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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前言 

作为实践技能的培养，本书旨在培养读者在建筑方案设计阶段中绘制效果图

的基本技能。如：在多面正投影、轴测图、透视图中加绘阴影；在透视图中加绘

倒影或镜像，以增加设计图样的表达效果；用各种方法绘制透视图，更好、更快、

更准确地完成建筑设计的透视效果图。 
作为思维能力训练，除了培养建筑师应具备的丰富想象力，本书还与教材《工

程制图与图学思维方法》配套，对读者从改变思维习惯到拓展思维空间以及强化

提高思维能力进行循序渐进的训练。思维能力是综合能力的核心，也是制约知识

转化为能力的瓶颈。借助本课程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对读者进行思维能力训

练，不仅对培养合格的工程师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也有更

加深远的意义。 
本书由华中科技大学王晓琴、贾康生任主编，竺宏丹、胡蓉珍任副主编。编

写分工为：第 1、2 章及第 3 章的网格法、螺旋线及螺旋楼梯的透视由王晓琴、周

友梅、刘立航修订，第 3 章的其他内容由贾康生、王凡、胡蓉珍、骆莉修订，第

4 章由竺宏丹、宋玲修订。与本书配套的教学光盘由王晓琴、骆莉主编和修订。 
为弥补教学时数的不足并为读者提供另一种学习方式，编者及其课程组还编

写了与本教材配套的教学辅导用书《画法几何与工程制图学习辅导及习题解析》，

已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可让读者按自己的思维速度体会解题思

路和技巧，达到善于联想、触类旁通、激活思维潜能的作用，使所学知识在综合

运用中适度升华。 

在本教材第一版的使用过程中，得到了华中科技大学教务处和机械学院各级

领导、校内外专家的支持和好评，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在 2007 年获得中南地

区优秀教材一等奖，2010 年被评为华中科技大学精品教材，在此向相关领导、专

家以及关注本书的读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的修订参考了国内一些同类著作，在此特向有关作者致谢！鉴于水平有

限，书中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恳请使用本书的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并将意见反

馈给编者。 

编 者 
201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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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阴影的基本知识 

由正投影原理可知，形体的一个投影只能表达形体的两个向度。如形体的正

面投影只能表达形体的长度和高度，而不反映深度(宽度)；形体的水平投影只能

反映形体的长度和深度，而不反映高度；形体的侧面投影只能反映形体的高度和

深度，而不反映长度。若在形体的某一单面上加绘阴影，不仅可以在单面表现图

中表现形体的长、宽和高三维空间尺度，把形体的凹凸、曲折、空间层次等形状

特征表现无遗，而且丰富了视觉效果，给人以特有的空间感。在建筑设计方案图

中，经常在立面图或平面图上加绘阴影，使设计图样表达得既生动又完美，例如

图 1-1、图 1-2。 

本 章 要 点 
 图学知识 阴影的基本概念，直线的落影规律，作形体阴影的基本方法和步骤。 

 学习重点  掌握长方体阴影形式的作图以及曲面体上阴线的确定。 

 学习指导 (1) 正确理解阴影的基本概念，学会如何区分形体的阴面、阳面，找出阴线，

确定承影面。 

(2) 明确阴影作图的理论基础——直线与平面相交以及直线段的平行投影

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掌握点的落影及其投影作图，以及不同位置直线

段的落影性质，并运用这些性质解决建筑形体上的阴影的作图。 

(3) 在日常生活中多观察物体在日光或灯光照射下的落影现象，并与所学的

知识对比，加深理解。在解决每一个作图问题时，养成由平面图形想象

对象的空间状态及产生阴影形态的思维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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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两面投影图                          (b) 单面表现图（正面投影） 

图 1-1  表现形式(一) 

 

图 1-2  表现形式(二) 

在建筑设计的表现图上加绘阴影与美术图上加绘阴影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美

术图追求的是美和自然的效果，而建筑设计的表现图讲究的是科学和规范，由阴

影的形状、大小与形体的形状、大小之间的对应关系，恰如其分地运用形体的阴

影来增强图形的表现力，同时增加图面的美感，如图 1-3 所示。 

 

图 1-3  阴影的作用 



1  正投影图的阴影 

 

