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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一个已经完工并交付使用的自行车棚为例，介绍使用 Tekla软件进行钢结构设计的相关知识。

此案例虽小，但能以小衬大，常用的钢结构零件和构件在案例的实现过程中都会用到。作者专门为本书

录制了大量的高品质教学视频，以帮助读者更加高效地学习。读者可以按照本书前言中的说明下载这些

教学视频和其他配套教学资源，也可以直接使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在线观看这些教学视频。 

本书共 10章：首先介绍绘图前的准备工作，以及基础部分的绘制、主体构件的绘制、柱间支撑、屋

面连接、屋面装饰等相关知识；然后介绍模型建完之后的相关处理，如碰撞检查、导入 Revit、统计工程

量、创建报告、输出图纸等知识。本书内容通俗易懂，讲解由浅入深，完全按照专业设计、工程算量和

现场装配施工的高要求介绍整个操作过程，可以让读者更加深刻地理解所学知识，从而更好地进行绘图

操作。 

本书内容翔实，案例典型，讲解细腻，特别适合结构设计、建筑设计、钢结构设计等相关从业人员

阅读，也可供房地产开发、建筑施工、工程造价和 BIM 咨询等相关从业人员阅读，还可作为相关院校及

培训学校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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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笔者将 Revit 作为主要设计工具已经五年了，在此期间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实践经验编

写并出版了一系列 Revit技术图书。为什么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转而使用 Tekla呢？是

因为钢结构。Tekla这款软件就是为钢结构设计而开发的。 

钢结构的优点与缺点皆鲜明，它与砼结构是一对相互矛盾的结构体系，二者的对比如

表 1所示。 

表 1  钢结构与砼结构的对比 

序    号 项 钢  结  构 砼  结  构 

1 自重 轻 重 

2 跨度 大 小 

3 耐火 差 好 

4 耐腐蚀 差 好 

可以看到，在表 1中，1和 2项是钢结构的优点，但却是砼结构的缺点，3和 4项是砼

结构的优点，但却是钢结构的缺点。下面来对比一下 Revit与 Tekla这两款软件。 

为什么要对比这两款软件呢？不是因为笔者能流畅地操作 Revit，也不是因为笔者出版

了一系列的 Revit 技术图书，而是因为这两款软件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相同点是两

款软件都属于 BIM 软件的范畴，都可以设计钢结构；不同点是，Revit 不仅可以设计钢结

构，而且可以设计砼结构，而 Tekla只能设计钢结构。 

砼结构设计图采用的是整体性的平面表示法，其图纸是以楼层为单位的整体性布图，

没有分细节（细节的图纸在图集中已经表示，只用列举图集中的编号即可）。钢结构设计

图采用的是分布式表示法，从大到小分级别进行布图，即按照“整体布置图→节点（构件）

布置图→零件图”的级别布图。 

在 Revit的绘图操作中，图纸的功能性还是以整体性布图为主。换言之，图纸的功能性

还是以设计砼结构为主。使用 Revit软件可以建立钢结构模型，也可以进行碰撞检查，还可

以统计工程量并出图。但是 Revit出的图纸既不能送到车间加工零件，又不能进行现场装配。 

而 Tekla 就不一样了，其流程为“建立钢结构模型→碰撞检查→统计工程量→出图→

输出数据到数控机床→生成零件”。很明显，Tekla可以进行一条龙的服务。Tekla统计工

程量可以直接下料，出的图纸可以现场装配，也可以送到工厂制造零件，还可以利用数控

机床直接生成零件。当然，Tekla也有缺点，其碰撞检查只能在结构专业中进行，而 Revit

的碰撞检查可以在各专业间进行。 

国内图书市场上仅有一两本 Tekla图书，其内容比较简单，而且缺乏项目案例，于是笔者

编写了本书。本书介绍了将 Tekla 导入 Revit的一般流程，这样在进入 Revit之后就可以进行

专业之间的碰撞了。东莞厚街体育馆就是将 Tekla与 Revit相结合而完成设计的。在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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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用 Tekla进行钢结构设计，用 Revit进行建筑与机电设计，并对这些设计进行碰撞检查。 

