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名：建筑装饰制图 

ISBN：978-7-5639-6363-8 

作者：韩应军   白香鸽   曾梅 

出版社：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定价：48.00元



前言

《建筑装饰制图》是建筑与装饰专业的基础课，着重培养学生的制图技能和

空间想象能力，为学生学习后续课程、技能训练打下必要的基础。 本书在编写过

程中充分考虑了职业教育的教学特点，以投影作图为基础，以技能训练为手段，以
建筑与装饰工程施工图的识图与绘图为核心，以“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为

方向，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目标。 本书有以下编写特点：
１．遵循知识 “必须， 够用” 为度的原则。 在充分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把握

重点、 吃透难点、 削枝强干、 删繁就简。
２．突出技能培养， 强化实践应用。 采用项目引领， 技能训练、 学用结合、

理论和实际知识对接等教学方式， 充分体现我国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 “教学做

合一” 的教育思想。
３．以就业为导向， 以岗位技能为目标组织教材内容， 以达到教学与就业无

缝对接。
４．体现最新知识内容， 将最新规范内容纳入教材编写体系。
由于时间仓促， 加之编者水平有限， 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 希望读者提出

宝贵意见。

编 者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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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一

投影的基本知识

学习描述

学习目标

通过本模块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正投影的几何性质;了解投影的概念及分类,三面正投影图的形成。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专业能力目标

(1)了解投影的概念及分类。
(2)掌握正投影的几何性质。
(3)了解三面正投影图的形成。

能够区分实际工程图中的投影类型。

重点、难点及解决方法

【重 点】正投影的几何性质。
【难 点】投影的概念。
【解决方法】多媒体教学、模型、实物。



项目一  投影的概念及投影法的分类

一、 投影的概念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空间内一个物体在太阳光或灯光照射下,在地面或墙面上产

生这个形体的影子,这就是一种投影现象,如图1 1 (a)所示。投影法就是根据这一现

象,经过科学的抽象,将形体表示在平面上的方法。根据投影法所得到的图形称为投影图,
如图1 1 (b)所示。产生投影的光源称为投影中心S,接收投影的地面或墙面称为投影面,
光线称为投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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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 投影现象与投影图

二、 投影法的分类

投影法分为中心投影法和平行投影法两大类。

1.中心投影法

概念:投影线汇交于一点的投影法,称为中心投影法,如图1 2 (a)所示。
特点:用中心投影法所得到的投影不能反映物体原来的真实大小,但是中心投影法绘

制的图形立体感较强。
用途:绘制建筑物的效果图。

2.平行投影法

概念:投影线互相平行的投影法,称为平行投影法,如图1 2 (b)所示。
分类:平行投影法分正投影法和斜投影法两类。
(1)正投影法。
在平行投影法中,投影线与投影面垂直时,称为正投影法。按正投影法得到的投影称

为正投影,如图1 3 (a)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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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 投影法

(2)斜投影法。
在平行投影法中,投影线与投影面倾斜成某一角度时,称为斜投影法。按斜投影法得

到的投影称为斜投影,如图1 3 (b)所示。
特点:平行投影法所得到的投影可以反映物体的实际形状。
用途:绘制工程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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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3 平行投影法

三、 工程中常用的投影图

1.正投影图

用正投影法把形体向两个或两个以上互相垂直的投影面进行投影,再按一定的规律将其

展开到一个平面上,所得到的投影图称为正投影图,如图1 4所示。

图1 4 正投影图

优点:能准确地反映物体的形状和大小,作图方便,度量性好。
缺点:立体感差,不易看懂。
用途:工程上最主要的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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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轴测投影图

轴测投影图是形体在一个投影面上的平行投影,简称轴测图,如图1 5所示。

图1 5 轴测投影图

优点:立体感强,容易看懂。
缺点:度量性差,作图较麻烦,并且对复杂形体也难以表达清楚。
用途:工程中常用作辅助图样。

3.透视投影图

透视投影图是形体在一个投影面上的中心投影,简称透视图,如图1 6所示。

图1 6 透视投影图

优点:形象逼真,如照片一样。
缺点:度量性差,作图繁杂。
用途:在建筑设计中常用透视投影图来表现建筑物竣工后的外貌。

4.标高投影图

标高投影图是一种带有数字标记的单面正投影图,它用正投影反映物体的长度和宽度,
其高度用数字标注。这种图常用来表达地面的形状,作图时将间隔相等而高程不同的等高

线 (地形表面与水平面的交线)投影到水平的投影面上,并标注出各等高线的高程,即为

标高投影图,如图1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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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7 标高投影图