3

1.1.1  阴影的形成 

形体(物体)在光线的照射下，有些表面能直接受光——迎光，而有些表面则

不能直接受光——背光，因此，在该形体的表面上就产生了明和暗。迎光的表面

显得明亮，称为阳面；背光的表面显得阴暗，称为阴面。阳面和阴面的分界线

称为阴线，阴线上的点称为阴点。物体通常是不透明的，由于物体对光线的遮

挡，在其后方的其他阳面上出现了阴暗区域，如图 1-4 所示。被形体遮挡而不能

直接受光，所形成的阴暗区域称为影子或落影，影子(落影)的边界轮廓线称为影

线，影线上的点称为影点，落影所在的表面称为承影面，阴面和影子统称为阴

影。由图 1-4 所示可知，阴影是相互对应的，物体的影线正是物体阴线在承影面

上的落影。 
阴面

阴线

影线

落影

承影面

光平面

光线的投影

光线

阳面（承影面）

阳面

光线

 
图 1-4  阴影的形成及各部分的名称 

同多面正投影一样，产生阴影的过程也有三要素：光线、形体、承影面。 

1.1.2  常用光线 

形成阴影的光线有平行光线(日光)和辐射光线(灯光)。在正投影图中加绘阴

影，为了作图及度量上的方便，通常采用一种特定方向的平行光线，如图 1-5(a)
所示。这种光线的照射方向恰好与正立方体对角线的方向一致，即从左、上、前

方向右、下、后方投射，我们把这种光线称为常用光线。常用光线的投射方向与

三个投影面的实际倾角均相等(α=β=γ ≈35°)。 
从图中可见，由于该立方体的棱面分别平行于相应的投影面，所以这种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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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在三面正投影图中的方向均为正方形对角线，即与水平线成 45°，如图 1-5(b)
所示。由于选择了这种特殊方向的平行光线，在正投影图中加绘阴影的作图可用

45°三角板画图而显得简捷，同时在正投影图中画出的阴影所反映的尺度具有可

量性。 

l' l"

l

V

H

W

Z

X

Y

L

45°
45°

45°

α

45° 45°

45°

Z

X

YH

YWO

l'

l

l"

 

(a) 空间状态                                      (b) 投影图 

图 1-5  常用光线的空间示意及在正投影图中的方向 

1.2  点、直线、平面图形的落影 

1.2.1  点的落影 

空间一点在某承影面上的影，就是通过该点的光线延长后与承影面的交点。

求空间点在某承影面上的落影，实际上是求过该点的光线(直线)与承影面的交点，

即求线面之交点。这种作图的方法称为光线迹点法或线面交点法。 
在本书中约定，点的落影用与该点相同的大写字母标记，并加脚注标记承影

面的字母，如 AV、AH、AX分别表示空间点 A 落在 V 面、H 面或 OX 轴上，如果承

影面不是以一个字母表示，则脚注应以数字 0，1，2，… 表示。 
1．承影面为投影面 
当承影面为投影面时，点的落影就是过该点的光线与投影面的交点（光线的

迹点）。 
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承影面，则过该点的光线先与某承影面交得的点，

才是真正的落影(真影)。后与其他承影面的交点，都是虚影(假影)。如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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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承影面为投影面，由于离 V 面近，光线先与 V 面相交，则 AV 为点 A 的

落影，光线延长后与 H 面相交的交点 AH 被称为虚影，虚影的标注应加上括号，

标记为(AH)。 

虚影
虚影

L
A

y
V

a'

AV

a

(AH)
z X

O

H

a

x=y

(AH)AV

a'

a

X O
aV aH'

V

 
                    (a) 空间状态                                     (b) 投影图 

图 1-6  点在 V 面上的落影及在 H 面上的虚影 

虚影点一般不需画出，但可作为作图的辅助点，在后面求作阴影过程中经常

要应用它，借助虚影点作图的方法称为虚影法。 
注意，由于光线的投影与投影轴的夹角为 45°，45°直角三角形的两直角边

相等，因此在投影图中，点的某个投影与落影之间的水平距离或垂直距离，必等

于空间点到承影面间的距离。如图 1-6 中点 A 在 V 面上的落影反映点 A 的 Y 方向

坐标。这种利用几何元素到承影面的距离来完成其落影的方法称为量度法。 
当点 B 与 V、H 面等距，则点 B 的落影 BV在投影轴 OX 上(图 1-7)。 
当点 C 在 V 面上，则点 C 的落影 CV与点 C 本身重合(图 1-7)。 

