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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建筑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随着全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急
需大量的具备中、初级专业技能的建设者。 这对于中等职业教育的建筑专业发展提出了新的
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机遇。 根据枟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枠和教
育部枟关于枙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职业教育教材开发编写计划枛的通知枠的要求，我们编写了中等职
业教育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教育改革实验系列教材。
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所用教材，大多偏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内

容偏多、偏深，在专业技能方面的可操作性不强。 另一方面，现在的中职学生文化基础相对薄
弱，对现有教材难以适应。 在教学过程中，普遍反映教师难教、学生难学。 为进一步提高中等
职业教育教学水平，在大量调查研究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我们组织了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丰
富工程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教师和部分高等院校教师以及行业专家，编写了这套工业与民用建
筑专业系列教材，本系列教材的大部分作者直接参与了中澳（重庆）职教项目，他们既了解中
国的国情，又掌握了澳大利亚先进的职教理念。 在本系列教材中充分反映了中澳（重庆）职教
项目多年合作的成果。 部分教材已试用多年，效果很好。
中等职业教育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生就业的单位主要面向施工企业。 从就业岗位来

看，以建筑施工一线管理和操作岗位为主，在管理岗位中施工员人数居多；在操作岗位中钢筋
工、砌筑工需求量大。 为此，本系列教材将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要求相适应，具有综合职业能力，能从事工业与民用建筑的钢筋工、砌筑工等其中一种的施工
操作，进而能胜任施工员管理岗位的中级技术人才。
本套系列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是：充分吸收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先进思想，体现现代职业教

育先进理念。 坚持以社会就业和行业需求为导向，适应我国建筑行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适合
目前中职教育教学的需要和中职学生的学习特点；着力培养学生的动手和实践能力。 在教材
编写过程中，遵循“以能力为本位，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需求为基础”的原则。 在内容取舍上
坚持“实用为准，够用为度”的原则，充分体现中职教育的特点和规律。
本系列教材编写具有如下特点：
１．采用灵活的模块化课程结构，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 系列教材分为两个课程模块：通

用模块、岗位模块（包括管理岗位和操作岗位两个模块），学生可以有选择性地学习不同的模
块课程，以达到不同的技能目标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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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知识浅显易懂，精简理论阐述，突出操作技能。 突出操作技能和工序要求，重在技能操
作培训，将技能进行分解、细化，使学生在短时间内能掌握基本的操作要领，达到“短、平、快”
的学习效果。

３．采用“动中学”“学中做”的互动教学方法。 系列教材融入了对教师教学方法的建议和
指导，教师可根据不同资源条件选择使用适宜的教学方法，组织丰富多彩的“以学生为中心”
的课堂教学活动，提高学生的参与程度，坚持培养学生能力为本，让学生在各种动手、动口、动
脑的活动中，轻松愉快地学习，接受知识，获得技能。

４．表现形式新颖、内容活泼多样。 教材辅以丰富的图标、图片和图表。 图标起引导作用，
图片和图表作为知识的有机组成部分，代替了大篇幅的文字叙述，使内容表达直观、生动形象，
能吸引学习者兴趣。 教师讲解和学生阅读两部分内容，分别采用不同的字体以示区别，让师生
一目了然、清晰明白。

５．教学手段丰富、资源利用充分。 根据不同的教学科目和教学内容，教材中采用了如录
像、幻灯、实物、挂图、试验操作、现场参观、实习实作等丰富的教学手段，并建立了资源网站，有
利于充实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６．注重教学评估和学习鉴定。 每章结束后，均有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估、对学生学习效果
的鉴定方法。 通过评估、鉴定，师生可得到及时的信息反馈，以利不断地总结经验，提高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本系列教材可以供中等职业教育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以作为建筑从业人

员的参考用书。
该系列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后勤工程学院、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和重庆市建设岗位培训中心的指导和帮助，尤其是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刘先海、张贤刚、谢红，重
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向才毅、徐光伦等为本系列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劳动。 同时，本系列丛
书从立项论证到编写阶段都得到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专家的指导和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江世永

