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窑炉结构施工图的有关规范 

1 概述 

窑炉结构施工图是准确地表达窑炉承重结构在其布置、形式以及结构与构造

方面的施工图纸[1]。 

结构施工图一般包括：基础、承重墙柱、框架、支架等构造的结构布置图，

外形、断面构造的结构详图等。 

工业窑炉广泛使用的承重构件是由钢筋混凝土制作而成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布置图及其构件详图就是窑炉结构施工图的主体，另外，还要辅助有钢架结构图。 

至于承重砖柱、钢筋砖过梁等砖石结构部件，一般会在砌筑施工图中阐明。 

众所周知，一定配比的水泥、石子、砂子，先加水搅拌、再振捣养护以后，

就成为坚硬如石的混凝土制品。 

混凝土制品的抗压强度极高，但是，其抗拉强度较低。为了提高混凝土构件

的抗拉能力，通常在构件的受拉区域配置适当的钢筋（钢筋的位置与数量要经过

结构力学计算来优化确定），这就是“钢筋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所用的钢筋也有不同的品种与等级，例如，建筑构件常用的热轧

钢筋有：Ⅰ级钢筋为 3 号钢，其材质为普通碳素钢，其外形光圆，用符号φ表示；

Ⅱ级钢筋为 16 锰硅钢，其外形为螺纹或人字形，代号为 RL335；Ⅲ级钢筋为 25

锰硅钢，外形为螺纹或人字形，代号为 RL400；Ⅳ级钢筋有螺纹钢和圆钢两种，

其材质为锰硅钒或锰硅钛合金钢，代号为 RL540。 

在陶瓷工业中，窑炉的基础承重相对较小，故而一般采用Ⅰ级钢筋。 

在玻璃工业或水泥工业中，窑炉的承重相对较大(尤其是水泥窑外预分解窑

系统窑尾框架的承重很大)，所以要用更高等级的钢筋。 

钢筋混凝土构件是用外形图或断面图来表示。其外形图除了要按照投影原理

来绘制以外，还常常假定构件该构件如同透明体一般，从而把其内部钢筋的配置

用粗实线表示出来(注：在断面图中被切断的钢筋用圆点来表示，而构件的外形

轮廓线则用中实线来绘制)。 

不同规格、不同尺寸、不同形状的钢筋一般都要分别用引出线来引出，并且



 

 

用小圆圈来进行编号。而且，在钢筋材料表中，还要标注出“同号钢筋的数量、

品种、规格与长度”。 

在断面图上，可以只画受力(钢)筋，而分布(钢)筋则是简略画出或者不画出，

但是，在说明书中或在钢筋表中，必须要注明分布(钢)筋的直径、间距和总长。 

钢筋的具体表示方法如图 1 所示。 

 

 

 

 

 

 

图 1 钢筋在构件图中的表示方法 

 

关于图 1 左侧图中的符号φd@s，φ是Ⅰ级钢筋的符号，d 表示钢筋直径的

数值(单位：mm)，@是同号钢筋的中心间距符号，s 表示中心距的数值(单位：

mm)，例如，φ6@200 就表示Ⅰ级钢筋、直径 6 mm、中心距为 200 mm。这种

表示方法适用于同号等距离钢筋数量较多的情况。 

关于图 1 右侧图中的符号 nφd，n 表示钢筋根数，φ是Ⅰ级钢筋的符号，d

表示钢筋直径的数值(单位：mm)，例如，2φ18 就表示 2 根Ⅰ级钢筋，其直径

为 18 mm。这种表示方法适用于同号钢筋数量不多的情况。 

2 基础结构图 

窑炉基础结构图是反映窑炉基础的布置、构造以及所用材料情况的图样[1]。 

窑炉基础结构图是建造窑炉施工时，在基础上放线、开挖基槽、开挖基坑和

基础施工的依据。基础施工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其上部窑炉结构的稳定和窑炉

使用寿命。 

窑炉基础图一般包括：基础平面图、基础详图。 

（1）基础平面图 

基础平面图是指：相对标高±0.000 处被水平剖切后，所绘制的水平投影图。 



 

 

被剖切到的基础窑墙，水平投影图应当是“假设基础做完了以后，但是尚未

回填土的情况”，即能够完全看到基础内各部分的长度方向与宽度方向的形状和

尺寸。 

基础平面图要用粗实线来绘制出基础墙的轮廓线。基础底面的轮廓线是投影

可见的轮廓线，应当用中实线(或细实线)来绘制。 

基础墙上的空洞则用虚线来表示。 

（2）基础详图 

基础详图是用较大的比例而绘制出的基础局部构造图，带形基础只需要绘制

基础的断面图。一般来说，凡是不同构造尺寸的基础都因应当应分别画出其详图。 

基础详图要反映出基础的详细尺寸，例如，基础的各部分尺寸、埋置深度、

垫层深度，等。另外，还要反映出基础所用材料、配筋的规格及其布置、防潮层

的做法及其位置、室内外的标高以及基础底面标高、施工说明，等。 

图 2～图 8 为隧道窑若干形式基础的断面图示例。图 9 为某砖烟囱(高度为

56 m)的基础详图。 

 

