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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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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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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研究院会间有关单位在原《建筑结构制图标准》 GB／丁

50105 - 2001 的基础上修订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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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圄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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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分解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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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仁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9 号主i吾国际 2 号楼，邮编： 1000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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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了统一建筑结构专业制图规则，保证制因质量，提高

制围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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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2 本标准适应于工程制图中下列制图方式绘制的回样：

1 手工制图；

2 计算机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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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设计圈、标准设计目。

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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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制留统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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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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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0.1 .囱线宽度 b应按现行国际标准《房雇建筑制图统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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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示的困线。

表 2.0.3 醋，线

名称 线型 线宽 一般用途

螺栓、钢筋线、结构平面图中的单线
租 b 结构构件线．钢木支撑及系杆线，囱名

下横线、剖切线

结构平面囱及详图中刮到或可见的墙
中粗 0. 7b 身轮廓线、基础轮廓线、钢、木结构轮

实线
廓线、钢筋线

结构平商图及1学图中刻到或可见的墙
中 0.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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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 0.25b 标注引出线、标离符号线、索引符号
线、尺寸线

不可见的钢筋线、螺栓线、结构平ilii

粗 …－萄副．．．．圄．．.. b 图中不可见的单线结构构件线及纲、才E
支撑线

结构平面闺中的不可见构件、墙身轮
中程 栩... ,..........”··”……” 0. 7b 廓线及不可见钢、木结构构件线、不可

虚线 见的钢筋线

结构平面图中的不可见构件、墙身轮
中 －一－…－… 0.5b 廓线及不可见钢、木结构构件线、不可

见的钢筋线

绍 甲一一一一一一 0.2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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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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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0. 3 

名称 线！也 线宽 一般用途

单点 粗
住问支撑、垂直支撑、设备基础轴线…··- • ·圃翩翩… ·回回回·· b 

长画
图中的中心线

＼线 glB 一’一，一 0.25b 定位轴线、对称线、中心线、主童心线

双点 租 …··圃，．．．跚跚跚跚．．....... b 预应力钢筋线
t支部

线 细 ，一．．一 0.25b 原有结构轮廓线

折断线 …一一～一一一 0.25b 断开界线

波浪线 .... 、、m，，同、.＿＿，，－町、、，，－、 0.25b 断开界线

2.0.4 在向一张图纸中，相同比例的各团样，应埠用相同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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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下也可选扉可用比例。

表 2.0.5 比例

图名 常用比例 可用比例

结构平面图

基础平商囱
1 : 50, I : 100, I : 150 1 : 60, 1 : 200 

国梁平商图，总图中

管沟、地下设施等
1 : 200. 1 : 500 1: 300 

详图 1 : 10, 1 : 20. 1 ; 50 1 : 5. 1 : 3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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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线尺寸与梅件尺寸也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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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准附录 A 的规定。

2.0.8 ~采用标准、通用国集中的构件时，应用该团集中的规

定代号或型号注写。

·2. 0. 9 结构平面屈应按自 2. 0. 9-1、图 2. 0. 9-2 的规定采用iE投

影法绘制，特殊情况下也可采用仰视投影绘制。

·一·一·－·一－一··. 

13KB-21a,IKB町21 也

楼梯阅

牛
十
。

十
0 

十
十
O

l l 

盟 2. 0. 9-1 用正投影法绘制预制楼极结构平面图

① 
留 2. o. 9-2 节点详图

4 

~ 
① 



2. 0.10 在结构平面阁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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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图或总平

丽圈一致，并标注结构标高。

2. 0.11 在结构平面图中，当若干部分相向时，可只绘制一部

分，并用大写的拉丁字母 CA、 B、 C、……）外加细实线困圈

表示相同部分的分类符号。分类符号圈圈王军径为 8mrn 或 lOmrn。

其他相同部分仅标注分类符号。

2.0.12 和架式结构的几何尺寸因可用单线图表示。杆件的轴线

长度尺寸fill标注在构件的上方（图 2.0. 12）。

宁

。
。
∞N

圄 2. 0.12 .对称椅架几何尺寸标注方法

2. 0.13 在杆件布置和受力均对称的指架单线国中，若需要时可

在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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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对称的指架单线圈，可在上方标注杆件的

凡何轴线尺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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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结构平面阁中索引的剖视详图、断面详回应采用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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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民时针方向从左下角开始编号；

2 内横墙从tr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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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平商图中索引剖视详阁、

断面详图编号JI民序表示方法

2.0.15 在结构平面图中的索引位置处，粗实钱表示剖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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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mm～lOmm 的圈