２００７ 年 ８月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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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教育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的一门操作岗位课程，目的是培养能从事工
业与民用建筑的技术复合型人才，既可从事中级管理岗位工作，又可从事钢筋绑扎、安装等的
中级技术工种———钢筋工。 其任务是使读者了解钢筋工程的基本知识，掌握各种钢筋混凝土
结构中钢筋骨架的施工方法和质量检验与验收要求。
本书是根据中澳（重庆）职业教育和培训合作项目，课程设计与教材开发的指导性文件

枟建筑专业（施工员）课程框架枠中核心能力标准枟ＣＰＣ ０００２４Ａ—２７Ａ 钢筋工枠，并结合现行建
筑行业的国家标准、规范、职业技能鉴定等级标准等编写而成的教材。
本教材借鉴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先进理念，遵循“以能力为本位，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

需求为基础的原则”，理论以够用为度，重点突出操作技能的训练要求，注重实用与实效，力求
文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图文并茂；注重更新教学内容，删除了与新规范不符合的内容，增加
与之相适应的新内容；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加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记
忆；注重采用以能力为基础的培训模式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通过采用多种活动，以达
到培养目标。
本书共分 ７ 章，主要内容包括钢筋工程识图基本知识，钢筋的技术性能和检验保管，钢筋

的配料计算，钢筋的加工、连接和绑扎安装，以及钢筋班组的管理，钢筋工程的质量检验与验
收，安全技术等知识。 每一章都包含了理论、实习实作、学习鉴定、教学活动建议等内容。
本书可作为中等职业教育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中级管理岗位和中级技术工种及相关教学

培训用书。 本书建议教学时数为 １１６ 学时。

章　次
学时数

理论 实作
章　次

学时数

理论 实作

第 １章 ８ 邋４ Y第 ５章 １２  １２ 唵
第 ２章 ８ 邋６ Y第 ６章 １２  １６ 唵
第 ３章 １０ �４ Y第 ７章 ６ �２ o
第 ４章 １０ �６ Y
小计 ３６ �２０ p小计 ３０  ３０ 唵

本书由重庆工商学校韩业财、况敏任主编，负责全书的统稿、定稿工作。 第 ２，３ 章由况敏
编写；第 １ 章 １．２ 节，第 ７章由重庆工商学校李凯编写；第 １ 章 １．１ 节由重庆江南职业学校龙
洋编写；第 ４，５，６ 章由韩业财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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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中澳（重庆）职业教育和培训合作项目办公
室，重庆工商学校，重庆大学出版社的领导、编辑和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衷心
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的缺点、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５年 ３ 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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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钢筋工程识图基本知识

　　　　　　　　　　　　　　

建筑工程施工图的表示方法及种类

钢筋标注形式及符号、图例等有关规定

梁、板、柱配筋图的识读

平法标注的相关知识

了解建筑工程施工图的表示方法

能识读梁、板、柱等的钢筋工程施工图

能识读简单的平法制图

能看懂钢筋工程中较复杂的施工图、大样图



　　
钢筋工程不但操作性很强，而且也是一种技术性很强的工种，必须按照建筑工程施工图的

要求对钢筋进行加工和安装，因此就要求施工操作人员具有一定的识图能力，以提高工作效
率，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 那么，什么是建筑工程施工图？ 如何才能读懂建筑工程施工图呢？
下面，就带大家一起去识读建筑工程施工图。

１．１　构件配筋图的识读

１．１．１　建筑工程施工图
１）建筑工程施工图的含义

建筑工程施工图是一种能够准确表达建筑物的外形轮廓、尺寸大小、结构形式、构造方法
和材料做法的图样。

２）建筑工程施工图的作用

施工图是沟通设计与施工的桥梁和纽带，是工程技术人员交流的语言，是指导施工和形成建
筑产品的依据。 工程技术人员要准确完成施工中的各道工序，首要的就是看懂建筑工程施工图。