本书以天宝（Trimble）公司旗下最新的 Tekla Structures 2020简体中文版为讲解软件，

以一个自行车棚为案例，详细介绍“建立钢结构模型→碰撞检查→输出到 Revit 中→统计

工程量→出图”的一般流程。读者如果想要详细了解 Tekla 的基础知识及阅读本书时需要

扩展的相关知识，可以参阅本书的姊妹篇《基于 BIM的 Tekla钢结构设计基础教程》。 

本书特色 

1. 配大量高品质教学视频，提高学习效率 

为了便于读者更加高效地学习本书内容，笔者专门为本书录制了大量的高品质教学视

频（MP4格式）。这些视频和本书涉及的模型文件等资源一起收录于本书的配套资源中。

读者可以用微信扫描下面的二维码进入百度网盘或腾讯微云，然后在“本书MP4教学视频”

文件夹下直接用手机端观看教学视频。读者也可以将视频下载到手机、平板电脑、计算机

或智能电视中进行观看与学习。 

手机端在线观看视频有两个优点：一是不用下载视频文件，在线就可以观看；二是可

以边用手机看视频，边用计算机操作软件，不用来回切换视窗，可大大提高学习效率。手

机端在线看视频也有缺点：一是视频不太清晰；二是声音比较小。 

   

 百度网盘 腾讯微云 

2. 双屏幕操作，提高作图效率 

本书配套教学视频是使用一主一副两个屏幕进行录制的。主屏幕显示平面视图与立面

视图，副屏幕显示自定义视图与三维视图。这样在操作时不用来回频繁地切换视图，可极

大地提高作图效率。设置与操作双屏幕的方法可参考本书姊妹篇《基于 BIM的 Tekla钢结

构设计基础教程》一书的附录 D。 

3. 选用经典案例进行教学 

本书选用一个自行车棚为教学项目案例。该项目已经完工，笔者创造性地将重钢中的

X型柱间支撑、花篮螺栓和檩条等节点融入项目设计中，这样可以大大提升案例教学的效

果，用尽量少的篇幅让读者学到更多的知识。 

经过笔者修改之后的这个教学案例虽然小，但却能以小衬大，将钢结构设计中的常用

节点类型都包含其中，而且该案例也为读者展示了钢结构设计的整个过程。 

4. 提供完善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 

本书提供专门的技术支持 QQ群（796463995或 48469816），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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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若有疑问，可以通过加群获得帮助。 

