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章

手绘透视

在室内设计中，手绘效果图可以说是设计思路的一种快速表达方
式，是设计师不可或缺的一项本领。而透视原理在手绘效果图中起到
的作用非同一般，透视的准确起到了形体准确的作用，而形体的准确
恰恰是手绘艺术表现的重要手段。本章着重讲解透视知识与构图规律，
教会读者如何绘制正确的透视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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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透视的概念与重要性

3.1.1 透视的概念

“透视”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Perspclre( 看透 )，故而有人解释为“透而视之”。最初研究透视是

采取通过一块透明的平面去看静物的方法，将所见景物准确描画在这块平面上，即成景物的透视图。

后遂将在平面画幅上根据一定原理，用线来表示物体的空间位置、轮廓和投影的科学称为透视学。我

们的双眼是以不同的角度去看物体的，所以看物体时就会有近大远小、近高远低、近明远暗、近实远

虚以及所有物体都会有往后紧缩的感觉，在无限远处的物体交汇于一点，就是透视的消失点（图 3-1）。
透视的基本术语及其概念如下。

视点（S）：人的眼睛所在的地方。 
立点 (s)：人站立的位置。

视平线 (HL)：与人眼等高的一条水平线。 
视距：视点到心点的垂直距离。

视高 (h)：视点到基面的距离。 
灭点 (VP)：透视点的消失点。 
地平线：平地向前看，远方的天地交界线。

基面 (GP)：景物的放置平面，一般指地面。 
视高 (H)：视平线到基面的垂直距离。 
画面 (PP)：用来表现物体的媒介面，垂直于地面，平行于观者。 
基线 (GL)：基面与画面的交线。

图 3-1 透视基本术语图解

3.1.2 透视的重要性

透视是设计手绘表现中最重要的部分，透视不对，线条画得再好看，也是徒劳。一幅完美的图画

包括线稿的准确绘制与颜色的合理搭配，透视是绘制线稿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线稿的绘制主要是对物

体形体的把握，在平面的图纸上要绘制出物体准确的空间结构，就需要对透视原理有充分的理解。掌

握透视的绘制原理，在后面的上色过程中就更容易把握前面的关系，从而画出完美的效果图（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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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透视黑白线稿表现

3.2 透视类型

常见透视图有三种，分别是一点透视（平行透视）、两点透视（成角透视）和三点透视（倾斜透

视）。

3.2.1 一点透视

一点透视是手绘中最简单的一种透视，也是最常见的一种透视。一点透视也叫平行透视，它只有

一个消失点（灭点）；可以理解为立方体放在一个水平面上，画面与立方体的一个面平行，只有一个

灭点。简单来说，就是物体有一面正对着我们的眼睛（图 3-3）。

仰视

平视

俯视

图 3-3 一点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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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两点透视

两点透视又称角透视，它有两个消失点（灭点）；可以理解为把立方体画到画面上，立方体的四

个面相对于画面倾斜一定的角度时，往纵深平行的直线产生了两个消失点。简单来说，就是物体两面

成角正对着我们的眼睛（图 3-4）。

仰视

平视

俯视

图 3-4 两点透视

3.2.3 三点透视

三点透视又称倾斜透视，它有三个消失点（灭点）；可以理解为立方体相对于画面，它的面和

棱线都不平行时，面的边线可延伸为三个消失点。简单来说，就是物体三面的顶点正对着我们的眼睛 
（图 3-5）。

俯视

仰视

图 3-5 三点透视



21

　第 3章  手绘透视

3.3 透视训练

透视是一种表现室内三维空间的绘图方法，

准确地掌握透视的运用对提高手绘效果图的表现

十分重要。在练习的过程中，首先应该理解透视

类型的特点，然后根据实际的应用，选择合适的

透视角度来表现画面。

3.3.1 一点透视训练

一点透视的绘制并不是很复杂，在绘制时只

要注意它只有一个消失点，并且不违背近大远小

的规律就可以了。 图 3-6 一点透视餐厅一角手绘效果图

接下来我们以餐厅一角为例讲解透视的绘制。在绘制时需注意，首先要定出视平线和消失点的位

置，然后再进行绘制，切莫急于求成（图 3-6）。

（1）首先定好透视点，一般来讲，透视点

的位置最好定在纸张的一半再往下偏移 2 ～ 3 厘

米的距离较好，根据透视点用铅笔画出透视线 
（图 3-7）。

图 3-7 一点透视餐厅一角绘制步骤 1

（2）以透视点为基准画出两个方框，用来

确定整个空间的大小（图 3-8）。

图 3-8 一点透视餐厅一角绘制步骤 2

（3）用铅笔勾出空间大体的外形与结构

的轮廓线，表现出空间物体大概的外形特征 
（图 3-9）。

图 3-9 一点透视餐厅一角绘制步骤 3

（4）继续深化铅笔稿（图 3-10）。

图 3-10 一点透视餐厅一角绘制步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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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铅笔稿的基础上，用针管笔勾出物

