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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钢筋与混凝土两种建筑材料的结合为人类建筑史开辟了新纪元。自此，高层建筑与大

跨度的桥梁开始批量建造；建筑物的寿命也提升至 50—60年甚至 100年。钢筋与混凝土之

所以可以共同使用，是由其自身的材料性质决定的。首先，钢筋与混凝土有着近似相同的

线膨胀系数，不会由于环境不同而产生过大的应力。其次，混凝土中的氢氧化钙提供的

碱性环境在钢筋表面形成了一层钝化保护膜，使钢筋在中性与酸性环境中不易腐蚀。另

外，从力学角度讲，钢筋主要承受的是压力，而混凝土主要承受的是拉力，两者的受力

相互补短。 

在进行混凝土的结构设计时，结构工程师先根据经验绘制出混凝土构件，然后进行结

构计算（手算或计算机辅助计算），计算其结构是否合理，并计算其单位面积的含钢量，最

后根据含钢量，在混凝土构件上配筋，绘制出结构施工图。 

我国结构施工图（钢筋混凝土结构体系）的绘制大体有三种方法：一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初期至 20世纪 90年代末的“详图法”（又称“配筋图”）；二是 20世纪 80年代

初至 90 年代初在我国东南沿海开放城市应用的“梁表法”；三是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普

及的“平法”。 

陈青来教授把结构构件的尺寸和钢筋等整体直接表达在各类构件的结构平面布置图

上，再与标准构造详图相配合，即构成一套完整的结构施工图。这种方法改变了传统采用

的将构件从结构平面布置图中索引出来，再逐个绘制配筋详图的烦琐方法，是混凝土结构

施工图设计方法的重大改革。这种方法即“平法”。使用“平法”进行设计、施工和算量，

从 20世纪 90年代一直沿用至今。《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则》（简称

“平法”）作为我国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目前已更新到 22版（图集编号：22G101）。 

“平法”，顾名思义，就是在平面上画图并进行标注。但在教学中，很难将新建的钢筋

与“平法”绘制的图形标注一一对应，老师不好描述，学生不好想象，也不好理解。 

使用 Revit 建立钢筋模型有两个问题：一是在设计时不能生成符合“平法”的钢筋标

注；二是在建模时不能根据“平法”自动生成钢筋。用 Revit 建立钢筋模型时，有的设置

好参数之后可以生成钢筋网，但大部分情况下需要一根一根地建。一根一根地建是钢筋设

计的基本功，制图人员可以很直观地了解这根钢筋的形状、弯钩、伸入支座的距离和锚固

的长度等。只有经过这样的学习，打好基础之后才可以选用一些基于“平法”的 Revit 钢

筋插件进行操作。 

使用 Revit建立钢筋模型必须要在混凝土构件中完成。换句话说，Revit新建的钢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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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附着在混凝土构件中。本书实例涉及的混凝土构件代码、材质名称和构件颜色详见

表 1。使用 Revit新建钢筋，要在剖面视图中操作（在平面视图、立面视图和三维视图中皆

无法操作）。因为篇幅所限，本书不介绍混凝土构件的绘制，也不介绍如何新建与调整剖面

视图，这些内容请读者参看笔者出版的其他相关著作。 

表 1  混凝土构件 

构 件 颜 色 
构 件 名 称 代    码 材 质 名 称 

R G B 

工程桩 Z 桩-砼 255 0 0 

垫层 DC 垫层-砼 0 255 0 

基础 CT、J 基础-砼 0 0 255 

剪力墙 Q、LL、GAZ、GJZ、GYZ 墙-砼 255 255 0 

楼梯 TZ、TL、PTB、DT 楼梯-砼 255 0 255 

框架柱 KZ 柱-砼 0 255 255 

基础梁 JL 梁-砼 255 255 255 

楼板 B 板-砼 100 100 100 

梁 KL、XL、L 框梁-砼 200 200 200 

绘制钢筋的一些细部构造，如伸入支座的长度、两端带不带弯钩、与相邻构件搭接的

方式等，本书并没有展开讲解，请读者参看“平法”，即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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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浇混凝土框架、剪力墙、梁、板）

