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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正投影法基础  

教学目标：熟练掌握正投影和三视图的画法 

教学重点：三视图的投影规律及画法 

一、投影法的基本知识 

投影法——投射线通过物体，向选定的平面进行投射，并在该面上得到图形的方法。 

投影法分为中心投影法和平行投影法 

1．中心投影法 

 

 

 

 

 

 

 

 

 

 

 

 

 

 

 

投影特性：投射中心、物体、投影面三者之间的相对距离对投影的大小有影响。 

   度量性较差。 

 

 

2．平行投影法 

 

 

 

 

 

 

 

 

 

 

 

 

 

 

 

 

 

中心投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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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特性：投影大小与物体和投影面之间的距离无关。度量性较好。 

工程图样多数采用正投影法绘制。 

3．正投影法的投影特性 

 

 

 

 

 

 

 

 

 

 

 

 

 

 

 

 

 

 

 

 

 

 

 

 

 

正投影的投影特性： 

积聚性：直线（平面）与投影面垂直，其投影积聚为一点（直线）。 

实形性：直线（平面）与投影面平行，其投影反映实长（实形）。 

类似性：直线（平面）与投影面倾斜，其投影长度（形状）改变。 

要让学生掌握正投影的投影特性。 

投射线相互平行的投影方法，叫做平行投影法。平行投影法又分为斜投影

法和正投影法。 

斜投影法：投射线与投影面倾斜的平行投影法，叫做斜投影法。 

正投影法：投射线与投影面垂直的平行投影法，叫做正投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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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面视图 

视图——物体向投影面进行正投影所得到的图形。绘制工程图样时，通常以人的视线作为投射线，在投影面上所

得到的投影图称为视图。 

举一简单例子说明视图的概念，让学生清楚视图的实质就是投影图。同时可提出一个投影面上的投影即一个视图

能否决定物体空间几何形状？由此引出三面视图。 

1．三面视图的形成 

①三面体系的建立 

以多媒体演示三面体系的建立过程，使学生明白三面体系相当于笛卡儿坐标系，了解三个投影面、投影轴的名称、

代号及所对应的坐标面和坐标轴。 

②三视图的形成与展开 

以一简单体为例介绍三面视图的形成，同时以多媒体演示三面视图的展开过程，让学生注意 Y轴旋转了两次。 

 

 

 

 

 

 

 

 

 

 

 

 

 

2．三面视图的关系 

①三视图在度量上的对应关系 

通过形成与展开的过程，让学生真正明白主俯视图长对正，俯左视图宽相等，主左视图高平齐的规律，强调

要学生严格遵守。 

②三视图的位置关系 

物体在三面体系中固定下来，它的上下、左右、前后的位置关系也就在三视图中明确反映出来了，三个视图

中每一个视图只能反映物体的四个方位，（引导学生分析）最后概括主左视图看上下，主俯视图分左右，俯左视图

辨前后，外侧是前里是后。再通过上图中简单体让学生清楚方位关系在画图和看图中的重要性，让学生从三视图

上分析出小竖板在底板上叠加的位置，再让学生看到切去一块的位置在三视图中是怎样反映出来的，由此加深学

生对方位关系的理解。 

通过对三视图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个视图只能反映两个度量关系，四个方位关系，因此不能完全反映物

体真实的形状和大小。 



三、基本几何体的三视图 

基本几何体分为平面立体和曲面立体，简要介绍其特点，及常见的平面与曲面立体。 

1．平面立体的三视图 

分别介绍常见三棱柱、四棱柱、六棱柱及三棱锥、四棱锥的三视图。 

画平面立体三视图的实质是画围成平面立体各个面的投影。 

2．曲面立体的三视图 

介绍圆柱、圆锥、球、圆环的三视图，从形成、三视图的特点予以说明，明确画曲面立体三视图的重点是画

轴线的投影和转向轮廓线的投影。 

重点圆柱的表面积聚性的特点在这里让学生有所认识，为以后的学习作铺垫。 

还可以给学生分析清楚球体的三个为圆的投影在各视图上所对应的位置。 

圆环不做重点介绍。 

四、三视图的画法 

要求学生会画三视图。 

 

 

 

 

 

 

 

以一简单体为例讲解画三视图的方法和步骤。 

1． 确定主视图 

考虑投影方向和放置。 

2． 画底稿 

布图、了解布图基准（向学生讲解为什么选择布图基准）；分别画简单体的三视图。 

3． 检查、加深 

指出容易画错处。 

对学生画图的要求：图线清晰、规范、尤其是讲点画线、虚线第一次作图常见的错误及注意；图线重合时的

取舍顺序；按投影规律画图的必要性，强调三视图配置的问题，一定按国家标准规定的位置放置，不能随意安放。

尤其第一次作业，要提醒学生常见的问题。 

五、立体表面取点取线 

教学目标：掌握立体表面取点取线的方法 



教学重点：立体体表面取点 

介绍立体表面上取点取线是为了求截交线和相贯线做准备。截交线和相贯线是本课程的难点，只有掌握了在立体

表面上取点取线的方法，才能顺利进行后续内容的学习。 

（一）、立体表面取点 

正确地求截交线，在立体表面取点、取线是关键，尤其重要的是在立体表面取点的方法。 

1．利用点、线的从属特性 

点位于立体已知棱线或轮廓线上，点的投影直接可求。 

 

 

 

 

 

 

2．利用积聚性 

若点所在的平面是特殊位置的平面，某一投影具有积聚性，则点的投影在积聚性的投影上。在此介绍在正六棱柱和

圆柱上取点的方法。 

3．辅助线法 

一般有素线法和纬线法。若点所在的平面是一般位置的平面，则需做辅助线。求出辅助线的投影，则点的投影可

求。介绍三棱锥和圆锥的取点方法。 

 
 

 

 

 

 

 

 

 

 

 

注意：在立体表面取点，要先分析点所在的平面是否为特殊位置的平面。还需判别点的可见性。 



（二）、立体表面取线 

在立体表面取线，关键是在立体表面取点。 

1．在平面立体表面取线 

平面立体表面上都是直线段，因此先判别线段所在的棱面，这很重要，只有在同一平面上的两点才确定一直线段，

只要找到在同一棱面上的首末两点，则线段的投影可求。要注意一些关键点——位于棱线上的点，即从一个棱面到另

一棱面的转折点。最后判别可见性。 

举例说明。 

 

 

 

 

 

 

 

 

 

 

 

 

 

 

 

2．在曲面立体表面取线 

主要介绍在圆柱面上取线，直线若为圆柱的素线或平行于底面的圆弧，则较容易求，简单介绍一下。主要介绍求

一般位置的曲线的投影的方法——利用积聚性。先求特殊点，一般包括转向轮廓线上的点（这些点很重要）和首末位

置的点，然后补充中间点，用描点法光滑连接，并判别可见性。 

在圆锥面上和球面上取线同样也是利用取点。 

立体表面上取点取线直接关系到求截交线，因此要求学生一定要熟练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