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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房屋建築、水利施工、零件製造、機器裝配檢修中，都是

以圖紙為依據的。進行技術革新、自動化更是離不開圖紙。這是

因為只用文字語言，很難清楚地表達出一個機器的結構、形狀與

大小，所以圖紙是一種重要的技術文件。為了學會看圖紙的基本

技能，在這一章裡，我們介紹視圖的一些基本知識。 
 
8.1   

  圖 8-1 是工廠裡常見的一個機械零件之

直觀圖，這種圖雖然富有立體感，但不能準

確地表示出物體各部分的真實形狀與內部結

構。例如長方形變成了平行四邊形，圓卻變

成了橢圓，並且看不清楚圓孔的深度，圖形

各部分尺寸也有了變化。因此，一般不根據直觀圖來加工零件，

而把它作為輔助圖來使用。 
  為了準確地表示物體的實際形狀與尺寸大小，在生產中主要

採用視圖，視圖是用投影原理畫出來的。 

1. 投影 

  投影現象廣泛地存在自然界與日常生活

中，例如在燈光下，將兩手交叉握緊，牆壁上

就會出現向動物頭部的影子(圖 8-2)，牆壁是投

影面，光線是投射線，影子就是手在牆上的投

影，由於燈光的光線可以看作是從一點發出

的，我們稱這種投影為中心投影。 
  又例如在陽光下，樹的影子是樹在地面上之投影，地面是投

影面，光線是投射線。由於太陽光的光線可以看作是平行的，這

時，我們稱這種投影為平行投影。 
                                                 
* 本章為選修內容。 

圖 8-1 

圖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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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平行投影中，如果投射影

垂直於投影面，那麼這種投影就

稱為正投影。如圖 8-3，一塊三角

板對於投影面 H 平放著，光線垂

直於投影面，這時三角板的投影

與它本身的形狀、大小都一樣。 
  我們看出，正投影能夠反映

物體的真實形狀與大小。因此，

在工程技術上使用的圖紙，多採

用正投影方法繪製。 

2. 正投影的規律 

  (1) 線段的正投影 
  如圖 8-4，點 A 的投影為點 A′，記作 A A′→ ，點 B 的投影為

點B′，記作 B B′→ ；線段 AB 的投影為線段 A B′ ′，記作 AB A B′ ′→  
 
 
 
 
 
 
 
 
 
 
  當 AB 平行於投影面 H 時， A B AB′ ′ = ，「長度不變」； 
  當 AB 傾斜於投影面 H 時， A B AB′ ′ < ，「長度縮短」； 
  當 AB 垂直於投影面 H 時， A B′ ′≡ *，「成一點」。 
  由此得到線段的正投影規律： 

平行長不變，傾斜長縮短，垂直成一點。 

                                                 
* A B′ ′≡ 表示點 A′、 B′重合，「 ≡」在這裡是重合記號。 

圖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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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平面的正投影 
  如圖 8-5，平面形 P (即四邊形 ABCD)在投影面 H 上的投影

為四邊形 A B C D′ ′ ′ ′。 
 
 
 
 
 
 
 
 
 
 
 
  ∵ AB A B′ ′→ 、 BC B C′ ′→ 、CD C D′ ′→ 、DA D A′ ′→  
  ∴  四邊形 ABCD→四邊形 A B C D′ ′ ′ ′  

  當圖形 P 平行於投影面 H 時，四邊形 A B C D′ ′ ′ ′ ≅四邊形

ABCD，「形狀不變」； 
  當圖形 P 傾斜於投影面 H 時，「形狀改變」； 
  當圖形 P 垂直於投影面 H 時，「成線段」。 
  由此得到平面形的正投影規律： 

平行形不變，傾斜形改變，垂直成線段。 
 
  (3) 幾何體的正投影 
  一個正方體與投影面 V 的

相對位置如 8-6 所示，正方體有

六個面：面 P、Q、R 及分別與

它們相對的三個面。根據平面

形的正投影規律，我們可以得

到這六個面的正投影。 
 
 

圖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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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面 P、Q 即其相對的面都與投影面 V 垂直，就有 
  面 P A B′ ′→ ，面 P 相對的面 D C′ ′→ ； 
  面Q B C′ ′→ ，面 Q 相對的面 A D′ ′→ ； 
  面 R 及其相對的面平行於投影面 V，就有 
  面 R →正方形 A B C D′ ′ ′ ′，面 R 相對的面→正方形 A B C D′ ′ ′ ′。 
  所以，正方體在投影面 V 上的正投影是正方形 A B C D′ ′ ′ ′。 
  物體的正投影稱為物體的視圖。 
  物體的視圖與物體對於投影面的為置有關，當正方體在如圖

8-6 中的位置時，它在投影面 V 上的視圖是一個正方形。而在其

它位置時就不一定是正方形。 
 
  
   

1. 舉出幾個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說明投影概念。 
2. 有一圓形木板，它的正投影一定是圓形嗎？為什麼？ 
3. 已知一個長方體的長、寬、高分別

為 3 cm、2 cm、1 cm，說出圖中所

示方向的視圖，並用平面圖形的正

投影規律加以說明。 

 

8.2   

1. 二視圖的概念 

  當一些物件或零件比較複雜時，只用一個正投影圖很難把它

的形狀特徵表示清楚，這時往往須要從不同的投影方向，把物體

或零件投影到兩個互相垂直的投影面上，用兩個正投影圖來表示

它們。下面我們來看將一個圓柱放在互相垂直的兩個投影面之間

進行正投影的情形。如圖 8-7 所示，在正面投影面 V 上的視圖是

一個矩形，長等於圓柱的直徑，寬等於圓柱的高，在水平投影面

H 上的視圖是一個圓，它與圓柱的底是等圓。 

(第 3 題) 

