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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深入贯彻枟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枠，全面实施枟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枠中提出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创新工程”，积极推进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
为职业教学和培训提供更加丰富、多样和实用的教材，更好地满足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
要，择优制订了枟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职业教育教材开发编写计划枠。 本书就是根据该计划编写的。
本书是中等职业教育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系列教材之一，内容包括：绘图工具及仪器的使

用和保管、投影的基本知识、施工图概况、建筑施工图、结构施工图、设备施工图、计算机制图。
本书遵循以“实用为准，够用为度”的原则，在内容和形式上力求浅显易懂，教材与教法在

“将知识如何转变为能力”方面有新的突破。 知识是通过一系列的教学活动串连起来的，站在
学生的角度，以学生为中心组织素材，抓住学生的好奇心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将学生由被
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 各章都采用问题引入、阅读理解、提问回答、实习实作、学生讨论、活动
建议、学生鉴定等各种形式，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动手能力，人
际沟通能力，合作交流的团队精神，爱岗敬业精神等。 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习知识，技
能在团结互助中获得和提高，良好的工作态度在不知不觉中形成。 为便于教学，另外还编印了
习题集与本书配套使用。
根据教学大纲要求，本书的参考教学时数为 １４４学时，各章学时分配见下表。

章　次
学 时 数

讲　课 作　业 合　计
第 １章 ５ �１ *６ X
第 ２章 １５ �１０ *２５ X
第 ３章 ５ �２ *７ X
第 ４章 １６ �１２ *２８ X
第 ５章 ２０ �１２ *３２ X
第 ６章 ６ �２ *８ X
第 ７章 ２４ �１０ *３４ X
机　动 ２ �２ *４ X
总　计 ９３ �５１ *１４４ X

本书第 １ 章、第 ２章由重庆城建技校周利国编写，第 ３ 章、第 ４ 章由重庆城建技校王显谊
编写，第 ５ 章、第 ６ 章由荣昌职教中心喻权坚编写，第 ７ 章由吴彤彦编写，全书由王显谊统稿
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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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大量插图及附图是由大足县规划建筑设计院和重庆市教育建筑规划设计院（荣昌）
提供的施工设计图，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０７年 １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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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前言

本书是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推荐教材，是中等职业教育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系
列教材之一，在枟建筑制图与识图枠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本书自 ２００８年出版以来，在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中广泛使用。 随着科

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建筑行业也不断前进，对一些标准、规范进行了修订。 为了使本
教材及时适应当前建筑工程施工专业的教学需要，编者根据第一版使用教师提出的意见，以及
参照新标准、规范，对本教材进行了修订。
本次修订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在第 １章增加了几何作图部分，第 ５ 章增加了现浇混凝土基

础平法施工图，第 ７章用 ＡｕｔｏＣＡＤ２００９替代了 ＡｕｔｏＣＡＤ２００４，并对其他章节也作了一些调整。
在教材修订中，使用了新的国家制图标准 ２０１０ 系列标准，引用了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１１Ｇ１０１唱１、１１Ｇ１０１唱２、１１Ｇ１０１唱３，以及其他新规范，使教材紧扣新标准、新规范，以利于教学。

此次修订由重庆市城市建设管理学校周利国负责第 １章、第 ２ 章，重庆市城市建设管理学
校王显谊负责第 ３章、第 ４章，重庆市荣昌职教中心喻权坚负责第 ５章、第 ６章，吴彤彦负责第
７章。 全书由王显谊统稿定稿。

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与错误之处，诚挚地希望读者提出批评与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２年 ６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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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建筑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随着全国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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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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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筑工等其中一种工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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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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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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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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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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绘图基础知识

　　　　　　　　　　　　　　

绘图工具种类、使用方法及用途

绘图仪器的使用方法、用途及保管

图线的线型、用途和画法

长仿宋体字书写特点和方法

常见的几何作图方法

正确使用简单的绘图工具

正确使用和保管绘图仪器

掌握不同线型的基本画法、用途及作用

掌握常见的几何作图基本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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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某工程建筑施工二层平面图。 仔细观察，并试着回答下面的问题：图中的数字、字

母和符号代表什么意义？ 图中的粗、细线在什么地方使用？ 该工程图样是怎样绘制而成的？
这些问题也许你们现在无法回答，但对于我们学习土木工程类专业的学生来说，这些问题是必
须掌握的。 我们学习本课程的目的就是为了读懂建筑工程施工图并能绘制简单的工程图样，
为学好其他专业课程打好基础。 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枟建筑制图与识图枠。

１．１　绘图工具及仪器

工程图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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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图样通
常采用计算机绘制，根据需要也可采用手工绘制。 要绘制一套完整无误的工程图样，设计者除
应掌握国家相关规范和标准外，还应正确、熟练地使用绘图工具及仪器，从而提高绘图质量和
绘图速度。 那么，手工绘图时需要使用哪些绘图工具和仪器呢？ 如何使用？ 下面我们就开始
学习常用绘图工具及仪器。

１．１．１　常用手工绘图用品
常用手工绘图用品见表 １．１。

图 １．１　铅笔 图 １．２　不锈钢薄片 图 １．３　砂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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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　常用手工绘图用品