22G101的 1～3册。 

本书特色 

1．配 10小时高品质教学视频，提高学习效率 

为了便于读者高效、直观地学习本书内容，笔者专门录制了 10小时高清配套教学视频

（MP4格式），对书中的重点内容和操作进行重点讲解。 

2．选用经典案例进行教学 

本书选用的案例是一个已经完工的 15层框架剪力墙结构的住宅楼，节选其地下的基

础部分与地上的一、二层进行实战配筋讲解。虽然是节选，但该案例以小衬大，涵盖结

构专业中常用的构件，如工程桩、独立基础、基础梁、框架柱、框架梁、剪力墙、楼梯

和楼板等。 

3．提供完善的技术支持 

本书提供专门的技术支持 QQ群（48469816和 157244643），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

有疑问，可以通过该群获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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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快捷键，提高工作效率 

本书介绍的制图操作完全按照实战要求展开，即不仅要准确，而且要快速，因此每一

步操作都尽量采用快捷键来完成。本书附录 A收录的是 Revit常用快捷键的用法。 

本书内容 

第 1篇  基础知识 

第 1 章介绍 Revit 绘制钢筋的特点和步骤，以及软件自带钢筋的形状和自定义钢筋形

状族，还介绍钢筋保护层的概念及其设置方法。 

第 2章以一个基础筏板为例，将绘制钢筋的常用命令和配筋的一般流程贯穿其中进行

讲解，为后续的案例学习打下基础。 

第 2篇  案例实战 

第 3章介绍工程桩的配筋，以及扩展基础和承台的配筋方法。工程桩钢筋类型有螺旋

筋、纵筋和加劲箍。 

第 4章介绍框架柱的配筋，以及剪力墙的暗柱、墙身和连梁配筋的方法。框架柱钢筋

类型有箍筋、纵筋和拉结筋。 

第 5章介绍基础梁、框架梁和次梁 3种梁构件的配筋方法，以及楼板的配筋。楼板的

钢筋类型有底筋、面筋、分布筋和温度筋。 

第 6章介绍混凝土板式楼梯配筋的方法，具体包括梯板、平台板、梯梁和梯柱等构件，

还介绍如何在楼梯间出入口的雨棚用自定义钢筋形状族进行配筋的方法。 

第 7 章介绍如何使用 Revit 明细表功能统计工程量，包括钢筋的总长度与总重量，还

介绍如何使用明细表功能生成施工图中需要的表格，如楼板明细表和框架柱明细表。 

附录 A介绍 Revit常用快捷键的用法。 

附录 B收录与本书实例配套的结构专业图纸。 

附录 C收录 Revit自带的 52种钢筋形状图。 

附录 D介绍与本书实例配套的各剖切面视图编号。 

配套资源获取 

为了方便读者高效地学习，本书专门为读者提供了以下配套学习资源： 

� 10小时配套教学视频； 

� 配套教学课件（PPT）； 

� 分步骤用到的 RVT项目文件； 

� 本书涉及的 RFA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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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配套资源需要读者自行下载。请在清华大学出版社网站（www.tup.com.cn）上搜

索到本书，并在本书页面上找到“资源下载”栏目，然后单击“网络资源”按钮即可进行

下载；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方大卓越”并回复“7”，获取下载链接。 

读者对象 

� 从事结构设计的人员； 

� 从事 BIM咨询的人员； 

� 从事建筑电气设计的人员； 

� 从事机电设备设计的人员； 

� 从事建筑设计的人员； 

� Revit二次开发人员； 

� 房地产开发人员； 

� 建筑施工人员； 

� 工程造价从业人员； 

� 建筑软件和三维软件爱好者； 

� 需要一本案头必备查询手册的人员； 

� 建筑学、土木工程、建筑电气与智能化、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

用工程、工程管理、工程造价和城乡规划等相关专业的大中专院校的学生。 

致谢 

本书由卫老师环艺教学实验室的卫涛和柳志龙编著。本书的编写承蒙卫老师环艺教学

实验室全体同仁的支持与关怀，在此表示感谢！还要感谢在本书的策划、编写与统稿中给

予我们大量帮助的各位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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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章  绪论 

�  第 2 章  小实例——绘制筏板的钢筋 



 

 

第 1 章  绪    论 

我国建筑最常见的结构形式是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筋是抗拉构件，混凝土是抗压构件，