V

H

X

L

O

B
y

b' CV c'

z
BX

c

b

z X O

x=y=z CV c'

c

b'

b

BX

 
(a) 空间状态                                       (b) 投影图 

图 1-7  点在 OX 轴上的落影及在 V 面上的落影 

2．承影面为投影面的平行面 
当承影面为投影面的平行面时，点的落影具有可量性。 
例 1-1  如图 1-8(a) 所示，作点 A 在 P 面上的落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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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图 

方法一(用光线迹点法求解)  根据已知的投影，分别过点 a、a' 作 45°方向斜线，由交

于 P 面的积聚投影的点后作垂直投影连线，即可得点 A 在 P 面上的落影(图 1-8(b))。 
方法二(用量度法求解)  过点 a' 作 45°方向斜线，由已知点 A 到 P 面的距离 y，自点 a'

的向下或向左量取距离 y 即可得点 A 在 P 面上的落影(图 1-8(c))。 

P

PH

a'

a

P

PH

a'

a

①

② P

PH

a'

a

①②

③
AP

aP

AP

 
            (a) 已知                (b) 点在平行面上落影的作图             (c) 点落影的单面作图 

图 1-8  点在正平面上的落影 

3．承影面为投影面的垂直面 
当承影面为投影面的垂直面时，点在该承影面上的落影，可利用该承影面的

投影积聚性求出。 

例 1-2  如图 1-9（a）所示，作点 A 在 P 面上的落影。 

P

PH

a'

a

P

PH

a'

a
①

②

③

AP

aP

 
                        (a) 已知                           (b) 点在铅垂面上落影的作图 

图 1-9  点在铅垂面上的落影 

作图  根据已知，分别过点 a、a' 作 45°方向斜线，由与 P 面的积聚投影相交的点作垂

直投影连线，即可得点 A 在 P 面上的落影。 

提示：当承影面具有积聚性投影时，宜运用光线迹点法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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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承影面为一般位置平面 
当承影面为一般位置平面时，可应用在画法几何中所学的求作一般位置直线

与一般位置平面交点的方法，求出过点 A 的光线与承影面的交点，即为点 A 的落

影(图 1-10)。 
这种通过光线作辅助截平面，然后作出点的落影的方法称为光截面法。 
提示：当承影面没有积聚性投影时，宜运用光截面法求解。 

A
L C

B

D

P

a
l

R

d

d'

b
RH

H

AP

aP

RH

AP

AP'

c

d

c

b

b'

c'

a

a'

X O

 
                      (a) 空间状态                                     (b) 投影图 

图 1-10  点在一般位置平面上的落影 

1.2.2  直线的落影 

直线在承影面上的落影，是通过直线的光平面与承影面的交线。因此，求作

直线在某一承影面上的落影，实质上是求两个面的交线。 
当承影面为平面时，直线的落影仍为直

线，如图 1-11 中直线 AB。求作直线的落影，

只要确定直线的两个端点或若干点在该承影

面上的落影，然后连接成线，即为该直线的落

影。当直线与光线方向平行，则其落影重影为

一点，如图 1-11 中直线 CD。 
直线的落影规律如下。 
1．平行规律 
(1) 直线平行于承影面，则直线的落影与该直线自身平行且等长，如图 1-12、

图 1-13、图 1-14 所示。 
(2) 两直线互相平行，它们在同一承影面上的两段落影仍互相平行，如图 1-15

所示。 

P
BP

B

A

AP

C

D
CPDP

光平面

 
图 1-11  直线的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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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a

b

c'

c d

BH

AH CV

DV

OX

d'

P

BP

B

A

AP
OX

aH' bH'

cV dV

 
图 1-12  P 面平行线在 P 面上   图 1-13 水平线在 H 面     图 1-14  正平线在 V 面 

        的落影的空间状态              上的落影                  上的落影 

CV

DV
BV

AV

PH

a'

b'

a b
c d

d'

c'A

B

AP
BP

C
D

CP DP

P

aV cV dVbV

 
                      (a) 空间状态                     (b) 两平行线在 P 面上的投影及落影 

图 1-15  两平行线的落影 

(3) 一直线在互相平行的两承影面上的落影互相平行，如图 1-16 所示。 

Q

A

C

B

P
BP

CP

CQ AP

BQ

OX
QHPH

a'

b'

c'

a
b

c

DQ
BQ

AP

CP

d'

d

aP cP
dQ bQ

 
                   (a) 空间状态                  (b) 直线在两平行面 P 面、Q 面上的投影及落影 

图 1-16  直线在两平行面上的落影 

2．相交规律 
(1) 直线与承影面相交，则直线在该承影面上的落影必经过其交点，如图 1-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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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b'
BQ