用途:常用来绘制地形图和道路、水利工程等方面的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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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二  正投影的几何性质

在工程图样中,最常使用的投影法是正投影法。正投影有如下性质:

一、 显实性

若线段或平面图形平行于投影面,其投影反映实长或实形,如图1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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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8 显实性

二、 积聚性

若线段或平面图形垂直于投影面,其投影积聚为一点或一线段,如图1 9所示。

-4,06�� �M,06��

" "

B	C

B

C
D

#

#

$

�B�������������������������������������������������������������������C����������������������������������

图1 9 积聚性

三、 类似性

若线段或平面图形倾斜于投影面,其投影短于实长或小于实形,但与空间图形类似,
如图1 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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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0 类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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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三 三面正投影图的形成

一、 三面投影体系的建立

形体的一个投影面不能确定形体的形状,如图1 11所示。根据工程实际的需要,往往

将空间内一个形体放置在三个相互垂直相交的投影面之间,然后将形体分别向三个投影面作

投影。这三个相互垂直相交的投影面就组成了三面投影体系,如图1 12所示。其中,正立

投影面简称正立面,用V 表示;水平投影面简称水平面,用 H 表示;侧立投影面简称侧立

面,用W 表示。三个投影面分别两两相交,形成三条投影轴。V 面和 H 面的交线称为OX
轴;H 面和W 面的交线称为OY 轴;V 面和W 面的交线称为OZ 轴。三轴线的交点O 称为投

影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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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1 一个投影面不能确定形体的形状         图1 12 三面投影体系的建立

二、 形体在三面投影体系中的投影

将形体放在三面投影体系中,按正投影法分别向V、H、W 三个投影面进行投影,即

可得到形体的三面投影。将形体从前向后投射,在V 面上所得到的投影称为正面投影或V
投影;将形体从上向下投射,在 H 面上所得到的投影称为水平投影或H 投影;将形体从

左向右投射,在W 面上所得到的投影称为侧面投影或W 投影,如图1 13 (a)。
在工程图纸上,形体的三个投影面是画在同一平面上的。因此,在绘图时必须将相互

垂直的三个投影面展开成一个平面。展开的方法是:V 面保持不动,H 面绕OX 轴向下旋

转90°,W 面绕OZ 轴向右旋转90°,使 H 面、W 面与V 面处于同一平面,即得到形体的

三面投影图,如图1 13 (b)、(c)所示。

三、 三面投影图之间的关系

1.三面投影图之间的位置关系

以正面投影为准,水平投影在正面投影的正下方,侧面投影在正面投影的正右方,如

图1 13 (c)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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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3 三面投影图的形成

2.三面投影图之间的投影关系

“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如图1 13 (c)所示。

3.三面投影图与形体的方位关系

正面投影反映了形体的上、下和左、右方位关系;
水平投影反映了形体的左、右和前、后方位关系;
侧面投影反映了形体的上、下和前、后方位关系,如图1 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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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4 三面投影图与形体的方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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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训练
1.填空题。
(1)投影法分为       和      两大类。
(2)正投影的几何性质为   、   、   。
(3)三投影面体系是由三个相互       的投影面组成。三个投影面分别称为

    、     、     ,分别用  、   、  字母表示。
(4)三面投影图之间的位置关系为             。三面投影图之间的

投影位置关系为    、     、      。
(5)三面投影图与形体的方位关系为,    反映了形体的上、下和左、右方位关

系;    反映了形体的左、右和前、后方位关系;     反映了形体的上、下和

前、后方位关系。
(6)在各图下的横线上填上正确的投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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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绘图表示三面投影体系的直观图和展开图。

3.列举工程实践中常用的投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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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二

点、直线、平面的投影

学习描述

学习目标

通过本模块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点的投影特性、各种位置直线的投影特性、各种位置平面的投影特性。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专业能力目标

(1)了解重影点的概念,掌握点的投影特性。
(2)掌握各种位置直线的投影特性。
(3)掌握各种位置平面的投影特性。

(1)能够根据点的投影特性作点的投影图。
(2)能够根据直线的投影特性作直线的投影图,

根据直线的投影图能判断直线的空间位置。
(3)能够根据平面的投影特性作平面的投影图,

根据平面的投影图能判断平面的空间位置。

重点、难点及解决方法

【重 点】点、直线、平面的投影特性。
【难 点】各种位置直线和平面的识图。
【解决方法】多媒体教学、模型、实物。



项目一  点的投影

规定:空间的点用大写字母表示,如A、B、C 等;点的水平投影用相对应的小写字母表

示,如a、b、c等;正面投影用相对应的小写字母右上角加一撇表示,如a'、b'、c'等;侧面投

影用相对应的小写字母右上角加两撇表示,如a″、b″、c″等。

一、 点在投影面中的投影

过点A 分别作垂直于H 投影面的投影线,则其垂足a 就是点A 的H 面投影。点A 在

H 投影面上的投影a,称为点A 的水平投影,如图2 1。

"