两种构件正好形成了互补。结构工程师在使用 Revit 进行结构设计时，首先绘制混凝土构

件，然后再绘制钢筋。因为篇幅与侧重点的因素，本书只介绍使用 Revit绘制钢筋。 

1.1  Revit 钢筋设计简介 

本节介绍在 Revit中绘制钢筋的特点，以及在 Revit中绘制钢筋的一般步骤。 

1.1.1  Revit 绘制钢筋的特点 

在 Revit中绘制钢筋特点很鲜明，既有优点，又有缺点。 

1．优点 

� Revit绘制的钢筋有三维可视性，方便施工管理； 

� Revit可以方便地统计钢筋的工程量，如各类型钢筋的长度和重量等； 

� Revit中的钢筋可以与混凝土构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2．缺点 

� 不能根据平法快速生成钢筋网； 

� 只能在剖面视图中添加钢筋； 

� 在族编辑界面不能绘制钢筋。 

本书中所有的图纸应根据表 1.1在 Revit中选择钢筋类型。 

表 1.1  钢筋符号对应表 

钢 筋 符 号 钢    筋 中 文 名 称 

A HPB300 一级钢 

B
 

HRB335 二级钢 

C
 

HRB400 三级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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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在 Revit 中绘制钢筋的步骤 

在 Revit中绘制钢筋的初学阶段，需要严格遵循下面的步骤： 

（1）绘制或检查混凝土构件。在 Revit 中，钢筋是紧密依附于混凝土构件的，没有混

凝土构件是无法绘制钢筋的。关于混凝土构件的绘制，请参看笔者编写的其他 Revit图书。 

（2）设置保护层厚度。这一内容将在本章的下一节中详细介绍。 

（3）设置剖面视图并进入相应的视图。Revit可以在别的视图中移动和复制钢筋。但是

只能在剖面视图中添加钢筋。在本书的实例中新建了很多剖面视图，其编号详见附录 D。 

（4）发出钢筋命令。常用的钢筋命令有 3种：结构钢筋（图中①处）、结构区域钢筋（图

中②处，又叫“面积”）和结构路径钢筋（图中③处），如图 1.1所示。其中，“结构钢筋”

命令用得最多，笔者为其自定义了快捷键 GJ，快捷键的使用与自定义快捷键的方法见本书

附录 A。“结构区域钢筋”命令在绘制板底筋时会使用到。“结构路径钢筋”命令在绘制板

面筋与分布筋时会使用到。 

（5）在“钢筋形状浏览器”面板中选择相应的钢筋形状，如图 1.2 所示。如果没有出

现“钢筋形状浏览器”面板，则需要单击“启动/关闭钢筋形状浏览器”按钮 。这一内容

在下一小节中会详细讲解。 

   

 图 1.1  常用的钢筋命令 图 1.2  钢筋形状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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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属性”面板中选择钢筋类型，如图 1.3所示。此处是选择钢筋的直径与强度。 

   

 图 1.3  选择钢筋类型 图 1.4  放置平面与放置方向 

（7）设置“放置平面”与“放置方向”，如图 1.4所示。放置平面有 3个选项：当前工

作平面（图中①处）、近保护层参照（图中②处）和远保护层参照（图中③处）。放置方向

也有 3个选项：平行于工作平面（图中④处）、平行于保护层（图中⑤处）和垂直于保护层

（图中⑥处）。这些设置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8）设置钢筋集。拉筋与箍筋在图中的标注方法是“钢筋直径@间距”，如 C20@200。

这时需要使用“钢筋集”命令，在“布局”下拉列表中选择“最大间距”选项，在“间距”

栏中输入 200（Revit默认是以毫米为单位，只用输入数值，软件会自动在后面加上单位mm。

后面都按这个方法操作，请读者注意。），如图 1.5所示。 

 

图 1.5  钢筋集 

（9）在三维视图中查看与检查。如果在三维视图中看不到钢筋，需要调整相应钢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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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可见性状态”，这一内容将在后面章节中结合实例进行讲解。 

1.1.3  钢筋的形状 

Revit自带 52（1～53，没有 40）种钢筋形状，以族的形式提供给用户，族文件的后缀

名是 RFA。启动 Revit后，在“族”栏中单击“打开”按钮（图中①处），进入 China|“结

构”|“钢筋形状”目录（图中②处），可以观察到 52 个 RFA 文件（图中③处），如图 1.6

所示。这 52种钢筋形状见本书附录 C。 

 

图 1.6  钢筋形状族文件 

打开 43.rfa文件（此处以 43号钢筋形状族为例，讲解族文件标注的具体内容，其余的

族与之大同小异），进入族编辑界面，单击“族类型”按钮 ，在弹出的“钢筋形状参数”