5. 使用快捷键提高工作效率 

本书完全按照实战要求介绍相关的操作步骤，不仅准确，而且高效，能用快捷键操作

的步骤尽量用快捷键操作。本书的附录 A介绍了 Tekla的常见快捷键用法。 

本书内容 

第 1章介绍项目的设置、操作界面的定制、零件与构件的命名等前期设置工作，以及

绘制轴网与标高、保存视图样板、根据样板生成平面和立面视图等相关操作。 

第 2章介绍承台、垫层、基础梁等现浇砼部分的绘制步骤，以及预制排水沟、排水箅

子和地脚锚栓等预制部分的绘制步骤。 

第 3章介绍如何使用 SketchUp制作调节螺母、垫圈、波形采光板、支架、自攻螺钉等

特殊造型的零件。 

第 4章介绍钢梁和钢柱等主体构件的绘制，以及钢梁与钢柱之间的两种连接方法。 

第 5章介绍 X型柱间支撑与钢柱的连接方法，以及 X型柱间支撑的内部连接方法，如

断开支撑杆件、绘制连接板、绘制端板及螺栓连接方法等。 

第 6章介绍檩条、斜拉杆、直拉杆、套管及隅撑等屋面主要零件的绘制与连接方法，

以及形成自定义组件的设置步骤。 

第 7章介绍支架、马鞍扣、垫圈、自攻螺钉等支架组的绘制过程及形成自定义组件的

设置方法，另外还会介绍波形采光板的插入与固定方法。 

第 8章介绍柱脚部分的完善，以及如何用花篮螺栓连接两轴间的钢柱等模型修饰方面

的操作，另外还会介绍碰撞检查以及如何将模型导入 Revit等相关操作。 

第 9章介绍零件编号的方法与注意事项，以及如何创建合计型和记录型等类型的报告，

并介绍创建报告模板的一般方法。 

第 10章介绍生成图纸与管理图纸的方法，并介绍如何修改图纸的三个层级，以及零件

图、构件图、现场装配图和多件图的生成与修改方法。 

附录 A介绍 Tekla常用快捷键的用法。 

附录 B提供与本书配套的钢结构设计图纸。 

本书配套资料 

为了方便读者高效学习，本书特意提供以下学习资料： 

� 同步教学视频； 

� 本书教学课件（教学 PPT）； 

� 本书中分步骤的文件夹（Tekla以文件夹的形式保存档案）； 

� 本书涉及的快捷键和快速访问栏配置文件； 

� 本书涉及的各类模板文件； 

� 本书涉及的需要导入的 DWG格式文件； 

� 本书涉及的需要导入的 SKP格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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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习资料需要读者自行下载，请登录清华大学出版社网站 www.tup.com.cn，搜索

到本书，然后在本书页面上的“资源下载”模块中即可下载。读者也可以扫描前文给出的

二维码进行获取。 

本书读者对象 

� 从事建筑设计的人员； 

� 从事结构设计的人员； 

� 从事钢结构设计的人员； 

� 钢结构加工、制造、备料与施工人员； 

� 从事 BIM咨询设计的人员； 

� Tek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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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筑学、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工程造价和城乡规划等相关专业的学生； 

� 需要一本案头必备查询手册的人员。 

阅读建议 

阅读本书，读者不仅要动眼，更要动手。武汉人常说“黄陂到孝感——县（现）过县

（现）”，意思是做事情要现做，而不能等，更不能拖。这个说法也可以用在本书的学习

上。当你每阅读完一节或者一章，而且也观看了对应的教学视频后，就应该马上动动手，

把相关步骤亲自做一做。当你跟随本书完成了书中的案例后，将会加深对 Tekla 和钢结构

设计的理解，而且也会更加理解笔者为何要用该案例进行教学。 

本书作者 

本书由卫老师环艺教学实验室的创始人卫涛编写。 

本书的编写承蒙卫老师环艺教学实验室其他同仁的支持与关怀，在此表示感谢！另外

还要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在本书的策划、编写与统稿中所给予的帮助。 

虽然我们对书中所讲内容都尽量核实，并多次进行文字校对，但因时间所限，书中可

能还存在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卫涛 

于武汉光谷 

202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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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绘图前的准备工作 

笔者比较推崇案例式教学，这种方式可以将割裂的知识点使用案例串联起来，不仅可

以让读者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还能够了解使用软件进行绘图设计的一般流程。 

本章主要介绍绘图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千万不要“小瞧了”这部分工作，有了这些

铺垫，后面的绘图工作才会得心应手。如果跳过本章直接学习后面具体绘图的内容，读者

有可能在惊叹笔者流畅操作的同时，抱怨不理解操作的细节。由于知识内容与讲授方法的

原因，本章没有提供配套教学视频。请读者们一定耐心、仔细地阅读本章内容。 

1.1  项 目 设 置 

本节中主要介绍项目的设置、自定义 Tekla 的界面和零件构件的命名规则等内容。这

些内容不仅适合本书所讲的案例，掌握原理之后，还可以运用到其他实际项目中。 

1.1.1  项目设置操作 

本节介绍使用 Tekla 进行钢结构设计之前所要做的一些必要的设置工作。其中更为详

细的操作或采用这些操作方法的原因，请读者参阅笔者的另一本书《基于 BIM的 Tekla钢

结构设计基础教程》。 

（1）环境配置。双击桌面上的 Tekla Structures 2020 图标启动软件。在弹出的 Tekla 

Structures对话框中，切换“环境”栏为 China选项，切换“任务”栏为 All选项，切换“配

置”栏为“钢结构深化”选项，单击“确认”按钮，如图 1.1所示。 

 

图 1.1  Tekla Structures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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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建项目。在弹出的 Tekla Structures 2020对话框中，选择“新建”选项卡，在

“名称”栏中输入“自行车棚”字样（这就是项目的名称），选择“单用户”单选按钮，

去掉“开始 Trimble Connect协作”复选框的勾选，单击“创建”按钮，如图 1.2所示。 

 