３）建筑工程施工图的分类

按专业分工的不同，建筑工程施工图一般分为建筑施工图、结构施工图和设备施工图，见
表 １．１。

表 １．１　建筑工程施工图分类

施工图类别 内　容 图　纸

建筑施工图

（简称“建施”）
主要说明建筑物的总体布局、外部造型、内部布置、细
部构造、装饰装修和施工要求等

总平面图、建筑平面图、建筑立
面图、建筑剖面图、建筑详图等

结构施工图

（简称“结施”）
主要说明建筑的结构设计内容，包括结构构造类型，
结构的平面布置，构件的形状、大小、材料要求等

结构平面布置图、构件详图等

设备施工图

（简称“设施”）
包括给水、排水、采暖通风、电气照明和设备安装等各
种施工图

主要有平面布置图、系统图等

４）建筑工程施工图的编排顺序

建筑工程施工图的一般编排顺序是：图纸目录→总说明→建筑施工图→结构施工图→设
备（水暖电）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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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业的施工图，应按图纸内容的总体和局部及施工的先后关系进行排列。 例如，在一套
建筑工程施工图中，结构平面布置图在前、构件图在后，底层平面布置图在二层平面布置图的
前面等。
对于钢筋工来讲，主要是学会识读结构施工图。

１．到建筑工地看看建筑工程施工图纸是否由上述几个部分组成？
２．对于钢筋工来讲，是否只识读结构施工图就能满足顺利施工的要求？

什么是建筑工程施工图？ 它分为哪几类？

１．１．２　钢筋工程施工图的一般表示方法
１）建筑制图标准的相关规定

为统一并保证图纸的质量，便于设计和施工，国家对于施工图的表示方法有统一规定。

图 １．１　图纸样式

（１）标题栏　如图 １．１ 所示，标题栏位于图
纸的右下角，其作用是标明工程的名称、图名、
图别、图号、设计单位等。 对于我们来讲，最大
的用处是在查找某张图纸时，可以从中查到所
需查阅图纸的图号，并根据图号，能迅速地找到
所需的图纸。 其格式如图 １．２所示。

（２）定位轴线
①定义：定位轴线是用来确定房屋主要结构

与构件位置的线。 凡是承重墙、柱子、梁或屋架
等主要承重构件，均应画出轴线以确定其位置。

图 １．２　标题栏格式
②定位轴线的表示方法：
ａ．水平方向用阿拉伯数字自左向右顺序编号；垂直方向用大写拉丁字母自下而上编号，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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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Ｉ，Ｏ，Ｚ不能用作轴线编号。
ｂ．对于次要构件的位置，可采用附加定位轴线表示。 附加定位轴线号用分数标注。 编号

用阿拉伯数字，其规则是：两根轴线之间的附加定位轴线，分母表示前一轴线的编号，分子表示
附加轴线的编号，如图 １．３所示。

图 １．３　附加轴线编号
（３）标高
①定义：建筑物某一部位与确定的水准基点之间的高差，称为该部位的标高。
②标高标注：标高符号的尖端应指向被注高度的位置，尖端一般应向下，也可以向上（标

注底面的标高）。 标高数字应注写在尖头的左右两侧，如图 １．４（ａ）所示。 在图样的同一位置
需要表示几个不同标高时，可按图 １．４（ｂ）所示注写。

③图样上的单位：除总平面图和标高以 ｍ为单位外，其余均以 ｍｍ为单位。

　　　图 １．４　标高标注
２）构件代号及钢筋画法

在结构施工图中需要注明构件的名称，常采用代号表示。 构件代号通常以构件名称的汉
语拼音的第一个大写字母表示。

（１）一般结构构件代号（见表 １．２）
表 １．２　一般结构构件代号

序号 名　称 代号 序号 名　称 代号 序号 名　称 代号

１ 媼板 Ｂ １５  吊车梁 ＤＬ ２９ 噰基　础 Ｊ
２ 媼屋面板 ＷＢ １６  圈　梁 ＱＬ ３０ 噰设备基础 ＳＪ
３ 媼空心板 ＫＢ １７  过　梁 ＧＬ ３１ 噰桩 ＺＨ
４ 媼槽形板 ＣＢ １８  连系梁 ＬＬ ３２ 噰柱间支撑 ＺＣ
５ 媼折　板 ＺＢ １９  基础梁 ＪＬ ３３ 噰垂直支撑 ＣＣ
６ 媼密肋板 ＭＢ ２０  楼梯梁 ＴＬ ３４ 噰水平支撑 ＳＣ
７ 媼楼梯板 ＴＢ ２１  檩　条 ＬＴ ３５ 噰梯 Ｔ
８ 媼盖板或沟盖板 ＧＢ ２２  屋　架 ＷＪ ３６ 噰雨　篷 ＹＰ
９ 媼挡雨板或檐板 ＹＢ ２３  托　架 ＴＪ ３７ 噰阳　台 ＹＴ
１０ 　吊车梁安全走道 ＤＢ ２４  天窗架 ＣＪ ３８ 噰梁　垫 ＬＤ
１１ 　墙　板 ＱＢ ２５  框　架 ＫＪ ３９ 噰预埋件 Ｍ
１２ 　天沟板 ＴＧＢ ２６  刚　架 ＧＪ ４０ 噰天窗端壁 ＴＤ
１３ 　梁 Ｌ ２７  支　架 ＺＪ ４１ 噰钢筋网 Ｗ
１４ 　屋面梁 ＷＬ ２８  柱 Ｚ ４２ 噰钢筋骨架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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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钢筋符号及其标注方法
①在钢筋混凝土构件中，都配有钢筋，常用不同的符号表示钢筋的牌号、级别和类型，

