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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形体平行斜透视的透射变换单灭点作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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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射影几何的透射变换原理，提出一种作建筑形体平行斜透视的作图方法，该方法特点

是准确、清晰、便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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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倾斜画面的透视图中，当建筑物长、宽、高三

组主要轮廓线中长度方向的那组轮廓线与基线平

行，而宽、高度方向的另两组轮廓线与画面斜交时，

在画面上共 有 两 个 主 灭 点，即 主 点 与 天 点（或 地

点），这样便形成了平行斜透视 ’ 在实际作图中，这

种透视图的天点（仰望透视）或地点（俯瞰透视）往

往离图较远，甚至要落到图板之外，给作图操作带

来很大不便 ’本作图法的主要特点是根据透射变换

原理由对象物视图按透射对应直接求取透视图，全

部操作只需要用一个主灭点———主点即可解决，且

在作图过程中便能按要求将图任意放大画出［#］’

G 空间点的透视定位

如图 # 所示，过空间点 ! 设一辅助水平面 " 与

画面相交于水平线"#，在该平面内过点 !作任意方

向辅助水平线 $ 与 "# 相交于点 %，直线 $ 的灭点 &
在视平线’# 上 (

将平面 " 绕 "# 旋转直至与倾斜画面重合，点

! 的转后位置为"!，又将视点 ) 以相同于旋转弦 !"!
的方向转入画面得点 * (于是，按全透视交会原理，

连"!* 与%& 相交于 !+，即为欲求空间点 ! 的透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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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空间点的透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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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空间点的透射变换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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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空间点的透射变换作图

如前所述，平面 ! 与画面 " 原为不在同一平面内的

平面场，而待平面 ! 转入画面后，两重合的平面场

之间便建立了画面内的透视同素对应或透射对应，

点 # 是透射中心，回转轴 !$ 是透射轴，%$ 是原平

面! 的极限直线（灭线）&透射对应由透射中心、透

射轴以及极限直线确定 &
实际作图如图 ! 所示，在 %$ 上任取点 ’，连

’#，由!( 作直线平行于 ’# 并交 !$ 于点 )，连 )’
与!(# 相交于 (" 即为点 ( 的透视 &

7 立方体平行斜透视的透射变换作

图

如图 " 所示，画面和立方体底面的交角! #
$%*，立方体的 +,、+- 轴与画面相交，+. 轴平行于

画面 &
在侧面图上作图：

&）由视点 / 作水平线与画面相交于点 &（视平

线 %$ 位置），以点 & 为圆心、&/ 为半径沿顺时针方

向将点 / 转入画面得点 ! &
!）立方体顶边 (0 在 !&$& 上，以点 12为圆心、

1232为半径沿顺时针方向将点 32转入画面得点 " &

"）立方体底面与画面交于点 +（!$），以点 +
为圆心、+42为半径顺时针方向将点 42转入画面得点

’ &

图 7 立方体平行斜透视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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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画面上作图：

&）任作水平线 !$ 及主垂线 5$，按视点与物体

的相对位置关系在 !$ 上量取棱边 (0 实长标，作

("0"，按间距等于 (2& 作视平线 %$ &
!）取定主垂线为 ’# 方向，点 ’ 为主点，在 ’

下方量取距离等于 12! 得点 # &
"）过 (" 作 5$ 平行线，在 (" 上方量取距离等

于 12" 得点"6，在 (" 下方量取距离等于 12+ 得点

+，量取距离等于 12’ 得点!7 &
以上在画面上量取的线段长和距离值均可用

同一比例放大后作得，本图放大一倍 &
’）连 ("’ 与"6#，两线相交于点 6"，连 +’ 与

!7#，两线相交于点!7" & 过 6"、7" 作水平线并使用

同一灭点 ’，按箭头所示顺序，即可求得透视 5" 与

8" &
)）利用画面平行线与画面相交线的透视分割

方法即可方便地进行立方体长、宽、高各个方向线

段的透视分割 &

; 建筑形体平行斜透视的透射变换

作图

仰望或俯瞰平行斜透视图较适于表现多层或

高层的建筑形体，为了取得清晰而逼真的图象，首

先应按对象物处于 *%+正常视角范围内的要求确定

视点 ,画面与建筑形体的相对位置，选好视点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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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平面形状较为简单且体形沿高度方向也变化 不大的建筑形体，可按前节求作立方体平行斜透视

的同样步骤依次进行作图，图 ! 所示为某建筑形体

俯瞰平行斜透视的作图实例 "

图 ! 平行斜透视作图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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