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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根据ISO 128-20:1996《技术制图 画法通则 第20部分:图线的基本规定》编制而成，在技

术内容和编写格式上等同采用该国际标准。
    本标准是设计绘图用图线的基本规定，适用于各种技术图样。机械、电气、建筑和土木工程等图样所

用图线均应遵循本标准的规定，特殊技术领域图样所用图线可根据需要增补。
    制定与实施本标准后，可使技术图样用图线与国际上一致，以适应国际贸易、技术和经济交流的需

要 。

    本标准的附录A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机械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技术制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机械标准化研究所、陕西省标准计量情报研究所、东南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中国

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标准设计研究所、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综合技术

研究所、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北京牡丹电子集团公司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侯维亚、强毅、唐人卫、常学谦、杨东拜、班掉、王怀玉、夏晓理、何斯特、王文莹、

黄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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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前言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是由各国标准化团体(ISO成员团体)组成的世界性的联合组织。制定国际

标准的工作通常由ISO的技术委员会完成。各成员团体若对某技术委员会确立的项目感兴趣，均有权
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与ISO保持联系的各国际组织(官方的或非官方的)也可参加有关工作。在电工

技术标准化方面，ISO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保持密切合作关系。

    由技术委员会通过的国际标准草案提交各成员团体表决，需取得至少75%参加的成员团体的同

意，才能作为国际标准正式发布。国际标准ISO 128-2。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 10"技术制图，产品

定义及有关文件”技术委员会起草。

    本标准是以ISO 128:1982第三章为基础，并代替这一章。
    ISO 128在《技术制图 画法通则》的同一名称下含有以下部分:

    第20部分:图线的基本规定

    第21部分:CAD系统用图线的表示
    第23部分:建筑图样用图线

    ISO 128画法通则将援盖各个技术领域图样的应用。

    本标准的附录A仅供参考。

引 言

ISO 128-20曾标示为ISO/DIS 12011-1,

ISO 128-20规定了在所有技术产品文件中所使用图线的一般要求。
ISO 128-20没有给出特殊技术领域中所使用图线的要求。

附录A给出了特殊领域中有关图线规定的标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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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图线的名称、型式、结构、标记及画法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技术图样，如机械、电气、建筑和土木工程图样等。

2 定义

    本标准规定了下列定义.

2.1 图线 line

    起点和终点间以任意方式连接的一种几何图形，形状可以是直线或曲线、连续线或不连续线。

    注

    1 起点和终点可以重合，如一条图线形成圆的情况.

    2 图线长度小于或等于图线宽度的一半.称为点.

    3 为了保证缩微或传真图样的清晰度，应对所用图线进行测试.

2.2 线素 line element

    不连续线的独立部分，如点、长度不同的画和间隔。

2-3 线段 line segment
    一个或一个以上不同线素组成一段连续的或不连续的图线，如:实线的线段或由“长画、短间隔、点、

短间隔、点、短间隔”组成的双点画线的线段(见表 1No. 05)等。

线型

3.1 基本线型

    基本线型见表 1,

表 1

代码No. 基 本 线 型 名 称

01 实线

02 虚线

03 间隔画线

04 点画线

05 双点画线

06 三点画线

国家质f技术监督局1998一08一，2批准 1999一07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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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No. 基 本 线 型 名 称

07 点线

08 长画短画线

09 ...............口 ..... 创.... ....... .. ...... .... .... 曰....日.口......~ .... 侧 .. .曰........ ..... ..... ..... 长画双短画线

10 画点线

11 ........ . ....... . ........ ........ . ....曰.. ......... . ........ ........ . .... .... ......目 . 双画单点线

12 画双点线

13 双画双点线

14 画三点线

15 双画三点线

3.2 基本线型的变形

    表1中基本线型可能的变形如表2所示。

表 2

基本线型的变形 名 称

自IJ入f飞厂犯广与户口今口入了 规则波浪连续线

门JVV汉叉石M= 6飞 规 则螺旋连续线

/\/冲乃\/\产广、/\价V \ 规则锯齿连续线

一 户‘..，，网..巨户，户口口‘，叫、，.‘..，.目，，，，，一 ，.，，，.勺一 ，一 一 ，一 一一 ~ ~ - ，、 一 . 波浪线(徒手连续线)

注:表 2仅包括了No. 01基本线型的变形，No. 02̂-15可用同样的方法变形表示.