对话框中，可以观察到图形的尺寸标注与对话框的尺寸标注是一一对应的：标注 A（图中

①处）、标注 B（图中②处）、标注 C（图中③处）、标注 D（图中④处）、标注 H（图中⑤

处）和标注 K（图中⑥处），如图 1.7 所示。将这个钢筋形状（43.rfa）族载入项目中，绘

制钢筋时，如选择这一钢筋形状，可以观察到“属性”面板中的“尺寸标注”栏的标注也

与之一一对应，如图 1.8所示。 

钢筋形状的尺寸标注是 A～R。这 52种钢筋形状的尺寸标注都不一样，需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读者在学习时，可以打开族文件，从图形中了解标注尺寸的具体意义。 



第 1篇  基础知识 

 ·6· 

 

图 1.7  族中的尺寸标注 

 

图 1.8  项目中的尺寸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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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自定义钢筋形状 

如果 1.1.3小节介绍的 52种钢筋形状都不能满足要求，就需要自定义钢筋形状。本小

节以图 1.9所示的异形钢筋为例，介绍如何自定义钢筋形状（以族的形式进行定义）。注意，

这个钢筋形状族在后面的实例中会使用到。 

 

图 1.9  异形钢筋形状 

（1）启动 Revit，在“族”栏中单击“新建”按钮（图中①处），在弹出的“新族-选择

样板文件”对话框中选择“钢筋形状样板-CHN.rft”文件（图中②处），单击“打开”按钮

（图中③处），如图 1.10所示。 

 

图 1.10  新建族 

（2）在 ViewCube上单击“上”视图，如图 1.11所示，进入“上”视图，然后取消选

中“多平面”按钮。 

�注意：在钢筋形状族的操作界面中，默认没有平面视图，也无法新建平面视图，只能调

整 ViewCube，将 3D视图转成平面视图。只有在平面视图中，才能准确绘制钢筋

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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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建钢筋形状。选择“创建”|“钢筋”命令，根据图 1.9的形状与尺寸，在作图

区域绘制出钢筋的形状，如图 1.12所示。 

�注意：钢筋形状应使用“钢筋”命令直接绘制（这样绘制的钢筋形状是二维的），而不

要用“参照线”绘制草图。因为使用“参照线”命令绘制的钢筋形状是三维的，

三维钢筋形状族要使用其他的方法才能载入项目中使用。 

   

 图 1.11  上视图 图 1.12  创建钢筋形状 

（4）调整钢筋的圆角。钢筋在转折处都要进行圆角处理，这一钢筋形态族所有的圆角

半径为 50mm。如果需要调整已经绘制的钢筋形状的圆角，可以单击“族类型”按钮 ，

在“钢筋形状参数”对话框中调整“弯曲直径”数值，如图 1.13所示。 

 

图 1.13  弯曲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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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尺寸标注。按 DI快捷键，发出“对齐尺寸标注”命令，对钢筋进行一系列标注，

如图 1.14所示。 

 

图 1.14  尺寸标注 

（6）关联标注 A。选择 600 的标注，在“标签”栏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A 选项，如图

1.15所示。这样，600的标注就与标签 A关联上了，600的字样也会变为 A600（图中①

处），使用同样的方法，将 60的标注与 B关联（图中②处），将 80的标注与 C关联（图

中③处），将 150 的标注与 D 关联（图中④处），将 240 的标注与 E 关联（图中⑤处），

如图 1.16所示。 

 

图 1.15  关联标注 A 

�注意：这个自定义的异形钢筋形状虽然是个固定族，但是必须设置参数（即 A、B、C、

D、E…），如果不设置参数，钢筋形状族制作不成功（检查成功与否，后面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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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介绍），且无法载入项目中。Revit的族分为两类：一类是参数族（俗称“活”

族），即可以通过输入参数来调整图形的大小与位置；另一类是固定族（俗称“死”

族），即不用输入参数，族中的图形是固定不变的。 

 

图 1.16  关联标注 BCDE 

（7）输入尺寸标注数值。单击“族类型”按钮 ，在弹出的“钢筋形状参数”对话框

中的“尺寸标注”栏中，将 A的值输入 600（这个数值与标注标注对应）（图中①处），将

B 的值输入 60（这个数值与标注标注对应）（图中②处），将 C 的值输入 80（这个数值与

标注标注对应）（图中③处），将 D的值输入 150（这个数值与标注标注对应）（图中④处），

将 E的值输入 240（这个数值与标注标注对应）（图中⑤处），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如图 1.17所示。 

 