图 1.2  Tekla Structures 2020 对话框 

（3）工程属性。选择“菜单”|“工程属性”命令，在弹出的“工程属性”对话框中

输入相应的工程信息，单击“修改”按钮完成操作，如图 1.3 所示。这些信息在后面的出

图中会用到，也可以在出图之前再次修改。 

 

图 1.3 “工程属性”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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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增加缩略图。选择“菜单”|“打开模型文件夹”命令，打开本项目所在的文件

夹，路径为 C:\TeklaStructuresModels\自行车棚，将配套下载资源中的 thumbnail.png文件复

制进来，如图 1.4所示。 

 

图 1.4  复制 thumbnail.png 文件 

�注意：缩略图就是一个名称为 thumbnail的 PNG文件。可以是软件中的截屏图，可以是

实拍照片，也可以是用 Photoshop等图像处理软件修饰过的图片。 

（5）查看缩略图。重启 Tekla软件，如图 1.5所示，选择“最新”选项卡，在“姓名”

栏选择“自行车棚”项目，可以观察到其缩略图（图中③处），单击“打开”按钮，这样

就可以进入 Tekla的默认操作界面了，下一节将介绍如何设置操作界面以达到实际图要求。 

 

图 1.5  缩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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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设置缩略图很重要。在实际工作中，可能会利用 Tekla设计多个项目，通过缩略

图区分比项目名称区分更直观。 

1.1.2  设置操作界面 

在《基于 BIM 的 Tekla 钢结构设计基础教程》这本书中笔者介绍过，Tekla 的命令分

为 4个级别。最常用的命令采用快捷键的方式，次之的命令采用快速访问工具栏的方式。

本节主要介绍如何将快速访问工具栏设置得更为合理，以及如何设置与笔者相同的快捷键。 

1．设置快速访问工具栏 

启动 Tekla之后，可以看到默认的快速访问工具栏中只有 4个按钮，如图 1.6所示。 

 

图 1.6  默认的快速访问工具栏 

打开 C:\用户\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rimble\Tekla Structures\2020.0\UI\Ribbons

目录，如图 1.7所示。这个目录可能是个空目录，也可能有一个 albl_up_Steel_Detailing--main_ 

menu的 XML文件（图中②处），这个文件就是记录快速访问工具栏信息的文件。将配套

下载资源中的“快速访问栏”目录下的 7个文件（图中④处）复制进来，会弹出一个“替

换或跳过文件”对话框，选择“替换目标中的文件”选项，如图 1.8所示。 

 

图 1.7  复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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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读者没有编辑过快速访问工具栏，

Ribbons目录就是空目录。如果编辑过快

速访问工具栏，Ribbons目录中就有这个

名为 albl_up_Steel_Detailing--main_menu

的 XML文件。 

如图 1.9所示，当前目录中有 1个 XML文件

（图中①处）和 6个 PNG文件（图中②处），如

图 1.9所示。这 6个 PNG文件是图标文件。因为

对应的这 6个命令是宏命令，软件没有为它们分配相应的图标，所以笔者为它们设计了相

应的图标文件。 

 

图 1.9  检查目录中的文件 

重启 Tekla 软件后可以看到，快速访问工具栏比默认情况已经多出几个命令按钮了，

如图 1.10所示。这样可以方便地单击相应按钮，快速发出命令了。 

 

图 1.10  调整后的快速访问工具栏 

 

图 1.8  替换目标中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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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入自定义快捷键 

选择“菜单”|“设置”|“快捷键”命令，如图 1.11 所示，或者直接按 Ctrl+Alt+C 快

捷键，会弹出“快捷键”对话框。单击“输入”按钮，在弹出的“打开”对话框中找到配

套下载资源中“快捷键”目录下的“快捷径”XML文件，单击“打开”按钮，再单击“关

闭”按钮，如图 1.12所示，可将笔者提供的快捷键导入到软件中。 

 

图 1.11  快捷键 

 

图 1.12  导入快捷键 

�注意：具体的快捷键内容，如默认快捷键、自定义快捷键和快捷键的分类等，请参看附

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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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置工具栏图标的显示大小 