名　称 分　类 图　名 用　途 使用要求及注意事项

图　纸

铅　笔

小　刀

橡　皮

擦图片

绘图纸

描图纸

硬型用 “Ｈ”
表示

中等硬型用

“ＨＢ”表示
软型用 “Ｂ”
表示

单面刀片

双面刀片

软橡皮

硬橡皮

不锈钢薄片

透明胶片

—

—

图 １ 2．１（ａ）

图 １ 2．１（ａ）

图 １ /．１（ｂ）

—

—

—

—

图 １ ~．２

—

绘制图样

描制图样，晒制工程蓝图

绘制底图

注写文字、尺寸

加深图线

削切铅笔

修整墨线

清洁图面

擦除墨线和墨污

修改图线，控制擦图范围

质地坚硬，纸面洁白。 有正、反面之分，橡
皮擦拭不起毛为正面

不能折、脏、受潮

用小刀削成圆锥形，削切长度应在 ２０ ～
２８ ｍｍ，露出铅芯 ６ ～８ ｍｍ，如图 １ 鼢．１（ａ）、
（ｂ）所示；为了保持画线粗细一致，为使画
线平直准确，使用时边画边缓慢地旋转，
并始终与尺的边缘保持一定角度

“Ｈ”前面的数字越大，表示铅笔越硬；“Ｂ”
前面的数字越大，表示铅笔越软

—

使用时沿一个方向擦动、用力均匀、不能
过猛，以免损伤图纸

空隙对准需擦除的部分，左手按紧擦图
片，右手执橡皮轻轻擦拭

胶带纸 — — 固定图纸 —

砂　纸 — 图 １ ~．３
修磨铅芯成粗细不同的

锥形或圆规的插脚
—

１．１．２　常用手工绘图工具
常用手工绘图工具见表 １．２。

表 １．２　常用手工绘图工具

名　称 图　名 用　途 使用要求及注意事项

图　板 图 １ :．４
垫平纸面，调整手工绘
图时的倾角

用胶带纸把图纸固定在图板上，不使用图钉，图幅边应与图
板平行，保护图板工作边，防止图板受潮、曝晒和重压变形

丁字尺 图 １ :．５ 画水平线

尺头应紧靠图板工作边（左边），上下推动，使尺身上边缘对
准画线位置，左手按住尺身中部，从左向右画线。 不能在尺
身下边画线，不能用小刀靠在尺身边上裁纸，用完后挂置妥
当，以防止尺身变形和尺头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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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　称 图　名 用　途 使用要求及注意事项

三角板 图 １ :．６
与丁字尺配合使用，画
１５°角倍数的各种斜
线、垂直线及平行线

推动丁字尺到图线下方，左手按住尺身，靠上三角板，随后
再用左手同时按住丁字尺和三角板画线，画线时由下往上、
自左向右逐条绘制

曲线板 图 １ :．７ 绘制非圆曲线

定出曲线控制点，徒手轻轻画出曲线，根据曲线弯曲趋势和
曲率大小，选择曲线板上合适的部分，分段画出。 每次至少
有 ３点与曲线板吻合，前后段应有一小段重合，以保证曲线
的平顺

比例尺 图 １ :．８ 比例绘图时换算尺寸
用分规在尺身量取线段时，不得把针尖扎入尺面，不能将比
例尺作三角板和直尺使用

建筑模板 图 １ :．９ 绘制各种建筑标准图
例和符号

用已选中建筑模板的图例，放在需作图的位置上，用左手压
紧模板，然后沿图例轨迹描画。 在描画时，应注意笔尖与模
板的倾角应随时保持一致，分为结构模板、设备模板、给排
水模板等

　　　　图 １．４　图板 图 １．５　丁字尺　　　　　　　　　

图 １．６　三角板与丁字尺配合使用

图 １．７　曲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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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８　比例尺

图 １．９　建筑模板

１．使用铅笔画线有哪些技巧？
２．丁字尺为什么只能在图板左边推动画线？

用曲线板绘制曲线时怎样找曲线控制点，控制点的数量对曲线的平滑有哪些影响？

１．绘图工具的完好对绘图质量和绘图速度有什么影响？
２．怎样使用曲线板使曲线画得更好？

１．使用图板、丁字尺、三角板画竖直线和平行线。
２．用曲线板绘制任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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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常用绘图仪器
常用绘图仪器见表 １．３。

表 １．３　常用绘图仪器

名　称 图　名 用　途 使用要求及注意事项

计算机 图 １ �．１０ 绘制工程图 详见第 ７章

手

工

绘

图

圆　规 图 １ �．１１
绘制铅笔圆及圆弧和墨

线圆及圆弧

调整针尖和铅芯分别垂直纸面，画粗线的铅
芯磨成方头形，其他应磨成圆锥形，用右手
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圆规的手柄，按顺时针方
向略向前倾 １５°～２０°，匀速旋转 １次画完

分　规 图 １ �．１２
等分线段和量取线段

长度

分规两针尖尽量调平。 等分线段时应顺、返
交换量取

鸭嘴笔 图 １ �．１３
由钢片和笔杆组成，描图
上墨线

调动两钢片间的间距，以满足所需墨线粗
细，注墨高度 ４ ～６ ｍｍ，螺帽向外，笔杆前后
方向与纸面成 ９０°，使两钢片同时接触纸面。
小指搁在尺身上，画线时笔头往前进方向倾
斜 ５°～２０°，落笔时要轻，运笔速度均匀

绘图墨水笔 图 １ �．１４ 绘画墨线
画线时笔头向画线前方倾斜 ５°～２０°，速度适
中，快慢均匀，不能反向画线

图 １．１０　ＡｕｔｏＣＡＤ ２００９修改标注样式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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