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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写结构素描以理解和表达物体自身的结构本质为目的，其观察方法常和测量与推理结合

使用，透视原理的运用贯穿始终。这种表现方法相对比较理性，可以忽视对象的光影、明

暗等外在因素。由于结构素描是以理解、剖析结构为最终目的的，因此简洁明了的线条是

其主要表现手段。结构素描要求把客观对象想象成透明体，把物体自身的前与后、外与里

的结构表达出来，这实际上是在训练我们对三维空间的想象力和把握能力。在对象的细节

表现方面，结构素描所要表现的是对象的结构关系，要说明形体是什么构成形态，它的局

部是通过什么方式组合成一个整体的，为了在画面上表明这些基本问题，要避免对细节过

分表现。结构素描关心的是对象最本质的特征，这些最本质的特征要从具体的现实的形体

中提炼和概括出来。

速写学习结构素描对初学者来说，关键在于理解对象的结构，画准对象的造型。本书将引

导初学者通过一步一步的结构分析，掌握打形的方法，理解事物的本质。

第一章 基础知识

结构素描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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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点

视平线

透视规律

平行透视

素描物体的一个面与我们的画面平行，所产生的透视叫作平行透视，也

叫一点透视。与画面平行的面不发生透视变形，而顶面与侧面发生透视

缩减，直角线不互相平行而消失到一点。

成角透视

素描物体的一个面与画面形成一定角度，所产生的透视现象即成角透视。

它的特点 : 一是物体的任何一个体面都失去原有的特征而产生透视缩形

变化 ; 二是物体不同方向的三组结构线中，与地平面垂直的仍然垂直，

与画面成一定角度的两组线分别向左、右两个方向汇集，消失于两个点。

圆面透视

素描圆面透视主要是圆面的弧形

透视，圆形可由立体的方形面“切”

出。但当立方体上部面发生透视

变化时，中间所“切”的圆也就

发生了透视变化而成为椭圆。其

变化规律是：相等的圆面近大远

小；相等的空间距离近宽远窄；

等高的物体视平线以上是近高远

低，视平线以下是近低远高。

视平线
视点

消失点

圆面的倾斜变形

平行透视

金属在透视的影响下，翻开的书本能观察到的三个面都发生了一

定的透视变形。

消失点 消失点视平线

成角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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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的几何形关系

速写在静物结构训练中，我们需要对物体的结构有着彻底的理解，要在头脑中分析出肉眼所看不到的物体内部

形体结构，而且通过观察分析能够把复杂的物体归纳、概括为简单的几何形体，从而在本质上理解和把握物体

的内部结构。只有理解了物体的结构 ,才能准确地塑造物体。

玻璃酒瓶 玻璃水壶

陶 罐 不锈钢油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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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体 球 体

圆柱体 圆锥体

几何归纳法

素描面对内部结

构复杂，外在形

态多变的静物时，

可运用几何归纳

法去观察分析形

体，将所有形体

还原为立方体、

球体、圆锥体、

圆柱体等简单的

几何体以及简单

的几何形体的组

合来理解物象的

结构。



技法提示
金属苹果的外形基本接近球体，但表面又具

有微妙的起伏，因此在作画过程中，既要表

现出球体的基本结构特点，又要刻画出形体

的起伏变化。在画这类球形物体时要注意把

握球心及由球心形成的椭圆透视形。用笔的

方向应根据苹果形体的转折方向进行变化。

步骤步骤一 : 明确苹果的高、宽比例，切画出大

轮廓并交代出明暗交界线与投影位置。

步骤步骤二 :用切面的方法切画苹果的体面关系，

注意线条不宜太重，刻画时注意果蒂向内凹陷的

结构转折。

步骤步骤三 :用软铅铺画苹果的暗部与投影部分，

拉开亮、暗部的对比，刻画时注意明暗交界线的

深浅、强弱变化。

步骤步骤四 : 整体调整，加强明暗交界线及投影

效果，强调结构线的深浅、虚实变化，使画面空

间层次更强烈。

参考照片

苹果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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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提示
金属青椒和圆形蔬菜的塑造原理基本相同，