选择“菜单”|“设置”命令，在弹出的“设置”面板（见图 1.13）中找到“工具栏”，

可以看到默认情况下是小图标显示（图中③处），需要切换到中图标（图中④处）。 

 

图 1.13  设置工具栏图标 

如果工具栏上的图标偏小，单击工具按钮时容易选错，如图 1.14所示。切换到中图标

后，工具栏按钮容易选错的问题就可以避免了，如图 1.15所示。 

 

图 1.14  小图标 

 

图 1.15  中图标 

�注意：在“工具栏”处可以切换的选项是小图标、中图标和大图标共三项。只有使用

带鱼屏显示器时才需要调整为大图标选项。因为带鱼屏显示器很长，使用大图

标时所有工具栏可以摆放为一行。而使用其他类型的显示器时，如果切换为大

图标，工具栏会摆成两行甚至三行，影响绘图区域。因此一般情况下宜使用中

图标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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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零件与构件的命名规则 

在 Tekla 中，对构件与零件的命名非常讲究，这直接影响到建模完成后的统计工程量

（报表）和出图等工作。命名的总体思路是：构件的命名以图纸为主；零件的命名以截面

形状为主。具体见表 1.1所示。 

表 1.1  零件与构件的命名规则 

构件名称 零件编号 释    义 构 件 编 号 颜色（等级） 

钢柱 ZH Z代表柱，H代表截面是H型钢 GZ1- 7 

钢梁 BH B代表梁，H代表截面是H型钢 GL1- 3 

预埋件   MJ1- 2 

隅撑 YL Y代表隅撑，L代表截面是L型钢 YC1- 4 

P□ P代表板，□代表矩形 
板 

PD P代表板，D代表半圆形 
PL- 14 

支撑 C◎ 
C代表支撑，◎代表截面是圆孔

（圆管） 
ZC 10 

砼 C20、C40 以具体砼等级命名 
JKL*、JL1、CT1、DZ1、

PS 
1 

屋面檩条 WC W代表檩条，C代表截面是C型钢 WT1- 8 

LO L代表拉条，O代表截面是圆形管 LT1- 

拉条 
L◎ 

L代表拉条，◎代表截面是圆孔

（圆管） 
LT2- 

9 

  JS1（马鞍扣） 

  JS2（支架） 

  JS3（连接件） 

  JS4（花篮螺栓） 

金属件 

  JS5（排水箅子） 

11 

波形板   XB 5 

螺母   M24、M8、M6、M4 12 

垫片   M8、M4 6 

自攻螺钉   M4×25、M4×40 13 

�注意：在零件命名规则中，第一个符号代表零件的类别，第二个符号代表截面。其中，

第一个符号用英文字母表示，并且不同零件类别用不同的字母。对于一些小构件，

如预埋件、金属件、波形板、螺母、垫片和自攻螺钉等，只需要对构件命名，不

需要对零件命名。 

本书中的建模、统计工程量和出图，皆使用以上命名规则。读者学习完本书后，在绘

制其他钢结构项目之前，建议参照表 1.1来设计符合具体案例的命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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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生 成 视 图 

本节将介绍如何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生成常用的视图，以及如何将设置好的视图参数

另存为视图样板。这些视图样板在以后的工作中可以方便地调用。 

1.2.1  轴网与标高 

轴网与标高两项是 Tekla 设计中的关键定位工具。二者的设置在一个位置。轴网的具

体数值可以参看附录 B中的相应图纸，标高的数值见表 1.2所示。 

表 1.2  标高一览表 

序    号 标 高 名 称 标高值/m 

4 柱顶 2.600 

3 地坪 ±0.000 

2 预制底 -0.500 

1 基础顶 -0.850 

双击任意一根轴线，在侧窗格处会自动弹出“矩形轴线”面板。在“坐标”栏中，设

置 X为“0.00  4*1800”，Y为“0.00  1500”，Z为“-850  -500  0  2600”字样；在

“标签”栏中，设置 X为“1  2  3  4  5”，Y为 A  B，Z为“基础顶、预制顶、地坪、

柱顶”字样，单击“修改”按钮，如图 1.16所示。 

 

图 1.16  输入轴网与标高数值 

可以看到，轴网已经绘制完成，字母轴为 A、B两根轴线，数值轴为 1～5五根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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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17所示。按 Ctrl+P快捷键转换到平面视图中，检查平面上的轴网，如图 1.18所示。 

