 50001（以下简称 《统 一 标

准》）中相关规定执行 。

1. 0. 5 绘制建筑结构的设计文件时 ， 除遵守本标准的规定外 ，

还应遵守 《统一 标准》中的相关规定 。 部分重复规定内容本标准

未列出 。 此外还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



2 基 本 规 定

2. 0. 1 图线宽度 b， 除按本标准中的规定外 ， 还应按 《统 一 标

准》中
“

图线
”

规定选用 。

2. 0. 2 设计人员在制图时 ， 可根据所绘制的图样复杂程度和比

例 ， 首先选用适当的基本线宽度 b， 再选用相关的线宽组 。 根据

绘图的需要可适当的增加或减少 。

2. 0. 3 线宽的比例是根据 《统 一 标准》中相关规定编制的， 本

次修订增加了实线 、 虚线中的中粗线性 。 表 2. 0. 3中的一 般用途
一 栏规定了各种线性 、 线宽的一 般用途 ， 由于篇幅有限 ， 不可能

对所有的线性 、 线宽用途都作出具体的规定 ， 绘图时可根据具体

情况选用适当的线性和线宽 。

2. 0. 4 在同一 张图纸中， 相同比例的图样应选用相同的线宽组 。

2. 0. 5 表 2. 0. 5中的比例规定 ， 根据部分反馈意见对常用比例

和可用比例作了相应的修改和调整 。

2. 0. 6 采用绘制详图方法绘制构件图样时 ， 由于构件长和宽度

尺寸相差比较悬殊 ， 当形状简单可以清楚的表达有关信息时 ， 可

以在纵 、 横两个方向采用不同的比例。 轴线和构件也可采用不同

的比例绘制 。

2. 0. 7 用构件代号表示构件的种类和顺序早被工程技术人员接

受和使用 ， 注意在构件编号时 ， 构件的顺序号不宜带下脚标 。

一

般常用的构件代号可按本标准中附录 A规定选用 。

2. 0. 8 当图纸中的构件选用标准图或通用图集时 ， 应标注相应

图集中的构件代号或型号 。

2.0. 9 正投影法绘制平面图是结构专业的基本绘制方法 ， 对于

特殊平面为更清楚表达某些内容 ， 也可以采用仰视投影法绘制 ，

但是应注明投影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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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0 结构专业的平面图上的定位轴线应与建筑图纸一 致 ， 使

在同一 工程项目中的图纸更规范和标准 。 在简单的平面图中构件

均与轴线居中时 ， 也可以采用单线条绘制 。 结构平面图中应注写

结构标高。

2. 0. n 为简化绘图提高工作效率 ， 对于重复内容用相同部分的

分类符号表达 ， 可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工作 ， 也可以使图面简单清

晰 。 对分类符号圆圈直径的规定是为避免与其他带圆圈符号或轴

向符号的混淆 。

2. 0. 13 本条规定了在绘制单线的析架立面图时 ， 需要标注杆件

的轴线尺寸、 杆件的内力和反力值的标注位置 。

2. 0. 14 在结构平面图上索引节点时 ， 应按规定的顺序编排 ， 对

于较大的工程或索引节点较多时方便查找 。

2. 0. 15 本条为新增内容 。 索引部位投射方向的规定在 《统一 标

准》中很明确 ， 但很多技术人员依然不清楚 ， 在工程施工 中也发

生过纠纷 ， 为使工程技术人员更明确索引符号的剖切位置与投射

方向的规定 ， 在本标准中增加此条 。

2. 0. 16 本条为新增内容 。 规定了索引符号的组成和圆圈直径的

规定 。

2. 0.'17 本条为新增内容 。 规定了索引详图符号的线型和圆圈的

直径 。

2. 0. 18 本条为新增内容 。 规定了索引位置与被索引出的详图在

同一 张图纸时的表达方式 。

2. 0. 19 本条为新增内容 。 规定了索引位置与被索引出的详图不

在同一 张图纸的表达方式 。

“

反索引
”