)
B

图2 1 点A 的H 面投影

二、 点在三面投影体系中的投影

1.作图方法

过点A 分别作垂直于三个投影面的投影线,则其相应的垂足a'、a、a″就是点A 的三面

投影。点A 在W 面上的投影a″,称为点A 的侧面投影,如图2 2(a)所示。将投影面按

图2 2(b)中箭头所指的方向旋转展开后,就得到点A 的三面投影,如图2 2(c)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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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 点A 的三面投影

2.投影特性

(1)点的投影连线,必定垂直于相应的投影轴。即aa'⊥OX;a'a″⊥OZ;aaYH ⊥
OYH;a″aYW⊥OYW。

(2)点的投影到投影轴的距离等于该空间内点到相应投影面的距离。即aaA=a″aA=
点A 到V 面的距离;a'aX=a″aYW=点A 到H 面的距离;a'aZ=aaYH=点A 到W 面的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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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1】已知点A 的正面投影a'和侧面投影a″如图2 3 (a)所示,求作该点的水平

面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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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3 求点A 的水平面投影

解:如图2 3 (b)所示,按投影规律,自a'向下作OX 轴的垂线,自a″向下作OYM

轴的垂线与45°辅助直线交于一点,过该交点作OYH 轴的垂线,与过a'aX 直线交于a,a
即为点A 的水平投影。

该题用到的知识点:点的三面投影特性。

项目二  直线的投影

直线在三投影面中的位置关系有三种:投影面平行线、投影面垂直线、一般位置直线。

一、 投影面平行线

1.空间位置

投影面平行线平行于一个投影面,倾斜于其他两个投影面,如表2 1所示。

2.分类

水平线———平行于 H 面,同时倾斜于V 面、W 面;
正平线———平行于V 面,同时倾斜于 H 面、W 面;
侧平线———平行于W 面,同时倾斜于 H 面、V 面。

3.投影特性

投影面平行线在它所平行的投影面上的投影反映实长,且倾斜于投影轴;另外两个投

影面上的投影都小于实长,且分别平行于相应的投影轴。

4.读图

一直线如果有一个投影倾斜于投影轴,另外两个投影平行于投影轴,它一定是一条投

影面的平行线,且平行于该倾斜投影所在的投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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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 投影面平行线的投影特性

名称 水平线 (//H) 正平线 (//V) 侧平线 (//W)

直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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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特性

(1)H 面 投 影 反 映 实 长,

即ab=AB;
(2)V、W 面投影均短于实

长,且平行于相应的投影轴。

即a'b'//OX,a″b″//OYW

(1)V 面 投 影 反 映 实 长,

即c'd'=CD;
(2)H、W 面投影均短于实

长,且平行于相应的投影轴。

即cd//OX,c″d″//OZ

(1)W 面投影反映实长,即

e″f″=EF;
(2)V、H 面投影均短于实

长,且平行于相应的投影轴。

即e'f'//OZ,ef//OYH

二、 投影面垂直线

1.空间位置

投影面垂直线垂直于某一个投影面,平行于另外两个投影面,见表2 2所示。
2.分类

铅垂线———垂直 H 面,平行V 面、W 面;
正垂线———垂直V 面,平行 H 面、W 面;
侧垂线———垂直W 面,平行 H 面、V 面。
3.投影特性

投影面垂直线在所垂直的投影面上积聚为一点;另外两个投影分别垂直于相应投影轴,
且反映实长。

4.读图

一直线只要有一个投影积聚为一点,它一定是投影面的垂直线,且垂直于积聚投影所

在的投影面。
表2 2 投影面垂直线的投影特性

名称 铅垂线 (⊥H) 正垂线 (⊥V) 侧垂线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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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铅垂线 (⊥H) 正垂线 (⊥V) 侧垂线 (⊥W)

投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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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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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特性