图 1.17  输入尺寸标注数值 

�注意：Revit 的“钢筋形状参数”对话框中的尺寸标注无法自动从图形中获取，而需要

手动输入。此处如果不输入相应尺寸标注的数值，钢筋形状族的制作不会成功（检

查成功与否，后文有专门的介绍），且无法载入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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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另存文件。在“族编辑器”栏中的“形状状态”按钮（图中

①处）为虚显状态，且“载入到项目”按钮（图中②处）为激活状态，

则表示自定义的钢筋形状族制作成功，如图 1.18所示。选择“文件”

|“另存为”|“族”命令，在弹出的“另存为”对话框中输入文件名

“54”，单击“保存”按钮，如图 1.19所示。这个 54.rfa族文件在后面

的实例学习中还会用到，请注意保存的路径，同时，这个文件在配套资源中也会提供。 

 

图 1.19  另存文件 

�注意：也可以直接将制作好的 54.rfa钢筋形状族文件复制到“C:\ProgramData\Autodesk\ 

RVT 2020\Libraries\China\结构\钢筋形状”目录下（这个目录是 Revit默认的存放

钢筋形状族的目录），如图 1.20所示。这样，调用起来会更加方便。 

 

图 1.20  存放的目录 

 

图 1.18  制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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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定义钢筋形状”不能满足绘制异形钢筋的要求，就要使用“绘制钢筋”命令。

“绘制钢筋”是一个在“结构钢筋”命令下的子命令。选择需要配筋的混凝土构件对象，使

用“结构钢筋”命令，然后单击“绘制钢筋”按钮 进行绘制。这个方法在后面的实例中

会有详细介绍。 

1.2  保  护  层 

Revit制作钢筋的第一步就是设置保护层厚度。此处设置了本书实例中所有构件的保护

层厚度，后面可以直接调用。 

1.2.1  保护层的概念 

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体系中，钢筋外边缘（图中①处）至构件外边界（图中②处）这个

范围，材料为用于保护钢筋的混凝土，简称保护层，如图 1.21所示。 

 

图 1.21  保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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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保护层厚度越大，构件的受力钢筋粘结锚固性能、耐久性和防火性能越好。但

是，过大的保护层厚度会使构件受力后产生的裂缝宽度过大，进而影响其使用性能（如破

坏构件表面的装修层或出现混凝土裂纹），过大的保护层厚度也会造成经济上的浪费。因

此，在《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中，规定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的混凝土结构保护层厚度

的最小取值应符合表 1.2的规定。 

表 1.2  保护层厚度的最小厚度（单位：mm） 

结 构 构 件 
环境类型等级 

板、墙、壳 梁、柱 

一 15 20 

二a 20 25 

二b 25 35 

三a 30 40 

三b 40 50 

表 1.2中的混凝土环境类型等级条件参看表 1.3中的相关介绍。 

表 1.3  混凝土环境类型等级条件 

环境类型等级 条    件 

一 室内干燥环境，永久的无侵蚀性静水浸没环境 

二a 

室内潮湿环境，非严寒和非寒冷地区的露天环境；非严寒和非寒冷地区与无侵蚀性的

水或土直接接触的环境；寒冷和寒冷地区的冰冻线以下与无侵蚀性的水或土直接接触

的环境 

二b 
干湿交替环境；水位频繁变动区环境；严寒和寒冷地区的露天环境；寒冷和寒冷地区

冰冻线以上与无侵蚀性的水或土直接接触的环境 

三a 严寒和寒冷地区冬季水位变动区环境；受除冰盐影响环境；海风环境 

三b 盐渍土环境；受除冰盐作用环境；海岸环境 

1.2.2  在 Revit 中设置保护层 

本小节介绍如何在 Revit 中一次性设置好本书要用到的所有构件的保护层，以便在后

面的操作中可以直接调用。这些保护层的厚度参见表 1.4中的数值。 

表 1.4  本书要用到的所有构件的保护层厚度（单位：mm） 

位    置 
构    件 

侧    面 底    部 顶    部 

梁 20 25 25 

板 20 25 25 

柱 25 30 30 

墙 15 20 20 

基础 20 25 25 

其他 20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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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样板。启动 Revit 后，单击“新建”按钮，在弹出的“新建项目”对话框中

的“样板文件”下拉列表中选择“结构样板”选项，然后单击“确定”按钮，如图 1.22所

示。由于设置保护层和布置钢筋属于结构专业的操作，因此需要选择“结构样板”。 

（2）删除系统自带的保护层厚度。选择“结构”|“操作层”命令，单击“钢筋保护层

设置”按钮 ，在弹出的“钢筋保护层设置”对话框中删除系统自带的所有保护层厚度，

如图 1.23所示。 

 