只是青椒表面形体转折变化明显，塑造难度

相应增加。表现时需注意青椒本身的形体特

征，根据结构的转折来塑造明暗关系。细节

部分要注意青椒蒂把的造型与衔接。

步骤步骤一 : 确定青椒在画面上的位置，用短线

勾勒出青椒的基本外形，刻画时注意青椒柄部的

造形特征。

参考照片

青椒的画法

步骤步骤二 : 调整外轮廓，明确各部分结构，同

时根据光源的方向画出青椒的明暗交界线与投影

位置。

步骤步骤三 :用软铅铺画青椒的暗部与投影部分，

拉开亮、暗部的对比，刻画时注意明暗交界线的

深浅、强弱变化。

步骤步骤四 : 拉开结构线及明暗交界线的虚实关

系，突出青椒的空间层次，最后加强投影效果，

完善立体空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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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提示
金属香蕉的形体结构与棱柱体略有相似，只

是棱角处转折没有几何体明显，外形呈弧形。

在作画时要注意香蕉弧度的变化所造成的形

体转折。在表现明暗交界部位和形体转折部

位时，注意加强棱角线的刻画，避免平面化。 

参考照片

香蕉的画法

步骤步骤一 : 确定香蕉的摆放角度，用概括的线

条画出香蕉的外形特征，注意处理好香蕉间的叠

压遮挡关系。

步骤步骤二 : 把香蕉概括为几段棱柱体的拼合，

运用棱柱体的透视关系画内部结构，注意蒂把、

果脐等细节的刻画。

步骤步骤三 : 仔细观察香蕉表面的体面转折，强

调结构线、明暗交界线的虚实对比，再用软铅强

化暗部与投影效果。

步骤步骤四 : 整体调整画面，加强形体体积感，

使画面的空间感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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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提示
金属青菜的形体可理解为一个斜放的圆柱体，

在刻画时要注意对形体的方向和透视角度的

把握。青菜较难处理的是菜叶的结构，刻画

时应在整体的基础上逐层深入，依其生长规

律对线条进行虚实处理。

参考照片

步骤步骤一 : 明确青菜的透视关系，准确画出菜

叶、菜帮的外形，注意青菜的形体转折。

步骤步骤二 : 继续刻画菜叶与菜帮的细节，注意

菜叶部分的空间层次，再根据光源的方向画出明

暗交界线与投影位置。

步骤步骤三 : 拉开线条的强弱对比，加强形体的

体积感和空间感，注意在用线上要体现出菜叶和

菜帮的质感特征。

步骤步骤四 :加强明暗交界线及投影效果，强调

结构线的深浅、虚实变化，完善青菜的立体空间

感。

青菜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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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提示
金属葡萄在写生时一般都以成串的形式出现，

单个葡萄结构可理解为小球体。刻画时先厘

清整串葡萄的整体造型，厘清葡萄之间的位

置及枝干的穿插关系。暗部及投影的铺设应

整体概括，最后利用轮廓线的强弱、虚实来

区分葡萄串的空间效果。

参考照片

步骤步骤一 :确定葡萄串的摆放角度及透视关系，

用概括的线条切画出整串葡萄的外形，注意整体

的空间透视。

步骤步骤二 : 刻画细节，加强轮廓线的处理，使

整体造型准确，再用透明画法将内在的结构、体

积表现出来。

步骤步骤三 : 明确葡萄的球形结构和光影关系，

加强明暗交界线的对比，刻画投影，拉开整串葡

萄的空间关系。

步骤步骤四 : 调整画面关系，加强结构线及明

暗交界线的虚实对比，让葡萄的整体空间感更

强烈。

葡萄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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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提示
金属梨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概括为球体结构。

在画的时候要从大的特征入手，再区分细节

部分的形体起伏。联系形体，组织线条，以

方见圆来表现，果蒂部分的刻画应注意与整

体造型统一。

参考照片

步骤步骤一 : 明确两个梨的形体特征，用短笔触

切画出梨的外轮廓，注意两个梨的透视角度与空

间位置。

步骤步骤二 : 准确画出两个梨的外形特征，再用

切面的方法切画两个梨的体面关系，注意果脐向

内凹陷的结构转折。

步骤步骤三 : 对明暗交界线与形体转折处的线条

加以强调，再简单铺画投影，初步呈现体积感，

注意刻画时应联系形体来组织线条。

步骤步骤四 : 加强明暗交界线及投影效果，拉开

两个梨的前后虚实关系，整体调整线条的虚实、

强弱变化，完善画面的立体空间感。

梨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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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提示
金属西红柿的结构比球体更富有变化，主要体