(1)H 面投影积聚为一点;
(2)V、W 面投影均反映实

长,且分别垂直于相应的投

影轴,即a'b'=a″b″=AB
a'b'⊥OX
a″b″⊥OYW

(1)V 面投影积聚为一点;
(2)H、W 面投影均反映实

长,且分别垂直于相应的投

影轴,即cd=c″d″=CD
cd⊥OX
c″d″⊥OZ

(1)W 面投影积聚为一点;
(2)H、V 面投影均反映实

长,且分别垂直于相应的投

影轴,即ef=e'f'=EF
ef⊥OYH

e'f'⊥OZ

三、 一般位置直线

1.空间位置

一般位置直线倾斜于三个投影面,如图2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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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4 一般位置直线

2.投影特性

一般位置直线的三面投影都是倾斜于投影轴,且投影长度都小于线段实长。

3.读图

一直线只要有两个投影是倾斜的,它一定为一般位置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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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三  平面的投影

一、 平面的表示法

平面可由下列几何元素确定:
(1)不在同一条直线上的三点,如图2 5 (a)所示;
(2)一直线及直线外一点,如图2 5 (b)所示;
(3)两相交直线,如图2 5 (c)所示;
(4)两平行直线,如图2 5 (d)所示;
(5)任意的平面图形,如图2 5 (e)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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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5 平面的表示法

二、 平面对投影面的各种相对位置

平面对投影面的相对位置有三种:投影面垂直面、投影面平行面、一般位置平面。

1.投影面垂直面

(1)空间位置。
垂直于一个投影面,与另外两个投影面倾斜,见表2 3。
(2)分类。
投影面垂直面可分为三种:
铅垂面———垂直于 H 面的平面;
正垂面———垂直于V 面的平面;
侧垂面———垂直于W 面的平面。
(3)投影特性。
投影面垂直面在所垂直的投影面上的投影积聚为一斜直线,在另两个投影面上的投影

均为缩小的类似图形,见表2 3。
(4)读图。
只要平面的一个投影积聚为一倾斜直线,一定为投影面的垂直面,且垂直于积聚投影

所在的投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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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3 投影面垂直面的投影特性

名称 铅垂面 (⊥H) 正垂面 (⊥V) 侧垂面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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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特性

(1)H 面投影积聚为直线;
(2)V、W 面投影均为小于

实形的类似形

(1)V 面投影积聚为直线;
(2)H、W 面投影均为小

于实形的类似形

(1)W 面投影积聚为直线;
(2)H、V 面投影均为小于

实形的类似形

2.投影面平行面

(1)空间位置。
平行于一个投影面,与另外两个投影面垂直,见表2 4。
(2)分类。
投影面平行面又可分为三种:
正平面———平行于V 面的平面;
水平面———平行于 H 面的平面;
侧平面———平行于W 面的平面。
(3)投影特性。
投影面平行面在所平行的投影面上的投影反映实形,其他两个投影都积聚成直线,且

平行于相应的投影轴,见表2 4。
(4)读图。
只要有一个投影积聚为一条平行于投影轴的直线,一定为投影面的平行面,且平行于

非积聚投影所在的投影面。
表2 4 投影面平行面的投影特性

名称 正平面 (//V) 水平面 (//H) 侧平面 (//W)

直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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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正平面 (//V) 水平面 (//H) 侧平面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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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特性

(1)V 面投影反映实形;
(2)H、W 面投影积聚为

直线,且 分 别 平 行 于 相 应

投影轴OX、OZ

(1)H 面投影反映实形;
(2)V、W 面投影积聚为直

线,且分 别 平 行 于 相 应 投

影轴OX、OYW

(1)W 面投影反映实形;
(2)H、V 面投影积聚为直

线,且分别平行于相应投影

轴OZ、OYH

3.一般位置平面

(1)空间位置

与三个投影面既不垂直也不平行,如图2 6所示。
(2)投影特性

一般位置平面的三个投影都是类似图形,但都小于实形。
(3)读图

三投影都为平面图形,必为一般位置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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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6 一般位置平面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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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训练
1.该模块主要几何性质总结。
(1)点的三面投影特性是什么?
(2)投影面平行线的投影特性是什么?
(3)投影面垂直线的投影特性是什么?
(4)一般位置直线的投影特性是什么?
(5)投影面垂直面的投影特性是什么?
(6)投影面平行面的投影特性是什么?
(7)一般位置平面的投影特性是什么?

2.作图题。
(1)根据立体图,画出点A 的三面投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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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知点A、点B 的两面投影,分别求出点A、点B 的第三面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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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判断下列直线对投影面的相对位置,并填写直线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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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是    线;CD 是    线;EF 是    线;KL 是    线。

71



(4)根据直线的两投影求第三投影,判断直线对投影面的相对位置,填写直线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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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判别下列平面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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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已知平面的两面投影,求其第三面投影并说明它们是什么位置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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