体准确的结构线，用自然的曲线勾出弧线形的轮

廓线，注意线条的流畅性（图 3-11）。

图 3-11 一点透视餐厅一角绘制步骤 5

（6）用橡皮擦去画面中多余的铅笔线，保

持画面的整洁（图 3-12）。

图 3-12 一点透视餐厅一角绘制步骤 6

（7）逐渐赋予物体各种线条描绘，尽可能

运用变化的线条增加物体的层次（图 3-13）。

图 3-13 一点透视餐厅一角绘制步骤 7

（8）给结构性转折点添加双线条和加重线

条颜色，让其体积感更强，完成绘制（图 3-14）。

图 3-14 一点透视餐厅一角绘制步骤 8

3.3.2 两点透视训练

两点透视的画面效果比较自由，一般能比较

好地反映出建筑体的正侧两面。接下来就以一个

室内空间一角来讲解两点透视的绘制。两点透视

的绘制方法和一点透视的表现是一样的，只不过

相对于一点透视，多了一个消失点而已（图3-15）。

图 3-15 两点透视室内空间一角手绘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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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画一个室内空间的两点透视效果一般

在画面中是找不到两个透视点的，它们的位置往

往超出了整个纸张，所以只需按照大概透视效果

画出透视线即可（图 3-16）。

图 3-16 两点透视室内空间一角绘制步骤 1

（2）用铅笔勾出空间大体的外形与结构的

轮廓线，表现出空间物体大概的外形特征，确定

画面的构图（图 3-17）。

图 3-17 两点透视室内空间一角绘制步骤 2

（3）继续深入构图（图 3-18）。

图 3-18 两点透视室内空间一角绘制步骤 3

（4）在铅笔稿的基础上，用针管笔勾出物

体准确的结构线，注意线条的流畅性（图 3-19）。

图 3-19 两点透视室内空间一角绘制步骤 4

（5）完成线稿绘制（图 3-20）。

图 3-20 两点透视室内空间一角绘制步骤 5

（6）用橡皮擦去画面中多余的铅笔线，保

持画面的整洁（图 3-21）。

图 3-21 两点透视室内空间一角绘制步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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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逐渐赋予物体各种线条描绘，尽可能

运用变化的线条增加物体的层次（图 3-22）。

图 3-22 两点透视室内空间一角绘制步骤 7

（8）学会利用不同线条表现不同材质，逐

渐细化整个画面（图 3-23）。

图 3-23 两点透视室内空间一角绘制步骤 8

3.3.3 三点透视训练

一般出现三点透视效果在户外建筑是比较多的。由于其透视感很强，所以在画面中一般找不到三

个透视点，视点甚至超出了整个纸张，所以只需按照大概透视效果画出透视线即可（图 3-24）。

图 3-24 三点透视建筑手绘效果图

（1）根据三点透视规律，用铅笔绘制建筑的大体位置（图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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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 三点透视建筑绘制步骤 1

（2）用铅笔勾出空间大体的外形与结构的轮廓线，表现出空间物体大概的外形特征，确定画面

的构图（图 3-26）。

图 3-26 三点透视建筑绘制步骤 2

（3）在铅笔稿的基础上，用针管笔勾出物体准确的结构线，注意线条的流畅性（图 3-27）。

图 3-27 三点透视建筑绘制步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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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继续深入刻画，用橡皮擦去画面中多余的铅笔线，保持画面的整洁（图 3-28）。

图 3-28 三点透视建筑绘制步骤 4

（5）逐渐赋予物体各种线条描绘，尽可能运用变化的线条增加物体的层次（图 3-29）。

图 3-29 三点透视建筑绘制步骤 5

（6）学会利用不同线条表现不同材质，逐渐细化整个画面（图 3-30）。

图 3-30 三点透视建筑绘制步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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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给建筑加上投影，要注意线条随着结构走，明暗交界处的颜色最重（图 3-31）。

图 3-31 三点透视建筑绘制步骤 7

（8）完成绘制（图 3-32）。

图 3-32 三点透视建筑绘制步骤 8

3.4 构图基本规律

构图是手绘表现技巧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把各部分组成、结合、配置并加以整理出一个艺术性较

高的画面。设计师利用视觉要素在画面上按空间把物体、景物组织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一幅图画的构图显示作品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的一致性，手绘过程中构图是重要的一步。建筑手

绘构图要掌握其基本规律，如统一、均衡、稳定、对比、韵律、尺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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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均衡与稳定

均衡与稳定是构图中最基本的规律，建筑设

计构图中的均衡表现稳定和静止，给人以视觉上

的平衡。其中对称的均衡表现得严谨、完整和庄

严；不对称的均衡表现得轻巧活泼（图 3-33）。

图 3-33 均衡与稳定构图

2. 统一与变化

构图时在变化中求统一，在统一中求变

化。序中有乱，乱中有序。主次分明，画面和谐 
（图 3-34）。

图 3-34 统一与变化构图

3. 韵律

图中的要素有规律地重复出现或有秩序地变化，具有条理性、

重复性、连续性，形成韵律节奏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图 3-35）。

4. 对比

建筑构图中两个要素相符衬托而形成差异，差异越大，越能突

出重点的作用。构图时在虚实、数量、线条疏密、色彩与光线明暗

形成对比（图 3-36）。

5. 比例与尺度

构图设计中要注意建筑物本身和配景的大小、高低、长短、宽

窄是否合适，整个画面的要素之间在度量上要有一定的制约关系。

良好的比例构图能给人以和谐、完美的感受（图 3-37）。

  

　　　　　        　　图 3-36 对比构图                                                           图 3-37 比例与尺度构图 　　　　　

图 3-35 韵律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