现在其不规则的外形上以及果蒂的结构变化。

注意外轮廓的凹凸变化，联系形体，组织线条，

以方中见圆的方法表现。注意应加强明暗交界

线和投影的效果，运用线条的粗细变化来交代

两个西红柿在空间中的位置和体积关系。

参考照片

步骤步骤一 : 确定两个西红柿的摆放角度及透视

关系，用长线勾勒出大轮廓，注意果蒂部分的形

体转折。

步骤步骤二 : 明确西红柿的光影关系，调整明暗

交界线的虚实、强弱，并适当交代投影，拉开两

个西红柿的空间层次。

步骤步骤三 : 根据球体结构的特征，加画内部结

构线，具体画出西红柿的形体特征与投影，刻画

时注意果蒂的结构转折。

步骤步骤四 :对内部结构线、轮廓线进行强调，

拉开两个西红柿的虚实关系，让画面空间感更强

烈。

西红柿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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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提示
金属蔬菜品种繁多，表现形式也多样。平时

练习要尝试各种各样的品种，大量地描绘、

研究，才能总结出规律来。土豆为不规则的

圆球形，在塑造出大的体积以后，要注意刻

画两个土豆间的前后、虚实关系。注意明暗

交界线的用笔应按其形体的转折进行变化。

参考照片

步骤步骤一 : 以方中见圆的方法概括地画出两个

土豆的外轮廓，注意处理好两者间的前后空间关

系。

步骤步骤二 : 刻画土豆的细节特征，结合球体的

结构特点加画内部结构线，再根据光源的方向画

出两个土豆的明暗交界线与投影位置。

步骤步骤三 : 用软铅强调两个土豆的明暗交界线

与投影部分，刻画时注意顺着形体的转折排线。

步骤步骤四 :整体调整画面，加强明暗交界线及

投影效果，强调结构线的深浅、虚实变化，完善

立体空间感。

土豆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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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提示
金属瓷盘可概括为扁平的圆柱形体，其空间

感相对较弱，也较难把握，很容易画平，画

不出形体的空间层次。为了表现好看似平面

的瓷盘的空间体积感 , 应了解瓷盘的结构特

征，把握好盘沿、盘壁、盘底的圆面透视变化，

用线应注意虚实转换。

参考照片

步骤步骤一 : 先画出一个长方形，再由长方形切

画出瓷盘的轮廓，注意盘面与盘底同心圆的透视

特征。

步骤步骤二 : 运用圆面透视比较、调整外轮廓，

画出瓷盘的内在结构及透视关系并加强轮廓线的

虚实对比。

步骤步骤三 : 因瓷盘的空间不易体现，刻画时可

以通过盘沿与投影的虚实对比来强调瓷盘的体积

感。

步骤步骤四 :加强明暗交界线及投影效果，强调

结构线的深浅、虚实变化，完善瓷盘的立体空间

感。

瓷盘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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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提示
金属在刻画酒坛前先分析酒坛是由哪些形体组

合而成的，把酒坛的局部概括理解成简单的几

何形体。罐口封口纸的褶皱琐碎且没有特定的

规律，刻画时要结合坛口的圆柱结构来理解分

析，用笔要干脆简练，体现纸张的质感特征。

坛肩上的几个耳可以看作长方体在改变透视角

度时的状态，要认真理解分析后，再进行刻画。 参考照片

步骤步骤一 : 明确形体高、宽比例，找出坛口和

坛底的圆面透视关系，再用定点的方法切画出外

轮廓。

步骤步骤二 : 准确画出酒坛的大轮廓，结合酒坛

的结构特征加画内部结构线，注意各部分的透视

变化。

步骤步骤三 : 加强明暗交界线与转折处线条的对

比，强调线条力度，充分表现坛身的柱形结构，

注意把坛口、坛耳的厚度表现出来。

步骤步骤四 : 用软铅强调投影部分并调整画面，

增强酒坛的体积感和空间感。

酒坛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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