 

图 1.17  检查三维轴网 

 

图 1.18  检查平面轴网 

1.2.2  视图样板 

在设计钢结构时会使用一系列平面图、立面图和 3D 视图。如果每个视图都要进行设

置，则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只要设置了视图样板，新生成的新图可以继承样板中的属性，

提高绘图的速度。 

（1）复制视图样板文件。打开“C:\ TeklaStructuresModels\自行车棚\attributes”文件

夹，将配套下载资源的“视图样板”目录中的“平面”“立面”两个MVI文件复制到其中，

如图 1.19所示。 

（2）另存为视图样板。选择“视图”|“新视图”|“沿轴线”命令，弹出“沿着轴线

生成视图”对话框。在 XY行的“视图名称前缀”列中输入“平面图-标高为：”字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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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属性”列中选择“平面”样板（这个样板就是前一步复制过来的“平面”MVI文件）；

在 ZY行的“视图名称前缀”列中输入“数字轴立面图-轴：”字样，在“视图属性”列中

选择“立面”样板（这个样板就是前一步复制过来的“立面”MVI文件）；在 XZ行“视

图名称前缀”列中输入“字母轴立面图-轴：”字样，在“视图属性”列中也选择“立面”

样板，在“另存为”栏中输入“视图样板”字样，单击“另存为”按钮，如图 1.20所示。 

 

图 1.19  复制视图样板 

 

图 1.20  沿着轴线生成视图 

这样就有三个样板了，即平面样板、立面样板、视图样板。打开“C:\ TeklaStructures- 

Models\自行车棚\attributes”文件夹，如图 1.21 所示（图中①处），可以看到，“立面”

“平面”两个样板文件是 MVI格式（图中②处），而“视图样板”是 GVI格式（图中③

处）。MVI格式是平面、立面的视图样板文件格式，而 GVI格式是所有视图样板的文件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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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视图样板文件格式 

1.2.3  生成平面和立面视图 

上一节中生成的“视图样板”GVI文件将在本节中使用。 

（1）沿轴线生成视图。选择“视图”|“创建模型视图”|“沿着轴线”命令，弹出“沿

着轴线生成视图”对话框。切换至“视图样板”（这个“视图样板”就是上一节另存为的

GVI文件）选项，单击“读取”按钮，再单击“创建”按钮，如图 1.22所示。 

 

图 1.22  读取视图样板 

（2）检查视图列表。在弹出的“视图”对话框中，如图 1.23 所示，可以看到刚刚生

成的视图列表。列表中有平面视图，如平面图-标高为：地坪、平面图-标高为：基础顶、

平面图-标高为：预制底、平面图-标高为：柱顶（图中①处）。列表中有数字轴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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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数字轴立面图-轴：1、数字轴立面图-轴：2、数字轴立面图-轴：3、数字轴立面图-轴：4、

数字轴立面图-轴：5（图中②处）。列表中有字母轴立面视图，如字母轴立面图-轴：A、

字母轴立面图-轴：B（图中③处）。设计者可以通过检查视图列表看看是否有缺图的情况。 

 

图 1.23  检查视图列表 

（3）检查视图。在检查完视图列表之后，还需要检查视图。一般从平面图、数字轴立

面图和字母轴立面图中各选一幅图为代表进行检查。这里将平面图-标高为：地坪、数字轴

立面图-轴：1和字母轴立面图-轴：A这 3个视图移入“可见视图”栏，将 3d视图移入“命

名的视图”栏，如图 1.24所示。 

 

图 1.24  检查生成的视图 

�注意：“可见视图”栏是可以显示的视图列表栏，“命名视图”栏是不能的视图列表栏。 

（4）排列视口。由于共显示了三个视图，与其对应就有三个视口。单按 T 快捷键，

或选择“窗口”|“垂直平铺”命令，这三个视口会并排显示且大小相同，如图 1.25所示。

其中，图①为“数字轴立面图-轴：1”视图，图②为“字母轴立面图-轴：A”视图，图③

为“平面图-标高为：地坪”视图。此时应重点检查视图中的轴线、标高是否齐全，图名与

视图是否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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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排列视口 