图 1.22  结构样板 

 

图 1.23  设置钢筋保护层 

�注意：Revit 自带一系列保护层的厚度，但是这些厚度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因此要将其

全部删除，再输入相应的保护层厚度。 

（3）添加保护层厚度。在“钢筋保护层设置”对话框中单击“添加”按钮，根据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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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一项一项地输入各个构件的各个位置的保护层厚度，如图 1.24所示。 

 

图 1.24  添加保护层厚度 

（4）另存文件。选择“文件”|“另存为”|“项目”命令，在弹出的“另存为”对话框

中的“文件名”栏中输入“框剪结构-保护层”字样，单击“保存”按钮完成操作，如图

1.25所示。这个文件是项目文件，其后缀名为 RVT。这个文件在后面会用到，可以调用也

可以在配套资源中下载。 

�注意：除样板文件外，Revit 的文件分为项目文件（后缀名为 RVT）和族文件（后缀名

为 RFA）。本章介绍了这两类文件，读者不要搞混淆。Revit的项目文件由一个个

族组成。就本书中这个框剪结构的项目而言，由基础族、柱族、墙族、梁族、板

族、钢筋族和标注族（注释族）等组成。关于族的详细内容，可以参见笔者编写

的其他 Revit书籍。 

 

图 1.25  另存文件 

按照实战的要求，下一步绘制混凝土构件。由于本书的侧重点为钢筋，且篇幅有限，

这里不讲解如何绘制结构专业的混凝土构件。在 Revit 中绘制混凝土构件的详细方法，请

读者参见笔者编写的其他的 Revit著作。在“框剪结构-保护层.RVT”项目文件中绘制完混

凝土构件，然后另存为“框剪结构-混凝土完成”文件，后缀名为 RVT，这个文件配套资源

中会提供，在第 3章中会用到。 



 

 

第 2 章  小实例——绘制筏板的钢筋 

本章将以一个平面尺寸为 15m×18m的基础筏板为例，介绍使用 Revit布置钢筋的一般

步骤，并以基于该例介绍 Revit常用的钢筋命令，为本书后面章节的实战操作学习打下基础。 

2.1  准 备 工 作 

本节介绍绘制钢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如设置标高与轴网、指定保护层厚度、设置剖

面视图等。 

2.1.1  分析图纸 

这个小实例的平面图如图 2.1所示，剖面图如图 2.2所示（剖切符号在平面图中），钢

筋连接图如图 2.3所示，具体配筋见表 2.1。 

 

图 2.1  筏板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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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筏板剖面图 

 

图 2.3  筏板钢筋连接图 

表 2.1  配筋表 

编    号 钢 筋 名 称 配    筋 弯钩长度/mm 

① 平行于数字轴的底筋 C28@1000 250 

② 平行于字母轴的底筋 C25@1000 250 

③ 平行于数字轴的面筋 C22@1000 / 

④ 平行于字母轴的面筋 C20@1000 / 

⑤ 拉筋 A20@500 / 

从上面的图表可以看出：筏板的尺寸是 18000×15000×400mm；共 4个轴号：数字是

1与 2，字母是 A与 B；一个标高——基础顶面（图中没有标注，可自定为-1.000）；钢筋

采用套筒连接，错位 35D，D为钢筋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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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设置标高与轴网 

在使用 Revit 进行建筑与结构设计时，一般先建标高再建轴网，因为要考虑“影响范

围”因素。这一内容不是本书重点，可参见笔者编写的其他 Revit图书。 

（1）打开文件。启动 Revit 后单击“打开”按钮，在弹出的“打开”对话框中选择上

一章制作好的“框剪结构-保护层”RVT文件，单击“打开”按钮打开这个文件，如图 2.4

所示。 

 

图 2.4  打开文件 

�注意：这个 RVT文件设置好了保护层厚度，此处可以直接调用。 

（2）删除多余的视图。在“项目浏览器”面板中删除“场

地”“标高 1-分析”“标高 2-分析”“分析模型”这 4 个多余的

视图，如图 2.5所示。 

（3）设置“基础顶面”标高。在“项目浏览器”面板中进

入“南”立面，按 LL快捷键发出“标高”命令。在“标高 1”

