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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角 度 质 感 讲 解

Chapter One第 一 章  

蛇 果 表 面 质 感 比 较 光 亮 ， 有 明 显 的 高 光 与 反 光 。 蛇 果 与 苹 果 相 比 蛇 果 更 偏 向 于 方 体 ， 底

部 比 较 长 是 很 明 显 的 方 体 结 构 ， 上 部 分 与 苹 果 相 似 。 蛇 果 颜 色 都 比 较 深 而 且 质 感 光 滑 ， 因 此

黑 白 灰 比 较 明 显 ， 素 描 中 上 的 黑 白 灰 调 子 也 比 较 重 ， 这 样 很 好 地 表 现 了 蛇 果 颜 色 。 注 意 观 察

一 、 蛇 果 多 个 角 度 的 对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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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角 度 的 蛇 果 ， 表 面 白 色 的 苹 果 是 用 颜 料 刷 白 的 苹 果 ， 它 更 便 于 观 察 黑 白 灰 的 变 化 和 结 构

中 的 明 暗 交 界 线 的 走 向 ， 范 画 明 暗 区 分 、 虚 实 处 理 、 局 部 细 节 的 刻 画 ， 尽 量 做 到 仔 细 、 深 入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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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 椒 是 蔬 菜 中 一 个 比 较 典 型 的 例 子 ， 具 有 较 强 的 反 光 和 高 光 ， 其 形 态 为 方 体 ， 由 4 到 6

个 瓣 组 成 ， 因 此 明 暗 交 界 线 也 要 随 着 结 构 的 起 伏 而 变 化 ， 然 后 找 出 细 小 的 黑 白 灰 关 系 。 菜 椒

二 、 菜 椒 多 个 角 度 的 对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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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有 一 个 比 较 有 特 点 的 地 方 就 是 它 的 蒂 处 ， 呈 棱 柱 形 ， 蒂 把 较 粗 。 观 察 他 们 四 个 不 同 角 度 的

变 化 ， 找 出 明 暗 交 界 线 位 置 ， 要 注 意 的 是 反 光 再 强 都 不 能 超 过 高 光 ， 必 须 统 一 在 暗 部 里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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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 菜 质 感

□ 水 果 质 感

□ 文 具 质 感

□ 金 属 质 感

□ 陶 瓷 质 感

□ 生 鲜 质 感

第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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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蔬 菜 类 质 感

质 感 的 讲 解

Chapter Two第 二 章  

无 光 泽 蔬 菜 特 点 ：

无 光 泽 蔬 菜 有 大 白 菜 、 菠 菜 、 这 类 外 形 较 为 松 动 的 蔬 菜 ，

还 有 黄 瓜 、 胡 萝 卜 、 玉 米 、 姜 、 蒜 此 类 表 面 凹 凸 不 平 、 粗 糙 的

蔬 菜 。 在 表 现 质 感 之 前 ， 首 先 要 把 黑 白 灰 关 系 区 分 清 楚 。

莴 笋 质 感 特 点 ：

莴 笋 的 主 要 特 点 为 带 有 叶 子 和 茎 部 ， 茎 部 与 萝 卜 比 较 相

似 ， 表 面 质 感 凹 凸 不 平 ， 用 笔 时 要 根 据 表 面 上 的 起 伏 变 化 来 对

其 进 行 刻 画 ， 叶 子 部 分 为 整 个 蔬 菜 最 深 色 部 分 ， 叶 子 质 感 比 较

粗 糙 、 无 光 泽 的 、 形 态 相 对 松 动 些 ， 刻 画 时 不 要 画 得 太 生 硬 。

蔬 菜 的 种 类 特 点 ：

蔬 菜 分 有 两 种 ， 一 种 是 带 有 叶 脉 的 蔬 菜 ， 另 一 种 是 果 实 类

的 蔬 菜 。 由 于 生 长 于 自 然 环 境 之 下 ， 其 形 态 都 是 带 有 一 定 不 规

则 性 的 ， 尤 其 是 叶 脉 类 的 蔬 菜 ， 处 理 时 用 笔 可 以 轻 松 些 。

有 光 泽 蔬 菜 特 点 ：

有 光 泽 的 蔬 菜 大 多 为 果 实 类 蔬 菜 ， 如 ： 洋 葱 、 长 茄 子 、 西

红 柿 、 菜 椒 等 ， 表 面 光 滑 带 有 明 显 的 高 光 和 反 光 。 注 意 果 实 类

的 蔬 菜 要 把 蒂 处 的 立 体 感 和 连 接 关 系 表 现 好 。

【 莴 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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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莴笋前段是圆柱体，后面
是不规则的方体或圆柱体，在
刻画时注意圆柱的透视，要体
现出近大远小的变化。

       注意莴笋头与莴笋叶固有
色的区分。莴笋叶的暗部与亮
部都比莴笋的躯干深一些。

       在画莴笋头时可以多用一
些尖细的铅笔画出光滑的感
觉，在画叶子时可以用粗一些
的线条，来区分它们的质感。

前

后

深一些

浅一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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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 糙 的 水 果 特 点 ：