符号便于从索引详图中找

到索引的位置 。

2. 0. 20 当构件采用详图方式绘制纵剖面时 ， 由于构件较长且重

复的部分较多时 ， 用折断线断开适当省略重复部分 ， 可以简化图

纸提高工作效率 。

2. 0. 21 图纸中的图样与图名和标题栏中的图名 ， 应准丽地表达
图中内容且应简练和准确 ， 避免文不对题 。



2. 0. 22 本条为新增内容 。 图纸中的文字 、 数字和符号等内容应

清晰地表达 ， 特别采用计算机绘图应避免重叠和线型过细 ， 而无

法辨认 。

2. 0. 23 本条为新增内容 。 规定了汉字宜采用的字体和最小高

度 ， 避免文字太小无法辨认 ， 但也不宜过大 。

2.0.24 本条为新增内容。 规定了除汉字外其他字体和符号最小

高度的规定， 避免字体太小及字体太高太大发生重叠而无法

辨认 。



3 混凝土结构

3. 1 钢筋的一 般表示方法

3. 1. 1 表 3. 1. 1一 1中是用图例表示钢筋的搭接方式 。

无弯钩的钢筋搭接是表示钢筋在此范围重叠 ， 端部的 45
“

短

斜线不代表在端部需做弯钩 。

带直钩的钢筋搭接 ， 表示钢筋端部有直钩并应注明直钩的

尺寸 。

机械连接的钢筋接头方式比较多 ， 目前经常采用的为直螺纹

连接 ， 应用文字注明连接的方式 。

表 3. 1. 1一 3钢筋网片的制作可以是焊接或绑扎方式 ， 应用文

字注明制作方式 。

3. 1.2 表 3. 1. 2的 1、 2项图例中表示钢筋方向的端部做法作了

修改 ， 原表示方法是引用 150的表示方法 ， 本次修改还是遵照

我国的习惯表示方法 。 表中的第 4项图例 ， 仅保留复合箍筋大箍

套小箍的做法 。 端部的弯钩不代表制作时必须的要求 。

3. 1.4 当在图中的注写位置不够时 ， 可采用引出线标注 。 对于

简单的结构平面可将模版图与楼板配筋图合并绘制 。

增加了第 3款的规定。 钢筋或杆件编号时 ， 对其编号符号圆

圈直径和编写顺序作出规定。

3. 1. 5 环形钢筋和螺旋钢筋的尺寸标注 ， 是引用 150中的

规定 。

3. 2 钢筋的简化表示方法

3. 2. 2 采用绘制详图方法绘制图纸时 ， 可采用简化方法 。

3.2.3 当采用绘制详图的方法绘制对称的混凝土构件时 ， 可以

采用 一 半绘制模版 ， 另一 半绘制配筋的方法 。



3. 3 文字注写构件的表示方法

本节为新增规定 。 文字注写构件的表示方法即建筑结构平面

整体设计表示方法 （简称平法）， 是我国现浇混凝土结构施工 图

表示方法的重大改革 ， 被原国家科委列为 《
“

九五
”

国家级科技

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 并被原建设部列为 1996年科技成果

重点推广项目。

经过十几年的推广和使用 ， 已被广大的工程技术人员所接

受 ， 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为规范此种表示方

法 ， 本标准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

3. 3. 1 对于现浇混凝土结构中的构件 ， 除可以采用传统的绘制

构件详图的表示方法 ， 也可以采用文字注写 （平法）表示方法 。

3. 3. 2 规定可在结构平面图上直接注写构件的有关数值 。

3. 3. 3 规定混凝土柱采用文字注写的两种表达方式及应注写的

内容 。

3. 3. 4 规定混凝土墙采用文字注写的两种表达方式及应注写的

内容 。

3. 3. 5 规定混凝土梁采用文字注写的两种表达方式及应注写的

内容 。

3. 3. 6 对于重要的构件及尺寸和配筋较为复杂的构件 ， 不宜采

用文字注写方式表达 ， 宜采用传统的绘制构件详图的方式表达 。

3. 3. 7 除对现浇混凝土结构中的柱 、 混凝土墙和梁可采用文字

注写方式外 ， 其他构件平面及剖面的尺寸比较简单 ， 采用文字注

写方式可以表达清楚时 ， 也可以采用此种表达方式 。

3. 3. 8 采用文字注写表达方式时 ， 由于与传统的绘制构件详图

方法不同， 因此应绘制相应的节点构造做法和构造详图 ， 也可以

选用标准构造详图中的对应做法 。



4 · 钢 结 构

4. 1 常用型钢的标注方法

4' 1. 1 表 4. 1. 1中的规定是国家标准 《金属构件表示法》GB4656

中常用型钢的标注方法 。 H 型钢 、 T型钢的标注方法引自现行国家

标准 《热轧 H型钢和部分 T型钢》口军T 11263一 2005。

4. 2 螺栓 、 孔、 电焊铆钉的表示方法

4. 2. 1 表 4. 2. 1中加化学药剂的胀锚螺栓在图纸中应加文字

说明 。

4. 3 常用焊缝的表示方法

4. 3. 1 本标准仅规定在建筑结构绘图中，
一 些常用的焊缝表示

方法 。 特殊的焊缝表示方法应遵守现行国家标准 《焊缝符号表示

方法》GB/T 324中的规定 。

4. 3. 8 本条用文字描述了相同焊缝符号的表示方法及相同焊缝

的标注方法 。

4. 3. 10 本条文为新增内容 ， 采用文字说明的方式表达某些焊缝

标注 ， 更加简捷和明确 。

4. 3. n 原标准 4. 3. 10? 4. 3. 12采用逐条表达的方式 ， 比较繁

琐和分散 ， 且列举类型较少 ， 故删除 ， 本标准采用表格方式 。

4. 4 尺 寸 标 注

4. 4. 6 本条用文字描述了双型钢组合的截面构件 ， 其缀板的标

注方法 。



4. 5 钢结构制图 一 般要求

本节为新增内容 ， 为适应当前建筑结构工程设计要求及制图

规范化而给出新的规定 。

4。6

本节为新增内容 ，

表达方式的多样性 。

复杂节点详图的分解索引

为适应当前建筑结构工程设计的复杂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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