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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主要内容有：制图技术，画法几何（即投影理论，包括正投影、轴测投影、透视投影、标高投影），投
影制图（组合体的投影、工程形体的图示方法），专业制图（建筑、结构、给排水、道路和桥涵工程图），
ＡｕｔｏＣＡＤ、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ＳｋｅｔｃｈＵｐ等。

本书编写力求做到条理性强，既简明扼要又突出重点，有理论基础，更强调应用。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土木、建筑类各专业制图、设计课程的通用教材，也可作为电大、职大、函大、自学

考试及各类培训班的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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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是教育部贯彻落实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实施的高等教育重大计划。其目的就是为了选拔一批学业和综合素质
优秀、动手能力强、具有工程实践潜力的学生，加强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强化培养，造
就满足社会需求的优秀人才。

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个计划，满足高等学校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培养目标、教学
内容和课程体系等的要求，我们编写了这套 《土建工程设计制图》（含习题集）教材。

本书从制图的基本知识到土建工程施工图二维、三维直至效果图的手工和计算机绘
制，真正涵盖了工程设计制图的全部内容。具体包括传统的土建工程制图、计算机绘图
（ＡａｕｔｏＣＡＤ）、三维建模 （ＳｋｅｔｃｈＵｐ）和图像处理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等。

图样被称为工程界的语言。“土建工程制图”是大土木类专业的一门必修的技术基础
课，它研究解决空间几何问题以及按照国家有关标准绘制和阅读土木建筑工程图样的方法和
能力。该部分内容是按照国家教委１９９５年批准印发的 《画法几何及土木建筑制图课程教学
基本要求》和有关土建制图方面的最新国家标准 （ＧＢ／Ｔ　５０１０３—２０１０、ＧＢ／Ｔ　５０１０４—２０１０
和ＧＢ／Ｔ　５０００１—２０１０等）编写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即空间想象能力，目的是培
养学生快速阅读和绘制工程图样的能力，为后续课程打下坚实的图形基础。

计算机绘图技术是现代工程技术人员必备的技能之一。ＡｕｔｏＣＡＤ软件作为最普及的
绘图软件，以简便、灵活、精确、高效的特点和绝对的主导地位，受到使用者的广泛欢
迎。本书是以较新版本的ＡｕｔｏＣＡＤ　２０１０为基础，针对土木建筑类专业计算机绘图教学的
特点和工程的实际需要编写的，侧重实战，目的是让学生快速掌握计算机绘制工程图样的
基本技能。

制作立体效果图是设计人员 （包括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等）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也
是对普通工程技术人员提出的新的挑战，而且也将成为趋势。在众多的建筑三维软件中，
ＳｋｅｔｃｈＵｐ建筑草图设计软件是一套令人耳目一新的设计软件，它能带给建筑师边构思边
表现的创作体验，打破了传统设计方式的束缚，可快速形成建筑草图，创作建筑方案。它
的出现，是建筑设计领域的一次大革命。因此，ＳｋｅｔｃｈＵｐ被称为最优秀的建筑草图设计
软件。本书是以ＳｋｅｔｃｈＵｐ　７．０为蓝本，结合工程实例编写的，希望为设计人员包括普通
工程技术人员充分发挥空间想象能力，遨游三维空间插上翅膀。

制作一幅精美的图片，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在众多的图形图像处理软件
中，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是一款资格较老且生命力旺盛的软件。“ＰＳ”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语，它提
供的几乎是无限的创作空间，用户可以尽情地发挥想象力，充分显示自己的艺术才能，创
作出令人赞叹的图像作品。本书以ＰＳ　ＣＳ５为蓝本，采用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方法，通
过大量实用的操作指导和有代表性的实例，让读者直观、快速地了解和掌握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的
主要功能和基本技能。

通过上述介绍可以知道，它们本来属于４个不同的课程内容。但是传统的各个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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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本书），为了强调各自学科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往往理论性、叙述性的内容太多，而这
些对于实际应用者来说没什么大的用处。本教材从实用性出发，将各个学科实用性的东西
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习者能够以最少的时间，掌握较多的实用性的知识并解决实际问
题。总的特点是：在强调实用性的同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具体来说有如下主要特点：