    粗 糙 的 水 果 大 概 分 有 两 种 ： 一 种 是 表 面 凹 凸 不 平 的 ， 另 一

种 是 表 面 长 有 毛 绒 的 ， 但 无 论 是 哪 一 种 ， 都 要 先 从 大 形 态 下

手 ， 先 抓 准 大 的 外 形 再 考 虑 小 的 细 节 。 如 表 现 猕 猴 桃 时 先 不 要

考 虑 粗 糙 程 度 ， 先 把 大 的 黑 白 灰 关 系 把 握 住 ， 在 最 后 用 明 显 的

笔 触 表 现 毛 绒 的 感 觉 。

苹 果 质 感 特 点 ：

    苹 果 表 面 质 感 比 较 光 滑 ， 反 光 和 高 光 都 比 较 明 显 。 苹 果 是

自 然 生 长 的 ， 其 形 态 为 不 规 则 的 球 体 ， 蒂 处 为 凹 陷 形 状 ， 处 理

手 法 可 以 借 鉴 瓷 碗 的 处 理 手 法 。 在 表 现 苹 果 的 质 感 前 要 准 确 地

找 出 苹 果 的 外 形 ， 用 线 要 根 据 苹 果 的 结 构 形 态 走 。

水 果 的 种 类 特 点 ：

    水 果 在 考 试 中 很 常 见 ， 水 果 的 种 类 一 般 分 为 光 滑 的 和 粗 糙

的 两 种 质 感 ， 光 滑 的 水 果 表 面 带 有 明 显 的 高 光 ， 如 ： 苹 果 、 葡

萄 、 油 桃 等 。 粗 糙 的 水 果 表 面 带 有 凹 凸 不 平 或 有 毛 绒 ， 如 榴

莲 、 毛 桃 、 猕 猴 桃 、 菠 萝 等 。

光 滑 的 水 果 特 点 ：

    光 滑 的 水 果 因 表 面 光 滑 ， 如 同 表 面 涂 油 一 层 蜡 一 般 ， 需 要

注 意 表 面 高 光 和 反 光 的 处 理 ， 高 光 的 形 状 要 根 据 物 体 形 态 来 决

定 。 要 把 单 个 物 体 看 作 一 幅 完 整 的 范 画 ， 虚 实 关 系 要 处 理 好 。

二 、 水 果 类 质 感

【 苹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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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的把也
要画上受背光面

      苹果窝
的处理；苹
果 窝 是 苹
果 的 重 要
特 征 在 刻
画 时 要 格
外细心。苹
果 窝 与 碗
口很像，它
里 面 的 亮
面，灰面，
暗 面 都 是
扇形的，这
点要注意 

      对于苹果的理解我们应该从圆球体开始，苹果与圆球体有很多相似
之处 ：1. 它们的暗部形状都是两头尖中间宽。 2. 投影的形状都是类似
于椭圆形。3. 灰面与亮面对比弱，灰面与暗面对比强，反光面比灰面
重等等。当然苹果也有别于圆球，它的外形一般是上面宽下面窄，两
头都有窝，它的明暗交界线有很明显的起伏这些我们也要注意。