QH

a

b

AP
A

BP

P

B

bQ

 
                         (a) 空间状态                         (b) 与 Q 面相交直线的投影及落影 

图 1-17  相交规律(一) 

(2) 一直线在两相交承影面上的落影为两段相交的影线，两段影线的交点称

为折影点，该折影点必在两承影面的交线上，如图 1-18 所示。 

 
           图 1-18  相交规律(二)                     图 1-19  相交规律(三) 

(3) 相交两直线在同一承影面上的落影必

然相交，且其交点的落影必为两直线落影的交

点，如图 1-19 所示。 

例 1-3  如图 1-20 所示，作直线 AB 在三棱柱上

的落影。 

分析  承影面为三棱柱的前两个表面 P、Q。P、

Q 为铅垂面，根据相交规律(2)，直线 AB 的落影应为

一条折线，折线的转折点必在两相交平面的交线上，

要完成该直线的落影只需求三个点的落影，其中两端

点的落影可根据铅垂面的积聚性投影求出，折影点的

落影可采用以下三种方法之一求出。 

 
图1-20  求直线在三棱柱上的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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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O

a'

b'
k'

P Q

QHPH

aP k0 bQ

a
k b

AP

BQK0

 
图 1-21  用返回光线法求直线的落影 

X

CP

O

a'

b'
k'

P Q

QH

PH

cP

aP k0 bQ

a
k b

AP

BQK0

X O

a'

b'
k'

P Q

QH

PH

aP k0 bQ

bPa
k b

AP

BQK0

(BP)

 
      图 1-22  用线面相交法求直线的落影      图 1-23  用端点虚影法求直线的落影 

3．垂直规律 
直线垂直于某投影面，则该直线在所垂直的投影面上的落影为一条与光线投

影方向一致的 45°直线，且落影的其余两投影彼此呈对称图形。 
如图 1-24 所示，直线 AB 为铅垂线，由于过该线的光平面为铅垂面，因此，

不管光平面与承影面的交线如何，其影的水平投影一定是一条与水平方向成 45°
角的直线。 

又因光平面对 V 面和 W 面倾斜角度均为 45°角。所以，光平面与承影面的交

线，在正面和侧面的落影均呈对称图形。 
读者可自行分析并想象：若直线 AB 为正垂线，则它的其余两个投影面上的

落影应为什么样的图形。 

① 返回光线法(利用积聚性投影法)：在水平

投影中，过 k0 作返回光线与 ab 相交于 k，再找

到 k'，进而求出折影点 K0，如图 1-21 所示。 

② 线面相交法(延长直线扩大平面法)：延长 ab

与扩大后的 P 面相交于 cP，利用相交规律(1)求出 CP

后，连接 APCP同样可得 K0，如图 1-22 所示。同样

也可扩大 Q 面与 ab 相交来获得折影点。 

③ 端点虚影法：过 b 作光线与扩大后的 P 面相

交于 BP——虚影，连接 APBP也可得到折影点 K0，

如图 1-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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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

m2

m3

m1

m2

m3

a3' a3"

a'

b'

ab

a"

b"

 
图 1-24  垂直规律 

例 1-4  作直线 AB 在墙面上的落影(图 1-25)。 

①

③

①

② ②

③

a' b'

a1

a b

a1' b2'

b2

 
图 1-25  侧垂线的落影 

分析  直线 AB 为侧垂线，由直线落影的垂直规律可知，其侧立面的投影必为一与光线方向一

致的 45°斜线，影的另外两投影呈对称图形。又承影面的投影在水平面具有积聚性，可根据该图形

先想象出直线在正面落影的与之对称的图形，后按落影规律完成作图，作图步骤如图 1-25 所示。 

注：直线 AB 与其正面落影间符合平行律、相交律。 

1.2.3  平面图形的落影 

平面图形的落影是由构成平面图形的几何元素（点、线）的落影所围成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