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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r t   O n e   
第 一 部 分 ： 几 何 形 体

一 、 单 体 几 何 形 体
     1 . 单 个 几 何 形 体

     2 . 单 个 几 何 形 体 穿 插 体

二 、 组 合 几 何 形 体
     1 . 两 个 几 何 形 体 组 合

     2 . 三 个 几 何 形 体 组 合

     3 . 四 个 及 四 个 以 上 几 何 形 体 组 合

P a r t   T w o
第 二 部 分 ： 素 描 静 物

一 、 单 体 素 描 静 物
     1 . 方 体 类 素 描 静 物 单 体

     2 . 圆 柱 体 类 素 描 静 物 单 体

     3 . 球 体 类 素 描 静 物 单 体

     4 . 复 杂 穿 插 形 体 类 素 描 静 物 单 体

二 、 组 合 素 描 静 物
     1 . 水 果 类

     2 . 蔬 菜 类

     3 . 花 卉 类

     4 . 综 合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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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骤 一 ： 找 准 构 图 ， 用 长 直

线 切 出 大 形 ， 画 出 结 构 与 投

影 的 形 。 用 线 要 明 确 肯 定 。

步 骤 二 ： 铺 整 体 明 暗 关 系 ，

从 暗 部 和 投 影 入 手 ， 铺 调 子

时 顺 着 体 面 的 走 向 去 铺 ， 同

时 简 单 处 理 一 下 与 亮 面 靠 近

的 背 景 。

步 骤 三 ： 暗 部 多 层 反 复 叠 加

上 调 子 ，排 线 要 均 匀 、细 腻 ，

多 层 交 叉 ， 使 调 子 显 得 柔 和

透 气 。 简 单 地 处 理 正 方 体 的

亮 面 、 灰 面 以 及 背 景 关 系 。

步 骤 四 ： 调 整 整 个 画 面 的 效

果 , 进 一 步 处 理 亮 面 、灰 面 、

暗 面 ，体 现 画 面 丰 富 的 明 暗 、

虚 实 关 系 ，同 时 注 意 区 分 亮 、

灰 、 暗 三 个 大 面 的 关 系 。

P a r t   O n e  
第 一 部 分 ： 几 何 形 体

一 、 单 体 几 何 形 体
1 . 单 个 几 何 形 体

正 方 体

结 构 图

步 骤 一 步 骤 二 步 骤 三

步 骤 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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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完
全不受
光，是
画面中
最重的
地方。

此处距
离光源
最近，
是画面
中最亮
的地方

图中从① ~ ④分别代
表明暗对比关系从强
到弱的过程，①位于
亮灰暗部的交界处，
对比最强烈，④位于
远处，与背景的灰度
接近，所以最弱。

光源的方向

A
①

②

③

④

B

背景 A 重于 B，因为光线从
右前上方照下来之后，B 处
受光源的直接照射。另外 B
接近于暗部，视觉上感觉要
亮一些，但与 A 的明度差
别不大，毕竟它们还是空间
位置比较接近的背景。

图中箭头的方向代表了黑白灰关系从亮到暗的过程，
由于每一部分的空间位置的不用，接受光源照射程
度不同，才产生了如此丰富的变化。

从右至左逐渐变暗

从右至左逐渐变暗

从
上
至
下
逐
渐
变
暗

从
上

至
下

逐
渐

变
暗

从
上
至
下
逐
渐
变
暗

图 3

1

2

3

4

6

5
灰部

暗
部

亮部

光源的方向

仔细观察该图，棱边从实到虚的顺序：亮部①依
次是 1、2、3、4；灰部②依次是 5、2、6、7；
暗部③依次是 5、1、8、9，其中 5 处于近处明暗
交界线最实，4 处于远处又与背景灰度接近，最虚。

仔细观察该图，棱角从实

到虚的顺序为：亮部①依

次是 A、C、B、D；灰部②

依次是 A、C、E、F；暗部

③依次是 A、E、B、G，其

中 A 处于亮灰暗面的交界

处及离视线最近所以最实，

G 处于暗部与投影的交界

处，调子又比较接近，所

以最虚。

5

2

4
B

G

E

F

C

D

A

1

8

9

6

7

3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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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骤 一 ： 构 图 切 大 形 。 先 画

出 一 个 正 方 形 ， 然 后 用 直 线

依 次 逐 步 削 去 其 角 ， 逐 步 使

其 趋 向 于 圆 形 。

步 骤 二 ： 找 出 明 暗 交 界 线 。

在 球 体 上 明 暗 交 界 线 是 一 个

弧 形 ， 同 样 用 短 直 线 相 衔 接

来 表 现 这 一 弧 形 。

步 骤 三 ： 统 一 暗 部 。 先 用 浅

色 调 将 暗 部 统 一 为 一 体 ， 然

后 从 明 暗 交 界 线 逐 步 加 强 ，

使 之 在 统 一 中 寻 找 变 化 。

步 骤 四 ： 整 体 调 整 。 找 出 和

整 个 调 子 不 和 谐 的 地 方 ， 或

是 刻 画 不 足 、 太 过 等 会 影 响

整 体 效 果 的 地 方 ， 针 对 这 些

进 行 修 改 ， 使 其 在 形 体 上 准

确 ， 节 奏 关 系 和 谐 统 一 。

球 体 结 构 图

步 骤 一 步 骤 二 步 骤 三

步 骤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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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光