下侧绘制出一个新的标高（图中②处），重命名标高的名称为“基

础顶面”，如图 2.6 所示。按 Enter 键结束操作，弹出“确认标

高重命名”对话框，单击“是”按钮，如图 2.7所示。修改“基

础顶面”标高的数值为-1.000，如图 2.8所示。 

 

图 2.5  删除多余的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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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绘制新标高 

   

 图 2.7  确认标高重命名 图 2.8  修改标高数值 

（4）绘制轴网。进入“基础顶面”结构平面视频，按 GR 快捷键发出“轴网”命令，

从上至下垂直绘制一根轴线，如图 2.9 所示。这根轴线是 1轴，选择 1轴，按 CO快捷键

发出“复制”命令，向右移动光标，输入 13800距离，如图 2.10所示。按 Enter键后会生

成另一根轴线：2轴。按 DI快捷键发出“对齐尺寸标注”命令，在 1-2轴间进行标注，如

图 2.11所示。使用同样的方法绘制出 A、B两轴线，并进行标注，如图 2.12所示。 

   

 图 2.9  绘制 1 轴 图 2.10  复制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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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1  标注轴线 图 2.12  绘制 A、B 轴线 

（5）用参照平面绘制出筏板的轮廓。按 RP快捷键发出“参照平面”命令，在“偏移”

栏中输入 600的距离，沿着 4根轴线向外偏移 600处绘制出 4个参照平面（图中①②③④

处），这 4个参照平面就是筏板的轮廓线，按 DI快捷键发出“对齐尺寸标注”命令，对参

照平面进行两次标注（图中⑤⑥处），如图 2.13所示。 

 

图 2.13  绘制参照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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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绘制筏板（混凝土构件） 

本小节中绘制的筏板只是混凝土构件，必须要有这个混凝土构件，后面才能布置钢筋

构件。Revit的钢筋是紧密依附于混凝土构件的。 

（1）绘制轮廓。选择“结构”|“板”|“结构基础：楼板”命令，进入“√|×”选项

板，选择“矩形”模式，用对角两个点绘制筏板的边界线，如图 2.14所示。 

�注意：“√|×”选项板的特点是界面中有“√”与“×”两个按钮，如图 2.15所示，并

且所有图元会淡显。要退出“√|×”选项板，要么单击“√”按钮，要么单击“×”

按钮。 

   

 图 2.14  绘制筏板的轮廓 图 2.15  两个按钮 

（2）编辑类型。在“属性”面板中去掉“启用分析模型”复选框的勾选（“分析模型”

功能会在三维显示时影响对钢筋的选择），单击“编辑类型”按钮，在弹出的“类型属性”

对话框中单击“复制”按钮，在弹出的“名称”对话框中输入“400 厚基础筏板”字样，

单击“确定”按钮，如图 2.16所示。 

（3）设置筏板厚度。单击“编辑”按钮，在弹出的“编辑部件”对话框中设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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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厚度为 400，单击“确定”按钮，再单击“确定”按钮，如图 2.17所示。 

 

图 2.16  编辑类型 

 

图 2.17  设置筏板厚度 

（4）检查模型。单击“√”按钮，退出“√|×”选项板。选择跨方向符号，按 Delete

键将其删除，如图 2.18 所示。进入三维视图，设置视觉样式为“真实”，检查模型，如图

2.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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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跨方向符号是国外标注楼板的符号，我国不采用这种符号标注。而且跨方向符号

还会影响到后期对钢筋的选择，所以要删除。 

 

图 2.18  删除跨方向符号 

 

图 2.19  在三维视图中进行检查 

2.1.4  设置剖面视图 

此处要设置两个剖面视图：1-1剖与字母轴平行，2-2剖与数字轴平行。 

（1）新建 1-1剖面视图。进入“基础顶面”结构平面视图，选择“视图”|“剖面”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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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用两点（①→②）的方式绘制剖切符号，如图 2.20所示。选择“剖面 1”视图名称，

按 F2键，对其进行重命名，如图 2.21所示。将其视图名改为“1-1 剖（平行于字母轴）”，

如图 2.22所示。注意，视图名称（图中①处）与剖切符号名称（图中②③处）皆是“1-1 剖

（平行于字母轴）”。 

 

图 2.20  绘制剖切符号 

 

图 2.21  修改剖面视图名称 

（2）设置剖视范围。选择剖切线（图中①处），将剖切范围线垂直拖至筏板外（图中②

处），如图 2.23 所示。这样操作可以扩大剖视图的观看范围，以便能看到更远的内容。否

则，远处的钢筋在剖视图中不能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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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视图名称 