1.3  绘图的准备工作 

本节中将介绍设置新材料的方法，以及制作基于“梁”命令的各类构件样板的方法。

读者要熟练掌握本节中演示的操作方法，以便在今后的实际项目中能运用自如。 

1.3.1  设置新材料 

Tekla 中有默认的材料，但是材料的类别有限，因此 Tekla

也提供了新建材料的功能。自行车棚例子中新建的 3 个材料详

见表 1.3所示。 

表 1.3  新建材料一览表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密度（kg/m
3
） 

1 铸铁 7430 

2 304不锈钢 7930 

3 FRP 1850 

（1）打开材料目录。选择“菜单”|“目录”|“材料目录”

命令，如图 1.26所示。 

（2）修改材质目录。在弹出的“修改材质目录”对话框中，

右击“其他”选项卡，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添加等级”

命令，将出现一个“材料 1”材质，如图 1.27所示。 

 

图 1.26  选择“材料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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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  修改材质目录 

（3）新建铸铁材质。选择上一步的“材料 1”材质，按 F2键对其重命名为“铸铁”，

在“型材密度”与“板密度”数值框中皆输入 7430个单位，单击“更新”按钮，如图 1.28

所示。 

 

图 1.28  铸铁材质 

（4）新建 304不锈钢和 FRP材质。使用同样的方法新建“304不锈钢”材质，在“型

材密度”与“板密度”数值框中皆输入 7930 个单位，单击“更新”按钮；再新建 FRP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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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在“型材密度”与“板密度”数值框中皆输入 1850个单位，单击“更新”按钮。单击

“确认”按钮后会弹出“保存确认”对话框，直接单击“确认”按钮，如图 1.29所示。 

 

图 1.29  304 不锈钢和 FRP 材质 

（5）输出 LIS文件。当完成新建 3种材质之后（如图 1.30所示），单击“输出”按

钮，弹出“输出材质目录”对话框，在“选择”栏中输入“三种材质”字样，单击“确认”

按钮，可以输出一个“三种材质”的 LIS文件，这个 LIS文件就是材质文件。如果其他项

目中需要这样的材质，可以单击“输入”按钮（图中④处），调用这个 LIS文件。 

 

图 1.30  输出 LIS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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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创建基于“梁”命令的各类构件样板 

在 Tekla 中，“梁”命令是一个特殊的命令。使用“梁”命令不仅能绘制梁构件，还

可以绘制板、柱、拉条和檩条等其他构件。“梁”命令实际上是一种选定截面后的线性绘

图命令。 

本节不是使用“梁”命令绘制各类构件，而是在“梁”命令下建立各类构件的样板。

这样在后面的具体操作中可以方便地选择各类构件样板去绘制相应的构件。例如，在

“梁”命令下选择柱样板绘制柱，选择檩条样板绘制檩条等。具体编制的内容，可以参

看表 1.4。 

表 1.4  各类构件样板编制一览表 

序号 样板名称 截面选项 零件编号 构件编号 等级（颜色） 材料 

1 板 PL P□ PL- 14 Q235B 

2 屋檩条 C10 WC WT1- 8 Q235B 

3 隅撑 L20*4 YL YC1- 4 Q235B 

4 拉条 φ8 LO LT1 9 Q235B 

5 套管 O L◎ LT2 9 Q235B 

6 支撑 O C◎ ZC1- 10 Q235B 

7 钢柱 H300*150*6.5*9 ZH GZ1- 7 Q235B 

8 钢梁 H100*50*5*7 BH GL1- 3 Q235B 

�注意：表 1.4实际上是表 1.1的简化与变化版，两个表格读者都可以参看。 

（1）创建板样板。双按 L快捷键，侧窗格将弹出“钢梁”面板，如图 1.31所示。在

“名称”栏中输入“板”字样，在“型材/截面”栏中单击 按钮，在弹出的“选择截面”