亮面

灰面
明

暗
交

界
线

暗面

投影 反光

2

1

3

4

5

画面大的黑白灰关系从最亮到最暗依次
是 1~5，1 处为圆球体的高光部位，距
离光源最近，是最亮的。5 处为投影，
完全背光，是画面中最暗的。

明
暗

交
界

线

最实
较实

较实

较实

较虚
较虚

较虚

较虚

边缘虚化

虚

最
虚

实

实

明
暗

交
界

线

明暗交界线处的虚实变化比较丰富，画的
时候要表达清楚了。看不清楚的区域是画
面最虚的地方，这个跟正方体该处的原理
类似，处于暗部与投影交界的位置，而明
度又差别不大。

外 轮 廓 线 的 处 理 不
要 太 实， 要 仔 细 比
较一圈的虚实变化。

圆球体与桌面接
触的地方对比比
较强烈，但是处
于下方，在表现
的时候切忌不要
抠得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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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骤 一 ： 明 确 外

形 ， 用 弧 线 切 出 顶

面 和 底 面 的 椭 圆

形 状 ， 确 定 明 暗 交

界 线 位 置 。

步 骤 二 ： 铺 出 暗 部

和 投 影 的 大 体 色

调 ， 强 调 明 暗 交 界

线 。

步 骤 三 ： 加 深 暗 部

效 果 ， 刻 画 过 渡 的

灰 面 调 子 ， 适 当 地

处 理 背 景 。

步 骤 四 ： 调 整 画 面

节 奏 , 丰 富 柱 面 层

次 。 轮 廓 线 处 进 行

适 度 的 灰 面 过 渡 ，

同 时 表 现 出 柱 面

的 反 光 层 次 。

圆 柱 体 结 构 图

步 骤 一

步 骤 二

步 骤 三

步 骤 四



0908

高
光灰

面

明
暗
交
界
线

暗
面

反
光投

影

顶面是离光源最近的地方，它
的明暗关系是从前到后依次由
实到虚，由亮至灰的过程。

较实
较虚 亮

灰
灰

虚

实

较实
最虚 虚

较
虚

虚

明暗交界线是一个弧形，受反光的
影响，显得比较模糊，没有那么

“死”，从上到下是依次变虚的过程。

暗面要在统一中
寻找层次变化，
由于底部反光，
暗部的上端比下
端要显得重一些。
暗部的边缘线是
层次最丰富的，
从上到下是以此
变虚的过程。

画投影时要找
准投影的形，
在处理时可以
和暗面一起来
画，略强调靠
前 的 投 影 部
分，然后往远
处逐渐变淡、
变虚。

背 景 A 要 比
背 景 B 亮 一
些， 因 为 A
处 受 到 阳 光
的 直 射， 另
外 由 于 B 处
与 圆 柱 体 亮
部 靠 近，A
处 与 暗 部 接
近， 在 对 比
之 下，A 就
要 显 得 亮 一
些。

远 处 的 边 线
的 处 理 比 较
虚， 另 外 要
画 出 过 渡 的
小灰面。

亮 面 的 处 理
要简洁明确，
笔 触 顺 着 体
面 转 折 去 上
调 子， 高 光
部位可留白。

灰面的处理相对暗面要弱一
些，统一融合到画面中，使画
面显得自然而不死板。

A

B

明暗交界线是圆柱体的结构素描中
最重要的部分，它是个弧面，一般
处理的时候采用比较柔和的手法，
可以体现出丰富的层次。

明
暗
交
界
线

错误

正确

轮 廓 线
对 结 构
表 现 起
到 非 常
重 的 作
用， 要
注 意 处
理 它 的
虚 实 变
化， 其
好 坏 直
接 影 响
到 画 面
的 空 间
深度。

画暗面的结构线
不 要 抠 得 太 清
楚，画亮面的线
不 要 画 得 太 重、
太实、太粗。要
使这些线处在相
应的黑白层次里
面，融合整个画
面的统一性。方
便画完结构素描
的基础上进行明
暗塑造。

很多同学刚开始学习
画 圆 柱 体 的 结 构 时，
很容易把圆润的椭圆
弧形画成尖尖的梭形，
通过上面透视的学习，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
认识到椭圆正确的画
法了。

从
上
到
下
间
距
越
来
越
小

如图所示，直
立的圆柱体，
竖向的左右两
条外轮廓线也
是符合近大远
小的透视规律
的，从上到下
间 距 越 来 越
小，画得时候
要充分体现出
上宽下窄的感
觉，但是不能
差别太大，因
为该圆柱体的
上下空间距离
不是很大，还
是很接近于平
行的。

宽

宽

窄

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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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棱 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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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锥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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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棱 锥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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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棱 锥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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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面 圆 柱 体



1514

十 二 面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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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三 边 形 多 面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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