3.3 图线的组合

3.3.1 两条或两条以上图线相互平行地排列，示例见图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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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两条不 同线型 图线重 叠地排列 。

    a)不同宽度图线的重叠。

    示例见图2a)和26),

    图2a) 一条实线和点线的重叠。

    图 2b) 一条实线和 间隔画线的重叠 。

                        a)

                                            图 2

b)相邻排列。

示例见图3;

两条相邻 间隔画线的两外侧与两条实线相 邻排列。

                                              图3

3.3.3 两条相互平行的实线之间图形要素规则地分布。

示例见图4a)和4b),

图4a)图形要素为涂黑的圆;

图4b)图形要素为涂黑的梯形。

.. .. .. .. .. .. .. r } -r -r -s } .叮门.Fl.，.【节.Fl.rl「

                              a)

图 4

3.3.4 在实线上几何图形要素规则地分布。

实线不间断时，示例见图5,

图 5

b)实线间断时，示例见图6,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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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图线的尺寸

4.1 图线宽度

    所有线型的图线宽度((d)应按图样的类型和尺寸大小在下列数系中选择。该数系的公比为1 : ./厄一
(- 1:1. 4)

      0. 13 mm,0. 18 mm ,0.25 mm ,0.35 mm ,0.5 mm ,0.7 mm , l mm,1.4 mm,2 mm

    粗线、中粗线和细线的宽度比率为4:2:1。在同一图样中，同类图线的宽度应一致。

4.2 图线宽度的偏差

    4.1条规定的图线宽度允许有偏差。使用固定线宽的绘图仪器绘制的图线宽度的偏差不得大于

士0. 1d,

4.3 图线的构成

    手工绘图时，线素的长度宜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线 素
线 型

    No.
长 度

点 04̂ -07,10 -̂15 蕊0. 5d

短间隔 02,04̂ 15 3d

短画 08,09 6d

画 02,03,10̂ 15 12d

长画 04̂ 06,08,09 24d

间隔 03 18d

注:表中给出的长度对于半圆形和直角端图线的线素都是有效的。半圆形线家的长度与技术笔(带有管端和墨

    水)从该线素的起点到终点的距离相一致，每一种线素的总长度是表 3中长度加d的和。

    基本线型和线素的计算公式在GB/T 14665中规定，这些公式也便于使用CAD系统绘制各种技术

图样 。

图线的画法

5.1 间隙

    除非另有规定，两条平行线之间的最小间隙不得小于0. 7 mm.
    注:计算机绘图时，图样上图线的间隙不表示真实的间距，如螺纹的表示。当建立数据系统时，应考虑这种情况。

5.2 相交

5.2.1 类型

    基本线型No. 02-06和No. 08-15应恰当地相交于画线处，见图7一图12; No. 07应准确地相交

于点上，见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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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

5.2.2 表示方法

    应通过图线起始于相交处(图14)或由画线形成完全的或部分的相交(图15和图16)实现5.2. 1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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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T12d
图 15 图 16

3 第二条图线的位置

  绘制两条平行线的两种方法如图17a)和176)所示。推荐采用图17a)的方法(第二条线均画在第一

条线的右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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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图 17

6 颇色

    根据背景颜色，图线一般为黑色或白色。其他标准色也可用于绘制所规定的图线。此时，应说明该

标准色的含义。

7 标记

    基本线型的标记应包括以下给定的各要素:

    a)“图线”;

    b)本标准代号及顺序号;

    。)与表1相一致的基本线型的代码;

    d)与4.1条相一致的图线宽度;
    e)颜色(如适用时)。

    示例:

    线型No. 3(03)线宽为0. 25 mm(0. 25)图线的标记是:

    图线 GB/T 17450-03 X 0. 25

    线型No. 5(05)线宽为。.13 mm(0. 13)白色图线的标记是:
    图线 GB/T 17450-05 X 0. 13/白



GB/T 17450-1998

  附 录 A

  (提示的附录)

标 准 目 录

(1) GB/T 786.1-93

(2) GB/T 10609.4-89

(3) GB/T 14665-1993

(4) GB/T 14690-93

(5) ISO 3511-1:1977

(6) ISO 3511-2:1984

(7) ISO 3511-3:1984

液压及气动图形符号

  技术制图_对缩微复制原件的要求

  机械工程CAD制图规则

技术制图 比例

过程测量控制功能和仪表装置 符号表示法

过程测量控制功能和仪表装置 符号表示法

过程测量控制功能和仪表装置 符号表示法

细符号

过程测量控制功能和仪表装置 符号表示法

机、接口和共用显示、控制功能的基本符号

  过程工厂流程图 第1部分:一般规定

第1部分:基本要求

第2部分:基本要求的补充

第3部分:仪表接线图用详

(8) ISO 3511-4:1984 第4部分:过程控制计算

(9) ISO 10628-1: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