 

 

 

 

图 2 灰土基础                  图 3 无坑道的毛石基础 

 

 

 

 

 

 

 

图 4 无坑道的砖基础               图 5 带坑道的毛石基础 



 

 

 

 

 

 

 

 

 

 

图 6 带坑道砖基础 

 

 

 

 

 

 

 

 

 

图 7 防水结构基础 

 

 

 

 

 

 

 

 

图 8 钢筋混凝土基础 

A—轨道中心距或轨枕固定螺旋中心距；B—窑基础宽度 



 

 

 

 

 

 

 

 

 

 

 

 

 

 

 

 

 

 

 

 

 

 

 

 

 

 

 

 

 

 

图 9 某砖烟囱的基础详图 



 

 

3 钢架结构图 

有些窑炉外壳使用钢结构(钢架结构、金属壳结构)，所以也需要在窑炉结构

施工图中绘制出窑炉的钢结构图[1]。 

窑炉钢结构需要各种型钢。常用的型钢有钢板、角钢、工字钢、槽钢等，它

们也有各种不同的规格，这些都要在窑炉结构施工图上表示清楚。 

在图纸上，标注型钢的方法要按照国家标准《GB/T50105—2010 建筑结构

制图标准[2]》的规定来标注，其常用的标注方法如表 1 所示。 

表 1 型钢标注方法 

 

 

 

 

 

 

 

 

 

 

 

 

注：更详细的型钢标注方法，参见国家标准《GB/T50105—2010 建筑结构制图标准》

中的表 4.1.1。 

钢结构中型钢的连接方法常用的有焊接、铆接和螺栓连接三种。 

焊接方法比较方便，也是很常用的方法。为了使焊接能够符合设计的要求，

达到牢固连接可靠之目的，在设计图纸上，要对焊缝位置、焊缝尺寸及其形式等

要求都标注清楚。 

一般来说，是采用“焊缝代号”的方法来表示对焊缝的要求。焊缝代号主要

是由图形符号、辅助符号、引出线等部分所组成。 

图形符号表示的是焊缝剖面的基本形式；辅助符号表示对焊缝的辅助要求，



 

 

引出线则用来表示焊缝所在位置以及标注符号、尺寸。 

在表 2 中，列出了常用焊缝的图形符号。关于更多(焊缝)图形符号，可参见

国家标准《GB/T50105—2010 建筑结构制图标准[2]》。 

表 2 焊缝的常用图形符号 

焊缝名称 焊缝形式 图形符号 焊缝名称 焊缝形式 图形符号 

V 形   I 形   

V 形 

(带根) 
  贴角焊   

不对称形 

（带根） 
  塞焊   

单边 V 形   
V 形 

(带弧) 
  

单边 V 形 

(带根) 
  

单边V形 

(带弧) 
  

接触对焊

(闪光焊) 
   

表 3 列出了常用焊缝辅助符号的标注方法。关于更多(焊缝)辅助符号，参见

国家标准《GB/T50105—2010 建筑结构制图标准[2]》。 

表 3 焊缝的常用辅助符号 

符号名称 辅助符号 标注方法 焊缝形式 

相同焊缝 
 

 
  

现场安装焊缝 
 

 
  

三面焊缝 

 

 

 

 

 

 

  

周围焊缝 

 

 

 

  

注：① 辅助符号用细实线绘制。 

② 辅助符号的大小应与注字的大小相适应。 

③ 凡不标注“现场安装焊缝”的焊缝，一律为工厂制作焊缝。钢架结构图除平面图、

立面图外，表示结构特点处一般还应作出详图。 



 

 

引出线是由横线、斜线和单边箭头组成。 

引出线的形式可以根据图形和焊缝所在位置等具体情况而定，其要点是安排

在适当的空位上，能够表示清楚就行。 

引出线的具体形式参见图 10。引出线应采用细实线绘制，横线一般为水平

方向。必要时，可在横线末端可加一□部，作为焊缝编号等说明。引出线的横线

上面和下面用来标注各种符号和尺寸。 

 

 

 

 

图 10 引出线的图例 

图 11 是用焊缝代号来表示接头的实例，至于这方面更多的实例参见国家标

准《GB/T50105—2010 建筑结构制图标准[2]》。 

 

 

 

 

 

图 11 焊缝标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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