土建制图部分：
（１）合理调整章节的安排。如以点、线、面的投影作为理论基础，主要就是为后面的

立体服务的，在实际工程中很少以点、线、面的问题出现，所以就直接把它纳入到投影的
基本知识部分，不再单独设章节；截交线和相贯线是为了解决基本立体表面相交问题的，
就把它纳入到基本体的章节。这样从 “投影的基本知识—基本体—组合体”的体系更加合
理，结构更加紧凑，而且明确以形象思维为主线。

（２）对于虽然解题的思维方法很好，但是工程上并不实用的 “投影变换”等内容不再
保留；对于 “截交线和相贯线”等内容，在方法上实现了从传统的以逻辑思维为主到以形
象思维为主的转变；同时，对于实用性强且有一定难度的组合体、剖视图和断面图的识读
进行了加强，增加了读图方法和技巧的训练，进一步强化了形象思维的培养。

（３）专业图部分以一套完整的连体别墅的施工图为蓝本，结合国家最新的相关制图标
准和行业规范，详细阐述了专业施工图绘制的内容和表达方法。所用图纸为实际工程项目
图纸，而且编者对设计院的图纸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和加工，使得图中的文字、线型及各
种专业符号等都高度遵守了最新的国家相关制图标准和行业规范。对读者而言，起到了标
准示范作用。
ＡｕｔｏＣＡＤ部分：
（４）该部分开门见山，开篇即直奔主题，介绍ＡｕｔｏＣＡＤ的主要功能、主要界面等。

接着把ＡｕｔｏＣＡＤ的基本输入方法、文件管理和辅助绘图工具等作为基本操作先行介绍，
为正式绘图做好准备工作。

对于常用的绘图工具条和编辑工具条采用归类的方法分别介绍，便于学生理解和掌
握。比如，正多边形和矩形都属于多边形；圆、圆弧、椭圆、椭圆弧等都属于规则曲线；
普通复制、镜像、偏移、阵列等都具有复制的功能，只是方法、性质和结果不同；移动、
旋转、缩放等属于改变图形的位置和大小；拉伸、修剪、倒角等属于改变图形的形状；等
等。这样对于初学者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需要，迅速找到相应的工具，避免无从下手。

例题都是经过认真思考设计的，充分考虑各种相近命令的综合应用，以尽量少的篇幅
介绍主要、常用的知识，使学生花较少的时间就能掌握ＡｕｔｏＣＡＤ的基本知识，并解决实
际问题。
ＳｋｅｔｃｈＵｐ部分：
（５）本部分将向读者翔实而全面地介绍ＳｋｅｔｃｈＵｐ　７．０的各种功能，并将特例引入讲

解中，让读者能通过实例操作加强对软件的熟悉和对功能命令的理解。同时，增加软件在
专业学习中的运用及实例讲解，使读者学以致用。本部分配图均以三维视图为主，使学习
更直观，讲解更便捷，理解更深刻。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部分：
（６）ＰＳ部分围绕制作效果图常用的重点基础知识点采用循序渐进、化繁为简的图文

表达方法，将软件入门、选区、工具和图层等基础知识的内容在结合一些实用性较强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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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图制作实例中自然地予以引出、介绍，并强调知识的连贯性和延续性。既浅显易懂，让
初学者一目了然，又目标明确。通过实例，巧妙地将ＰＳ的基础知识与专业特点结合起
来。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实例，采用先分解再汇总的方法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即开始深入
细致地对每一个步骤详细讲解，最后进行技术分析和理论总结。比如室内效果图后期处理
时如何表现材质和灯光，室外效果图后期处理时如何表现水面和玻璃等，从操作步骤、技
巧到提炼出经验性和规律性的东西一气呵成。

（７）本教材聘请富有教学经验的老师制作了高水平的课件，实现了教材的立体化，同
时提供全套教学挂图并配备了习题答案 （电子版），在方便了教师教学的同时，更加为学
生的自学带来了便利。考虑到印刷成本，图片未按彩色印刷，请读者与随书附带的光盘结
合学习。

本书收编的工程图样种类齐全，适合建筑学、室内设计、土木工程、园林技术、结
构、给排水、道路桥梁等专业的工科学生和工程设计人员学习或参考之用。同时，本教材
也是大土木工程方面适应面最广的制图教材之一。