见表 １．３。
表 １．３　常用钢筋种类符号

钢筋牌号 符号 钢筋牌号 符号

ＨＰＢ３００ 级钢筋 ＣＲＢ冷轧带肋钢筋 Ｒ

ＨＲＢ３３５级钢筋 刻痕钢丝 Ｉ

ＨＲＢ４００级钢筋 钢绞线 ｓ

ＨＲＢ５００级钢筋 热处理钢筋 ＨＴ

ＲＲＢ４００ 级钢筋 Ｒ 冷轧扭钢筋 Ｎ

②在构件配筋图中，要标出钢筋的种类、直径、根数和相邻钢筋中心距，一般采用引出线方
式标注。 其标注方式有两种：标注钢筋种类、根数和直径；标注钢筋种类、直径和相邻钢筋中
心距。

③常用钢筋图例见表 １．４ ～表 １．６。
表 １．４　常用钢筋图例

序　号 名　称 图　例 说　明

１ r钢筋横断面 —

２ r无弯钩的钢筋端部
下图表示长、短钢筋投影重叠时，
短钢筋的端部用 ４５°斜画线表示

３ r带半圆形弯钩的钢筋端部 —

４ r带直钩的钢筋端部 —

５ r带丝扣的钢筋端部 —

６ r无弯钩的钢筋搭接 —

７ r带半圆弯钩的钢筋搭接 —

８ r带直钩的钢筋搭接 —

９ r花篮螺丝钢筋接头 —

１０ 墘机械连接的钢筋接头
用文字说明机械连接的方式（如冷
挤压或直螺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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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５　钢筋网片图例

序　号 名　称 图　例

１ 行一片钢筋网平面图

２ 行一行相同的钢筋网平面图

　注：用文字注明焊接网或绑扎网。

表 １．６　钢筋画法

序　号 图　例 说　明

１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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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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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行
若在断面图中不能表达清楚钢筋的布置，应
在断面图外增加钢筋大样图（如：钢筋混凝
土墙、楼梯等）

４ 行图中所表示的箍筋、环筋等若布置复杂时，
可增加钢筋大样及说明

５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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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其余钢筋及起止范围

④钢筋简图中受力筋的尺寸按外皮尺寸标注，箍筋的尺寸按内皮尺寸标注，如图 １．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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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　钢筋尺寸标注图

１．１．３　配筋图的识读
为了将钢筋在构件中的配置情况表示清楚，传统的结构构件配筋图中都绘制有构件的纵

图 １．６　梁的配筋轴测图

向及横向剖面图。 图中构件的轮廓线用细实线画出，构
件中的钢筋在纵向剖面图中用粗实线画出，凡钢筋有变
化的地方都分别画出断面图，凡剖到的钢筋画成圆形小
黑点，并在图中将钢筋进行标注，这样的图称为配筋图。
钢筋工就是按照配筋图进行配料和加工的。

１）梁配筋图的识读

图 １．６、图 １．７为某梁的配筋图。

图 １．７　梁的配筋图

识读说明：
①标注钢筋的根数和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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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标注钢筋的直径和相邻钢筋的中心距。

③３号钢筋为弯折钢筋，如图 １．８所示。
④４号钢筋为封闭形状，称为箍筋，如图 １．８ 所示。

图 １．８　钢筋大样图
２）板配筋图的识读

图 １．９ 为板的配筋示意图，图 １．１０为其对应的钢筋大样图。

图 １．９　板内配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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