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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一大批具有必备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适应生产、建
设、管理、服务岗位等第一线急需的高等职业应用型专门人才，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决策。
高等职业教育院校的专业设置、教学内容体系、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安排均应突出社会职业岗位的需
要、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应用型的教学特色。
其中，教材建设是基础和关键。
　　高等职业教育土木建筑专业系列教材是根据最新颁布的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按照高等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目标及教材建设的总体要求、课程的教学要求和大纲，由北京城市学院（原海淀走读大学
）和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组织全国部分有多年高等职业教育教学体会与工程实践经验的教师编写而成
。
　　本套教材是按照3年制（总学时1600-1800）、兼顾2年制（总学时1100-1200）的高职高专教学计划
和经反复修订的各门课程大纲编写的。
基础理论课程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以讲清概念、强化应用为重点；专业课以最新颁布
的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为依据，反映国内外先进的工程技术和教学经验，加强实用性、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注意形象教学、实验教学和现代教学手段的应用，并加强典型工程实例分析。
　　本套教材适用范围广泛，努力做到一书多用。
在内容的取舍上既可作为高职高专教材，又可作为电大、职大、业大和函大的教学用书，同时，也便
于自学。
本套教材在内容安排和体系上，各教材之间既是有机联系和相互关联的，每本教材又具有独立性和完
整性。
因此，各地区、各院校可根据本身的教学特点择优选用。
　　北京城市学院是办学较早、发展很快、高职高专办学经验丰富并受到社会好评的一所民办公助高
等院校。
其中，土建专业是最早设置且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专业之一，有10多名教学和工程实践经验丰富的双师
型教师，出版了一批受欢迎的专业教材。
　　可以相信，由北京城市学院组编、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这套高等职业教育土建专业系
列教材一定能成为受欢迎的、有特色的、高质量的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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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制图》理论联系实践，内容精炼，深入浅出，层次分明，图文并重，符合学习者的认识规
律。
便于教学，便于自学。
《建筑制图》除可作为高等职业学校土木工程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其他类型学校如职工大学、
函授大学、电视大学等有关专业选用。
该教材是根据“高等职业教育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精神和教学改革的需要，总结编者多年的教
学经验，参考各方面的建议编写而成的。
并严格执行最新颁布的《技术制图》、《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建筑制图标准》等国家标准。
《建筑制图》除绪论外分为三篇：第一篇制图基础，第二篇建筑工程制图，第三篇计算机绘图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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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部分表达清楚，因此表达未剖部分内形的虚线省略不画。
　　半剖视图中剖与不剖两部分的分界用对称符号画出。
对称符号由对称线和两端的两对平行线组成。
对称线用细点画线绘制；平行线用细实线绘制，长度为6-10mm，每对平行线的间距为2-3mm。
半剖视图仍需要标注剖视图的图名，并在相应的视图上标注剖切符号及编号。
　　3.局部剖视图　　用剖切面局部地剖开物体所得的剖视图称为局部剖视图。
局部剖视图适用于内外形状均需表达且不对称的物体。
局部剖视图用波浪线将剖视图与外形视图分开。
波浪线不应与图样上的其他图线重合，也不应超出轮廓线。
　　如图11-10所示，为了表示杯形基础内部钢筋的配置情况，仅将其水平投影的一角作剖切。
正面投影仍是全剖视图，由于画出了钢筋的配置，可不再画材料图例符号。
　　在建筑工程图样中，对一些具有不同构造层次的工程建筑物，可按实际需要用分层剖切的方法进
行剖切，从而获得分层局部剖视图。
分层局部剖视图常用来表达墙面、楼面、地面和屋面等部分的构造及做法。
如图11-11所示为楼面的分层局部剖视图。
　　局部剖视图中大部分投影表达外形，局部表达内形，而且剖切位置都比较明显，所以，一般情况
下图中不需要标注剖切符号及剖视图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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