对于土木工程和建筑学专业的建议学时安排如下 （其他专业根据需要自定）：

内容

课 时专业

投影的基本知识

概述 点、线、面
基本体 轴测图 组合体

剖视图
断视图

标高
投影

阴影
透视

专业图 ＡｕｔｏＣＡＤ　ＳｋｅｔｃｈＵｐ　ＰＳ

土木工程 ２　 ６　 １０　 ４　 １０　 ８　 ４　 ０　 １２　 ２０　 ２２　 ６

建筑学 ２　 １０　 １０　 ４　 １０　 ８　 ０　 １２　 ８　 ２０　 ２２　 ２０

合计 第一学期 （土木工程５６，建筑学６４） 第二学期 （土木工程４８，建筑学６２）

　　本教材由扬州大学于习法、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杨谆和重庆大学何培斌老师联合主编，
副主编有：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曹宝新，哈尔滨工程大学毛继泽，扬州大学窦春涛、刘慧，
重庆大学汪智洋等。

配套光盘的课件由扬州大学的孙怀林、孙霞、窦春涛老师联合制作完成，习题集答案
由于习法老师完成。

感谢东南大学董国庆、南京工程学院赵冰华、南京应天职业技术学院章国美、金陵科
技学院郑钢和淮海工学院张振东等老师为本书做的一些基础工作。

限于编者的学识，书中难免有不当甚至错误之处，请读者、同行不吝指正，以便进一
步修改完善。

于习法：ｙｘｆ＠ｙｚｃｎ．ｎｅｔ
杨谆：ｚｈｉｔｕ６６＠１２６．ｃｏｍ
何培斌：１３４３７４４８１３＠ｑｑ．ｃｏｍ

编　者
２０１２年７月于扬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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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制图基本知识

一幢建筑（或其他工程）从无到有主要经历两个重要的过程：设计过程和施工工程。在
设计阶段，设计人员按业主（建设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包括项目所在地的水文、地质、气
象等资料及项目的目的与要求等）进行设计创作，并把最终方案以图样（不是文字或其
他）的形式提交给业主；在施工阶段，施工人员按业主确定的方案（图样），如实地加以实
现、完成。

这样，从设计到施工完成，建设单位（业主）、设计单位（设计人员）和施工单位（施工人
员）之间交流的主要资料便是图样，因此，图样被称为“工程界的语言

獉獉獉獉獉獉
”。既然是通用的语言，

就必须遵守一定的“文法”，这个“文法”便是国家制图标准，简称国标
獉獉

，用代号ＧＢ／Ｔ或ＧＢ
表示。

本章主要介绍有关建筑制图方面的最新国家标准（ＧＢ／Ｔ　５０１０３—２０１０、ＧＢ／Ｔ　５０１０４—
２０１０和ＧＢ／Ｔ　５０００１—２０１０等）中的有关内容及其他一些制图的基本知识。

１．１　制图基本规定

１．１．１　图纸

１）图纸幅面
图纸幅面是指图纸的大小规格，从Ａ０～Ａ４，其尺寸如表１－１所示。

表１－１　幅面及图框尺寸（ｍｍ）

尺寸代号
幅面代号

Ａ０ Ａ１ Ａ２ Ａ３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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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１０　 ５

ａ ２５

　　表中字母ｌ和ｂ分别为图纸的长和宽，ｃ为图框线（控制绘图边界的线）与图纸边缘的距
离，ａ为装订边的图框线与图纸边缘的距离。

图纸的样式可分为横式和立式，图纸以短边作为垂直边称为横式
獉獉

，又根据标题栏的位置
不同，分两种形式，如图１－１所示；以短边作为水平边称为立式

獉獉
，也分为两种形式，如图１－２

所示。一般Ａ０～Ａ３图纸宜横式使用，必要时也可立式使用；Ａ４图纸宜立式使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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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Ａ０～Ａ３横式图幅

图１－２　Ａ０～Ａ４立式图幅

　　２）标题栏
标题栏的内容如表１－２所示。

表１－２　标题栏的内容

设计单位
名称区

注册师
签章区

项目经理
签章区

修改
记录区

工程
名称区

图号区 签字区 会签栏

　　一般各设计院都根据自己的习惯有各种不同的样式。学习期间做作业常用的标题栏，
无论是横式还是立式，一般都放置在图纸的右下角，内容如图１－３所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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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制图作业标题栏格式