明暗交界线起伏明显

      在处理苹果的外轮廓时注意
虚实的变化，不能画一样了。

亮面

虚

虚

实

实

灰面

暗面

       对于苹果的质感来说，
它 的 表 面 没 有 瓷 器 那 样 光
滑，所以处理高光的形时不
能像瓷器那样跳跃。



012

塑 料 质 感 特 点 ：

    文 具 类 的 塑 料 一 般 分 有 两 种 ， 一 种 硬 材 质 ， 一 种 软 材 质 ，

硬 材 质 塑 料 如 罐 装 颜 料 、 颜 料 盒 、 笔 筒 等 ， 用 线 可 以 清 晰 、

硬 朗 些 。 软 塑 料 材 质 有 涮 笔 筒 、 调 色 板 等 ， 处 理 时 可 以 多 用

“ 擦 ” 的 方 法 表 现 。

纸 质 感 特 点 ：

    纸 质 一 般 为 书 籍 、 报 纸 ， 以 方 形 几 何 体 来 概 括 ， 书 籍 的 分

面 比 较 明 显 ， 要 多 注 意 透 视 关 系 。 报 纸 的 折 痕 较 多 且 转 折 硬

直 ， 可 多 用 直 线 ， 表 现 图 案 和 文 字 时 不 能 太 具 体 ， 要 概 括 。

文 具 的 种 类 特 点 ：

    文 具 的 种 类 比 较 多 ， 包 含 学 生 文 具 、 办 公 用 品 等 ， 最 常 出

现 的 是 美 术 类 的 文 具 用 品 ， 这 些 文 具 类 材 质 比 较 多 样 ， 如 ： 涮

笔 筒 的 塑 料 材 质 、 笔 杆 的 木 材 质 、 画 笔 的 毛 材 质 、 小 刀 的 金 属

质 感 等 等 。 由 于 这 些 文 具 类 产 品 都 属 于 人 类 加 工 制 造 的 ， 因 此

其 形 态 是 有 规 律 可 以 找 的 。

皮 质 感 特 点 ：

    皮 质 一 般 比 较 有 光 泽 ， 但 有 的 表 面 细 腻 ， 有 的 表 面 纹 理 凹

凸 起 伏 感 强 。 范 画 中 的 书 包 为 光 滑 皮 质 ， 加 以 装 饰 线 作 为 辅 助

以 衬 托 单 调 的 画 面 。 若 纹 理 较 复 杂 ， 在 处 理 好 微 妙 的 黑 白 灰 关

系 后 ， 局 部 刻 画 纹 理 表 示 皮 包 的 质 感 ， 画 太 多 画 面 容 易 乱 。

三 、 文 具 类 质 感

【 书 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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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理解皮包的形体时要注意把它简单化，
这个书包可以概括为一个方体，我们能看到
它基本的三个面，正面，侧面和底面。正面
为受光面，侧面和底面为背光面。

      在质感上注意区分背带粗糙与皮包柔和的差
别，在刻画黑白灰时，注意背带的重与皮包灰亮
的差别。在深入时，要把裁缝线画上，已增加真
实感与画面的丰富性。

      皮包的质感柔软，因
此在刻画其转折时要带有
一定的弧度，转折面积可
以大一些，不宜画得太碎。

      这 些
作 为 小 零
件的金属，
注 意 透 视
关 系， 金
属 表 面 光
滑、 质 地
较 硬、 具
有 强 烈 的
高 光， 刻
画 时 要 与
皮 包 的 质
感区分。

正面 裁缝线

底面

侧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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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金 属 类 质 感

铁 金 属 质 感 特 点 ：

    铁 与 不 锈 钢 、 铝 都 属 于 金 属 ， 但 它 们 却 有 着 不 一 样 的 质

感 ， 铁 在 空 气 中 容 易 氧 化 而 生 锈 ， 颜 色 比 较 深 ， 而 光 泽 少 。 但

纯 净 的 金 属 晶 体 是 银 白 色 的 ， 拥 有 较 强 光 泽 ， 被 氧 化 后 颜 色 却

千 差 万 别 。

铝 金 属 特 点 ：

    铝 是 一 种 银 白 色 的 轻 金 属 ， 在 金 属 器 皿 中 铝 制 品 也 较 为 常

见 ， 铝 制 品 通 常 比 较 薄 ， 比 不 锈 钢 要 粗 糙 些 ， 对 光 线 的 反 射 比

较 弱 。 很 多 时 候 铝 的 外 表 会 喷 有 一 层 漆 ， 表 面 上 有 图 案 与 文

字 ， 磕 碰 过 后 瓶 身 会 产 生 多 出 凹 凸 痕 迹 ， 这 是 铝 常 有 的 特 点 。

金 属 的 种 类 特 点 ：

    金 属 器 皿 往 往 有 其 机 械 性 造 型 ， 金 属 具 有 相 同 的 特 性 ， 在

光 下 会 产 生 强 烈 的 高 光 与 反 光 ， 明 暗 对 比 较 强 ， 对 周 边 事 物 的

反 映 比 较 明 显 。 因 此 往 往 刻 画 时 会 出 现 花 、 乱 的 感 觉 ， 我 们 要

顺 着 物 体 的 结 构 走 向 ， 表 面 线 条 可 处 理 硬 一 些 ， 不 要 做 过 多 的

过 渡 。

不 锈 钢 金 属 的 特 点 ：

    不 锈 钢 很 受 环 境 的 影 响 ， 往 往 对 周 边 事 物 具 有 很 强 的 反

映 ， 反 光 也 强 烈 ， 亮 部 与 暗 部 间 有 较 大 的 跳 跃 性 ， 形 体 复 杂 的

不 锈 钢 通 常 会 出 现 多 处 高 光 ， 注 意 高 光 的 虚 实 强 弱 变 化 。

【 不 锈 钢 水 壶 】



015

      不锈钢
的质感非常
明显，表面
很光滑，倒
影多，高光
与反光形状
明确，黑白
对比强烈，
所以我们在
刻画时要对
这些细节进
行表现。

      在刻画时注意一些小厚度的刻画，如
壶盖，壶嘴，把手的厚度，由于壶体左右
对称在画形时注意上下圆形的透视变化。

      不锈钢物体的高光是需要重点刻画的地方，
壶体左右的明暗不要画得一样，要有明暗的变化。
要记住：“对称的形，不对称的明暗这句话”。

      这是把
手的倒影，
这也是不锈
钢的一大特
点，能倒映
出周边的实
物。把手与
壶身接触的
地方刻画要
实些，离壶
身远的倒影
刻 画 要 虚
些。作为倒
影刻画时要
远比实物要
虚，主次要
分清楚。

亮
面

明
暗
交
界
线

暗
面

反
光
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