和水平直径线组成。

2.0.17 被索引出的详回应以详图符号表示，详留符号的回应以

直径为 14mm 的粗实线绘制。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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囱纸内时，应按自

2.0. 18 的规定进行编排。

① 
回 2. 0. 18 被索引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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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张回纸内时，应按图

6 



2. o. 凹的规定进行编排，索引符号和详图符号内的上半商中注

明详自编号，在下半圈中注明被索引的图纸编号。

(8\ 
\25) 

图 2. 0.19 详固和被索引凰样不在

向一张图纸内的表示方法

2.0.20 构件详图的纵向较长，重复较多时，可用折断线断开，

适当省略重复部分。

2.0. 21 图样的自名和标题栏内的国名应能准确表达图祥、图纸

构成的内容，做到简练、明确。

2.0.22 白纸上所有的文字、数字和符号等，应字体端正、排列

整齐、清楚正确，避免囊叠。

2.0.23 图样及说明中的汉字宽采用长仿宋体，自样下的文字高

度不宜小于 5mm，说晓中的文字高度不宜小于 3mmo

2.0.24 拉丁字母、阿拉伯数字、罗马数字的高度，不应小

于 2.5mrn。

7 



3 混凝土结构

3.1 钢筋的一般表示方法

3.1.1 普通钢筋的一般表示方法应符合表 3. 1. 1-1 的规定。预

应力钢筋的表示方法应符合表 3. 1. 1-2 的规定。钢筋网片的表示

方法应符合表 3. 1. 1-3 的规定。钢筋的焊接接头的表示方法应符

合表 3. 1. 1-4 的规定。

表 3.1.1-1 普通钢筋

序号 名称 图 {91J 说明

1 钢筋横断商 . 
下图表示长，短钢筋投影

2 3尼型音钩的钢筋端部 , 重叠时，短钢筋的端部

用 45°斜划线表示

3 带半圆形弯钩的钢筋端部 c 

4 带3室钩的钢筋端部 ’ 

5 带丝扣的钢筋端部

6 元穹钩的钢筋搭接 , ‘ 

7 带半圆弯钩的钢筋搭接 s:::. .:::l 

8 带宣钩的钢筋搭接 . 
9 花篮螺丝钢筋接头 －毛ES-

10 机械连接的钢筋接头
用文字说明机械连接的方式

（如冷挤压或直擦纹等〉

8 



表 3.1.1-2 预应力钢筋

序号 名 称 因 倒

1 预应力钢筋或钢绞线 ，．国翩翩曲回国国国… • ”回回回回国回国翩翩… ”回国国国曲曲国国国··

2 
后张法预应力钢筋断丽

@ 无粘结预应力钢筋断面

3 预应力钢筋断窗 十

4 张拉端错具 护一…·一…

5 固定端错具 护一. ·－·.一一

6 锚具的端视图 令

7 可动连接件 ··国翩翩． ．－－－－叮.J.－叫－咱－””翩翩翩翩翩回

8 固定连接件 ---……+”’---- 

表 3.1.1-3 锅筋饲片

序号 名称 图例

1 一片钢筋网平面图 医三丁

2 i 一行相同的钢筋网平顶图

注2 用文字注现焊接网或绑扎网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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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4 钢筋的焊接接头

序号 名称 接头形式 标注方法

1 单面焊接的钢筋接头 －母＝些十一 一〈二？

2 双商焊接的钢筋接头 中奄一十一 一〈士？

3 
用帮条单窗焊接

的钢筋接头
但噩噩卧＋一 一五

用帮条双面

… 2 4 
焊接的钢筋接头

接触对焊的钢筋接头 ~ 

一→ζ←5 
（闪光熔、压力焊）

、v

60° 
b 

6 坡口平焊的钢筋接头 4丰 →Lι --£ . “惶盟！~ 噩噩『 • 一『

7 坡口立焊的钢筋接头 4 丰二护3 柯：

8 
用角销或肩钢做连接 －盟二叶一 →~ 板焊接的钢筋接头

9 
钢筋或螺〈锚〉栓与 一半一卡 1ζ丁
钢板穿孔塞士早的接头

3.1. 2 钢筋的面法应符合表 3. 1. 2 的规定。

10 



表 3.1.2 钢筋画法

序号 说 明 在自 例

在结构楼板中自己登双层钢筋 斗→ 十
1 

时，底层钢筋的弯钩应向上或

向左，顶层钢筋的弯钩则向下

吃；层 寸土或向右

钢筋混凝土墙体配双层钢筋

时，在自己筋立面图中，远商银

样 出2 筋的弯钩应向上或向左而近商

钢筋的弯钩向下或向右 (JM近

面， YM远面）

若在断商图中不能表达清楚

」」」3 
的钢筋布置，应在断面图外增

加锅筋大样图（如2 钢筋混凝

土墙，楼梯等）

图中所表示的箍筋、环筋等 Ir r 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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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筋，可用一根幸在实线表示，闵