对话框中选择 PL选项，单击“确认”按钮。在“材料”栏中切换为 Q235B选项，在“等

级”栏中切换为 14 号颜色，在“零件编号”中输入 P□字样，在“构件编号”栏中输入

PL-字样，输入“板”样板名称（图中⑨处），单击 按钮完成操作。 

�注意：在“零件编号”栏中输入的 P代表“板”，□代表矩形。本书中的自行车棚的板

大致为 P□与 PD两种。PD为半圆形板，这种板不用“梁”命令画，因此这里就

不新建 PD样板了。 

（2）创建屋檩条样板。双按 L快捷键，侧窗格将弹出“钢梁”面板，如图 1.32所示。

在“名称”栏中输入“屋檩条”字样，在“型材/截面”栏中单击 按钮，弹出“选择截面”

对话框，选择“C截面”下的 C10选项，单击“确认”按钮。在“材料”栏中切换为 Q235B

选项，在“等级”栏中切换为 8号颜色，在“零件编号”中输入WC字样，在“构件编号”

栏中输入WT1-字样，输入“屋檩条”样板名称（图中⑩处），单击 按钮完成操作。 

�注意：在“零件编号”栏中输入的W代表“屋檩条”，C代表型材截面形式为 C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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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创建板样板 

 

图 1.32  创建屋檩条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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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建隅撑样板。双按 L快捷键，侧窗格将弹出“钢梁”面板，如图 1.33所示。

在“名称”栏中输入“隅撑”字样，在“型材/截面”栏中单击 按钮，弹出“选择截面”

对话框，选择“L形截面”0-50下的 L20*4选项，单击“确认”按钮。在“材料”栏中切

换为 Q235B选项，在“等级”栏中切换为 4号颜色，在“零件编号”栏中输入 YL字样，

在“构件编号”栏中输入 YC1-字样，输入“隅撑”样板名称（图中⑩处），单击 按钮完

成操作。 

 

图 1.33  创建隅撑样板 

�注意：在“零件编号”栏中输入的 Y代表“隅撑”，L代表型材截面形式为 L型。 

（4）创建拉条样板。双按 L快捷键，侧窗格将弹出“钢梁”面板，如图 1.34所示。

在“名称”栏中输入“拉条”字样，在“型材/截面”栏中单击 按钮，弹出“选择截面”

对话框，选择“圆截面”|“圆钢”下的φ8 选项，单击“确认”按钮。在“材料”栏中

切换为 Q235B选项，在“等级”栏中切换为 9号颜色，在“零件编号”栏中输入 LO字

样，在“构件编号”栏中输入 LT1-字样，输入“拉条”样板名称（图中⑩处），单击

按钮完成操作。 

�注意：在“零件编号”栏中输入的 L代表“拉条”，O代表型材截面形式为圆形截面。 

（5）创建套管样板。双按 L快捷键，侧窗格将弹出“钢梁”面板，如图 1.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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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称”栏中输入“套管”字样，在“型材/截面”栏中单击 按钮，弹出“选择截面”

对话框，选择“圆孔截面”下的 O选项，单击“确认”按钮，在“材料”栏中切换为 Q235B

选项，在“等级”栏中切换为 9号颜色，在“零件编号”中输入 L◎字样，在“构件编号”

栏中输入 LT2-字样，输入“套管”样板名称（图中⑩处），单击 按钮完成操作。 

�注意：在“零件编号”栏中输入的 L代表“拉条”（拉条与套管是一个类别），◎代表

型材截面形式为圆孔（或者叫“圆管”）。另外，此处截面的数值为默认数值，

在具体绘制套管时应该进行设定。 

 

图 1.34  创建拉条样板 

（6）创建支撑样板。双按 L快捷键，侧窗格将弹出“钢梁”面板，如图 1.36所示。

在“名称”栏中输入“支撑”字样，在“型材/截面”栏中单击 按钮，弹出“选择截面”

对话框，选择“圆孔截面”下的 O选项，单击“确认”按钮。在“材料”栏中切换为 Q235B

选项，在“等级”栏中切换为 10号颜色，在“零件编号”栏中输入 C◎字样，在“构件编

号”栏中输入 ZC1-字样，输入“支撑”样板名称（图中⑩处），单击 按钮完成操作。 

�注意：在“零件编号”栏中输入的 C代表“支撑”，◎代表型材截面形式为圆孔（或者

叫“圆管”）。另外，此处截面的数值为默认数值，在具体绘制套管时会进行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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