１．１．２　图线

制图标准规定，工程建设制图应选用表１－３中所示的图线。
每个图样应先根据形体的复杂程度和比例的大小，确定基本线宽ｂ的大小（即粗线宽

度）。ｂ值可以从相应的线宽系列０．１３、０．１８、０．２５、０．３５、０．５、０．７、１．０、１．４、２．０ｍｍ中选
取，常用的ｂ值为０．３５～１．０ｍｍ。

表１－３　图线

名　称 线　型 线宽 一般用途

实

线

粗 ｂ 主要可见轮廓线

中粗 ０．７ｂ 可见轮廓线

中 ０．５ｂ 可见轮廓线、尺寸线、变更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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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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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２５ｂ 断开界线

波浪线 ０．２５ｂ 断开界线

　注：对于非专业图样，尺寸线仍然用细实线绘制。

绘制图样时，图线要求做到：全局清晰整齐、均匀一致、粗细分明、交接正确。其基本规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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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同一张图纸内，相同比例的各图样，应采用相同的线宽组。
（２）相互平行的图线，其间隙不宜小于其中的粗线宽度，且不宜小于０．７ｍｍ。
（３）虚线、点画线的线段长度和间隔应均匀。虚线、点画线与其他图线交接时的画法见

图１－４所示。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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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线综合举例：
常用的各种图线画法如图１－５的建筑平面图所示。被剖切到的墙体轮廓用粗实线绘

制；未剖切到的台阶、窗台用中粗实线绘制；看不见的轮廓线用中粗虚线表示；定位轴线用细
点画线绘制；折断线用作图形的省略画法，采用中实线绘制；尺寸标注时，尺寸线和尺寸界线
采用中实线（适用于专业图样），４５°的起止符号采用中粗实线绘制；断面材料图例（图案填充
线）用４５°的细实线绘制。

图１－４　图线画法
　　

图１－５　图线综合举例

１．１．３　文字

工程图中的字体包括汉字、字母、数字和符号等。国标规定工程图中的字体应做到：字
体工整、笔画清楚、间隔均匀、排列整齐。

字体高度（ｈ）代表字体的号数，简称字号。国标规定常用的字号系列是：１．８、２．５、３．５、

５、７、１０、１４、２０号。

１）汉字
国标规定工程图中的汉字采用长仿宋体，字高与字宽的比例大约为１∶０．７。
书写长仿宋体字的要领是：横平竖直，注意起落，结构均匀，填满方格。如图１－６所示。

图１－６　长仿宋体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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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宋体字的基本笔画写法见表１－４所示。

表１－４　仿宋体字的基本笔画写法

　　２）字母和数字
字母和数字可写成斜体或直体，其中斜体字字头向右倾斜，与水平线基准线成７５°角。

拉丁字母、罗马数字与阿拉伯数字的写法如 图１－７所示 （《技术制图———字体》
ＧＢ／Ｔ　１４６９１）。考虑到手写习惯，基本运笔方法可参考图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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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拉丁字母、罗马数字与阿拉伯数字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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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　数字和字母的写法

１．１．４　尺寸注法

工程图样中除了画出工程形体的形状外，还必须标注尺寸以确定其大小。

１）尺寸组成
图样上的尺寸由尺寸界线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尺寸线
獉獉獉

、尺寸起止符号和尺寸数字四部分组成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如图１－９（ａ）
所示）。

（１）尺寸界线
尺寸界线应用细实线绘制（专业图样用中实线绘制），一般应与被注长度垂直，其一端应

离开图样的轮廓线不小于２ｍｍ，另一端宜超出尺寸线２～３ｍｍ，如图１－９（ａ）所示。必要时
可利用轮廓线作为尺寸界线（如图１－９中的尺寸２４０和３０７０）。

（２）尺寸线
尺寸线线型同尺寸界线，并应与被注长度平行，但不宜超出尺寸界线之外。图样上任何

图线都不得用作尺寸线。
（３）尺寸起止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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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及弧长的尺寸起止符号，宜用箭头表示，如图１－９（ｂ）
所示。

图１－９　尺寸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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