时用一两端带斜短划线的横穿
1 1 

细线，表示其钢筋及起止范围

3.1. 3 钢筋、钢丝束及钢筋阿片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标注：

1 钢筋、钢丝束的说明应给出钢筋的代号、直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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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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mm～6mm 的细实线

固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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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筋在平面回中的配置应按回 3.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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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平面布置翻可与板配筋平面

图合并绘制。

「 2 

。 。

图 3. 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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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表 3. 1. 2 及图

3. 1. 4-2 的方法绘制。

4 钢筋在梁纵、横断面圈中的配置，应按自 3. 1. 4-3 所示

的方法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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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3. 1. 4-2 楼板配筋较复杂的表示方法

？
」

阜 1一1

图 3. 1. 4-3 梁纵、横断商图中钢筋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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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5 构件配筋团中箍筋的长度尺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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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囱 3. 1. 5）。

(a）箍筋尺寸标注部 (b）弯起钢筋尺寸标注图

0 
」J

(c）环形钢筋尺寸标注图 (d）螺旋钢筋尺寸标注图

留 3. 1. 5 钢箍尺寸标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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囱

3. 2. 1 的方法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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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基础宜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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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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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在间一回样中

一半表示模板，另一半表示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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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独立基础 (b）其他构件

自 3. 2. 2 构件配筋简化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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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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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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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民序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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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注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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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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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筋、断面形状和箍筋的类型等有关内容。

2 截面注写可在平菌布置自中，选择同一编号的柱截面，

直接在截面中引出新西尺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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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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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高差可不注写）等内容。

2 截面注写可在平面布置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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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尺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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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件的截茵尺寸和配筋等有关数值，宜采用绘制构件详围的表示

方法。

3. 3. 7 基础、楼梯、地下室结梅等其他构件，当采用文字注写

方式绘制图纸时，可采用在平菌布置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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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筋等数值的留样，应绘制

相应的节点做法及标准构造详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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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1 的规定在

平面回或立圈圈上表示。引出线指向预埋件，并标注预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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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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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止 4.2 向一位置正、反面预埋件相同的表示方法

3. 4.3 在混凝土构件的正、反面向一位置设置编号不同的预埋

件时，可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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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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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4. 3 罔一位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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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中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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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标高或底标高。
bXlz（•申,DN)

孔、洞（套管）中心标高
孔、满（套管）底标离 商标

离
心
标
中
底

叫
－
）
）
n
C管
管

刷
一
套
惜

以
一
洞
洞

’EhMeshM 744

?#·· 

、飞

回 3. 4. 4 预留孔、洞及预埋套管的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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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钢结构

4.1 常用梨锅的标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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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搜锅的标注方法

序号 名称 截茵 标注 说明

等边角银 L Lb× t 
b为肢宽

1 
t 为胶厚

B为长肢宽

2 不等边角钢 同ill LBXb× t b为短肢宽

t为肢摩

3 工字钢 工 IN oIN 轻型工字钢加注Q字

4 稽钢 [ N Q[N 轻型稽锅加注Q字

5 方钢 囱至1 口 b

6 扁钢 ~ 一－ b× t 

7 铜板 一
一b×t 直板兰长星L 

8 因银 @ 手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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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1

序号 名称 截茵 标注 说明

9 钢管 。 Pd× t 
d为外径

t为壁厚

10 薄壁方钢管 口 B 口 bXt

11 薄庭等肢角钢． L BL b×t 

12 薄壁等胶卷边角钢 L二立 B [_,b×aXt 
薄壁型钢加注 B字

E丑
t为壁库

13 薄璧榕锅

14 薄壁卷边稽钢 巳呈 B c h×陶Xt

15 薄壁卷边 2型钢 11IL~ BL川Xa×t
Hb 

丁W ×× TW 为宽翼缘丁裂钢

16 丁型钢 T TMX × 丁M 为中翼缘丁型钢

TN ×× TN 为窄翼缘T型钢

HW ×× HW 为宽卖缘 H型钢

17 日裂钢 H HM ×× HM 为中翼缘H型钢

HN ×× HN 为窄翼缘H型钢

18 起寰机钢轨 工 J_ QUXX 

详细说明产品规格型号

19 轻轨及钢轨 j_ 上××kg/m纲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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