 

图 2.23  设置剖视范围 

（3）进入 1-1剖面视图。进入“1-1 剖（平行于字母轴）”视图，设置“详细程度”为

“精细”，按 DI 快捷键发出“对齐尺寸标注”命令，对筏板的轮廓（图中①②处）进行标

注（图中③处），如图 2.24所示。 

（4）新建 2-2剖面视图。使用同样的方法，新建“2-2剖（平行于数字轴）”视图，如

图 2.25所示。 

（5）进入 2-2剖面视图。进入“2-2 剖（平行于数字轴）”视图，设置“详细程度”为

“精细”，按 DI 快捷键发出“对齐尺寸标注”命令，对筏板的轮廓（图中①②处）进行标

注（图中③处），如图 2.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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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进入 1-1 剖面视图 

 

图 2.25  新建 2-2 剖面视图 

 

图 2.26  进入 2-2 剖面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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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绘 制 钢 筋 

板配筋主要包括底筋与面筋。底筋承受正弯矩，是板的主筋，布置在板的底部。面筋

承受负弯矩，布置在板的顶部，作用是防止板面出现收缩裂缝或温度裂缝。 

本节不仅介绍新建钢筋的一般方法，而且讲解几个小技巧，如移出去再移回来、创建

模型组、命名等，这些小技巧有助于快速绘图。 

2.2.1  设置保护层 

这里打开的这个 RVT文件是设置过保护层厚度的，只需直接调用即可。 

（1）发出命令。进入 3D三维视图，选择“结构”|“保护层”命令，单击“拾取面”

按钮，如图 2.27所示。选择顶面，在“保护层设置”下拉列表中选择“基础-顶部<25mm>”

选项，如图 2.28所示。这样就把筏板顶部的保护层厚度设置为 25mm了。 

�注意：选择图元设置保护层有两个选项，即拾取面与拾取图元。如果选择“拾取图元”

选项，则整个图元（顶部、侧面、底部）皆是一种保护层厚度，这与实际不相符。

而选择“拾取面”选项则可以对不同部位设置不同的保护层厚度。 

 

图 2.27  发出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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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8  顶部的保护层设置 

（2）设置侧面的保护层。按 Enter键，重复上一步命令（即“保护层”命令），单击“拾

取面”按钮，转动视图，按住 Ctrl键不放，选择基础筏板的 4个侧面（图中①②③④处），

在“保护层设置”下拉列表中选择“基础-侧面<20mm>”，如图 2.29 所示。这样就把筏板

侧面的保护层厚度设置为 20mm了。 

 

图 2.29  侧面的保护层设置 

（3）设置底部的保护层。按 Enter键，重复上一步的命令（即“保护层”命令），单击

“拾取面”按钮，转动视图，选择基础筏板的底面（图中①处），在“保护层设置”下拉列

表中选择“基础-底部<25mm>”，如图 2.30 所示。这样就把筏板底部的保护层厚度设置为

25mm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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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0  底部的保护层设置 

按 Esc键退出“保护层”命令。保护层设置正确与否，只有在新建钢筋时才能看到，

所以执行这个命令时一定要仔细。 

2.2.2  绘制底筋 

本例有两种底筋，即平行于数字轴与平行于字母轴底筋，皆带弯钩。在本小节中，将

介绍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分别绘制这两种底筋。 

在现场施工时，一般情况下，一根钢筋的长度为 9m，而本例的筏板（长宽尺寸）为

15m×18m，所以必须要进行钢筋搭接，采用套筒连接相邻两根钢筋。搭接的部位要错位

35倍的钢筋直径（35D），平行于字母轴的底筋（边界尺寸 15m）采用两根钢筋（6m+9m）

搭接，如图 2.31所示。平行于数字轴的底筋（边界尺寸为 18m）采用三根钢筋（9m+6m+3m）

相邻两根搭接，如图 2.32所示。 

   

 图 2.31  平行于字母轴的底筋 图 2.32  平行于数字轴的底筋 

1．平行于字母轴的底筋 

（1）发出命令。进入“1-1 剖（平行于字母轴）”视图，选择筏板图元，按 GJ 快捷键

发出“结构钢筋”命令，在弹出的 Revit对话框中单击“确定”按钮，如图 2.33所示。 

�注意：一定要先选择需要配筋的混凝土构件，再发出“结构钢筋”命令。不选择图元，

直接发出“结构钢筋”命令，不能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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