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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按照《普通高等院校工程图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厚基础、宽专业”的精神，结合国民经济
的飞速发展和建筑领域日新月异的变化，为了适应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事业，达到社会对人才在知识
结构、综合能力、创新意识等诸多方面的要求，更好地落实高等教育实行全面扩招后所提出的教育质
量工程，对高等教育的教学水平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其中教材建设与改革则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和
基础。
　　回顾工程制图学科发展历史和进入21世纪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科教兴
国”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
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从事科研工作的基础。
工科类院校绝大多数专业的学生必须学好“工程制图”课程，这是学好各专业课的基础，更是打开工
程学大门的第一把“钥匙”。
在高等教育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教（交）给学生这把“金钥匙”。
　　对于基础学科的课程，虽然有它千年不变的基础理论，且某些定理、公式是永恒的、不变的，但
也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挖掘和探索它可变的一面，即课程体系、内容和教学方法及手段的创新。
教育部早就提出“以信息化为龙头，带动教育现代化”。
当今，“工程制图”课程已进入了全面实施多媒体教学及应用计算机绘图的现代化阶段，这是图学领
域教学改革的一个飞跃。
　　教材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主要工具之一，因而教材改革，特别是基础学科的教材改革，应注重结
合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改革；注重按照社会实际要求对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改
革；注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的确立及学习模式的构建。
编写教材的工作对于教师来说不是一件难事，但是编写好的、实用的教材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教材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一代一代教育工作者为之不懈努力、不断更新、不断完善、不断探索的
工作。
本教材针对建筑类院校各土木类专业的特点，既保证了“画法几何”部分的投影基本理论的学习，又
结合土木类专业要求续学专业制图。
教材在编写中注重内容新颖，尽可能选择实际工程图例论述投影理论，并释义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
教材内容体系为学生学习后续专业知识可起到良好的衔接作用。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着重突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1?在各章明确指出了学习“重点”和作图“基本
要求”，并在文字叙述中突出强调了必须掌握的知识要点，区分主次，分清难易。
　　2?调整了某些章节的例题，降低了画法几何部分题型的难度，加大了空间思维分析的培养和徒手
绘制草图的训练。
　　3?专业图部分力求简明扼要，以知识“够用”为目的，以技能“熟练”为宗旨，图样以简单为基
础，便于理解和掌握，读图及绘图以国家有关建筑制图各标准为原则，牢记方法和规定。
　　4?掌握计算机绘图（AutoCAD）的基本操作，能够较熟练地应用计算机绘制专业图样（计算机绘
图内容未列入本教材）。
　　本教材是根据新修订的国家标准《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 50001—2001）、《总图制图
标准》（GB/T 50103—2001）、《建筑制图标准》（GB/T 50104—2001）、《建筑结构制图标准》
（GB/T 50105—2001）等编写的。
根据少学时的现状和计算机绘图的引入，本教材重点放在读、绘图能力培养，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使
学生在已具备空间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熟悉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程图样，并逐
步提高和强化阅读和绘制工程图样的能力。
　　本教材在房屋建筑施工图和结构施工图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原建设部指定推
广的《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则和构造详图》工程设计新技术及其绘图内容，以
便各专业（相近专业）的学习和互相渗透与了解。
在各章节中，力求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简明扼要、通俗易懂。
所选的图样做到了清晰，也使本书的内容更系统、合理可读、便于教学且实践性强（带有“※”的章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

节可根据专业和学时不同进行取舍）。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按姓氏音序排列）：长春建筑学院陈英——第5章；长春建筑学院胡玉珠—
—第7章；长春建筑学院吕宝华——第6章；吉林建筑工程学院城建学院孙靖立——绪论、第9章；吉林
省电子信息技师学院孙立立——第4章；吉林建筑工程学院城建学院王子佳——第1、2、3章；吉林建
筑工程学院赵嵩颖——第8章。
全书由孙靖立统稿、定稿。
在此感谢化学工业出版社对本教材的指导与关怀。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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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土木类）》主要内容包括制图的基
本知识、基本几何元素的投影、立体的投影、轴测投影、组合体视图、形体的表达方法、建筑施工图
、结构施工图、结构施工图平面表示法。
书中部分插图采用套红方式双色印刷，精美清晰，更有利于读者理解。
本教材除适用于高等工科院校土木类各专业制图学习外，亦可作为相近的其他专业和职工大学、夜大
、函授大学、电视大学、自学读者及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它是一本从事工程设计和创造构型人才培养的基础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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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6.2 外墙剖面详图　　外墙剖面详图一般由墙身各主要建筑部位的剖面节点详图组成。
它表示墙身由地面到屋顶各部位高度方向的构造、材料、施工要求及有关部位的连接关系，是施工和
编制工程预算的重要依据。
　　外墙剖面详图（也称为墙身详图）常采用1：20的比例绘制，，也可用其他放大比例。
，因此，在详图中应画出建筑材料图例符号以及抹灰面层线并标明粉刷层的厚度。
对于屋顶、楼面、地面等处的各层构造做法一般按其构造层次的顺序绘制，并用文字加以说明（多层
建筑各层楼面的做法完全相同时，可只详画一层）。
　　外墙剖面详图（也称为墙身详图）要求标注室内、外地面，各层楼面，各层窗台，门、窗洞顶端
，雨篷，阳台，屋顶及檐口等各部位的标高，还要求标注外墙身高度方向和各细部构造的详细尺寸。
　　图7-16为本例住宅部分外墙剖面详图（节点）。
详图分别表示了屋顶、楼面、雨篷、地沟、台阶等部位的构造和具体做法。
　　7.6.3 楼梯详图　　在多层建筑中，楼梯是各层之间的主要垂直交通设施，它主要由楼梯段、楼梯
平台和栏杆扶手（或栏板）组成。
由手其构造比较复杂，一般需要绘制详图。
但对于相对简单且常用楼梯可采用标准图集某一类别而省略详图。
　　楼梯详图包括：平面图、剖面图、踏步、栏杆扶手的节点详图等。
它主要表示楼梯的类型、结构形式、装修做法和详细尺寸，是楼梯施工的主要依据。
　　（1）楼梯平面图　　楼梯平面图实际上是建筑平面图中楼梯间的放大图样。
常用比例为l：50。
水平剖切位置一般在每一层上行第一梯段内，梯段间规定用30。
折断线表示。
楼梯的走向用细实线并附以箭头表示上或下。
原则上每一层都应绘制其平面图，但多层房屋的中间各层楼梯结构完全相同时，可用某一层作为“标
准层平面图”或选用标准图集来表示，而一层和顶层楼梯段不相同，必须分别绘其平面图。
所以，楼梯平面图至少要绘制三个楼层的平面图，即一层、标准层（或中间层）、顶层。
若中间层有变化，再加绘有变化楼层的平面图。
　　图7-17为本例住宅第2单元的部分楼梯平面图。
　　在楼梯平面图中应标注楼梯间两侧承重墙的定位轴线编号及尺寸，各层楼面、地面、平台的标高
，各细部的详细尺寸，如楼梯段的长度和宽度、平台和梯井的宽度、墙体厚度，门、窗洞口的定形和
定位尺寸等。
其中楼梯段的长度用“踏面宽度×踏面数（踏步级数-1）”来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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