寬
長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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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圓柱拿走，把水平投影面 H 往下轉90°，使投影面 H 與 V
在同一平面上，我們就得到如圖 8-8 所示的圖形。 
  在正面投影面 V 上所得到的視圖稱為主視圖； 
  在水平投影面 H 上所得到的視圖稱為俯視圖。  
  主視圖與俯視圖統稱為二視圖。 
  畫物體的二視圖時，主視圖畫在上面，俯視圖畫在它的下

面，而且兩個視圖要對正。畫對稱形物體的視圖時，要先畫物體

的對稱軸線或中心線，用點劃線表示。 
  現在我們以圖 8-1 的零件上半部為例，研究這個空心圓柱的

二視圖。 
  空心圓柱的外型是圓柱，空心部分也是圓柱，所以它的俯視

圖兩個同心圓，它的主視圖是兩個矩形。如圖 8-9 所示，圓柱的

外型部分是看得見的，畫粗實線；圓柱的空心部分是看不見的，

畫虛線。 
  畫視圖時規定，看得見部分的輪廓畫粗實線，看不見部分的

輪廓畫虛線。 
  每一個視圖畫好後，都要標註尺寸，這樣便於加工。圖紙上

不具體註明尺寸單位的都是指 mm，如圖 8-9，圖中高 50 就是指

50 mm， 40φ 就是指直徑為 40 mm。圖線的使用與尺寸的標註法

可參考本章附錄。 

圖 8-7 

V 

H

圖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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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視圖的畫法規則可以概括為 

上主下俯長對正，實線虛線要分清。 

2. 二視圖的畫法 

  以圓錐為例，如圖 8-10(a)，它的二視圖應該怎樣畫呢？根據

二視圖畫法規則，圓錐的主視圖是一個等腰三角形，俯視圖是一

個圓。圓錐的二視圖之具體畫法如下： 
  (1) 畫出對稱軸線 點劃線，如圖 8-10(b)； 
  (2) 畫出俯視圖，即畫直徑為 18 mm 的圓，如圖 8-10(c)； 
  (3) 根據主視圖、俯視圖上下之長對正與已知圓錐的高等於

   24 mm，畫出等腰三角形，如圖 8-10(d)； 
  (4) 標註尺寸，擦去不必要的輔助線，如圖 8-1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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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9

18φ

24
 

18φ

24
 

圖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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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如畫一個圓台的二視圖，如圖 8-11(a)，已知圓台上下兩底

的直徑分別為 20 mm 與 40 mm，高為 40 mm，它的二視圖畫法

與圓錐的二視圖畫法相同，具體畫法如圖 8-11(b)、(c)、(d)、(e)，
由同學自己分析。 
 
 
 
 
 
 
 
 
 
 
 
 
  畫圖時，可以根據實物的大小與其結構的複雜程度，用一定

的比例尺進行放大或縮小。加工零件時，則是以圖上的尺寸數字

為準。 
 
  
   

1. 任何圓柱的主視圖總是矩形，俯視圖總是圓，

這種說法對嗎？如果圓柱按圖中的放法，它的

二視圖是怎樣的？ 
2. 說出下列幾何體的二視圖。 
 
 
 
 
 
 
 
 

 

20φ

40
 

圖 8-11
(a) (b) (c) (d) (e) 

R 20 
40φ

20φ

40
 

(第 1 題) 

(第 2 題) 

圓柱 圓錐 圓台 正四稜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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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面是空心圓柱的二視圖，哪個有錯誤？為什麼錯？ 
 
 
 
 
 
 
 
 
 
 

 
 
 
 

  

 
        

 

1. 如圖，正六稜柱的底面與投影面 H 平

行，它在投影面 H 上的正投影是什麼

圖形？ 
 
 
 
 
2. 畫出下列幾何體在指定方向的視圖*。 
 
 
 
 
 
 
 
 
                                                 
* 本章習題中的畫圖題，可用鉛筆畫，不要求上墨。 

(第 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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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畫出底面半徑為 15 mm，高為 30 mm 的圓柱之二視圖。 
 
 
 
 
 
 
 
4. 畫出下列幾何體的二視圖。 
 
 
 
 
 
 
 
 
 
 

5. 下列幾何體的二視圖有沒有錯誤(不考慮尺寸)？為什麼？如

果錯了，應怎樣改正？ 
 
 
 
 
 
 
 
 
 
 
 
 
 
 
 

(第 3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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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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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1. 三視圖的概念 

  有兩個大小一樣的正方體，稜長為 40 mm，分別切去一塊，

如圖 8-12 所示。如果根據指定之方向畫它們的二視圖，兩個幾何

體的二視圖是完全一致的。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工人根據這樣

一張二視圖的圖紙，製造出哪個零件才算合格呢？可見，對於一

些比較複雜的幾何體，當用二視圖不能反映它的形狀與大小時，

往往需要畫三個視圖或者更多的視圖。這裡我們只介紹三視圖。 
 
 
 
 
 
 
 
 
  如圖 8-13，三視圖是一個幾何體在三個互相垂直的投影面上

同時進行正投影所得的三個視圖。 
  除了在正面投影面 V 與水平投影面 H 上的視圖外，還增加了

在側面投影面 W 上的視圖。物體在側面投影面 W 上的視圖稱為

左視圖。主視圖、俯視圖與左視圖統稱為三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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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幾何體拿走後，把投影面 H 向下轉90°，投影面 W 向後轉

90°，使三個投影面攤平，三個視圖就在同一個平面上，如圖 8-14。 
  三視圖的位置是，俯視圖在主視圖的下面，左視圖在主視圖

的右面。主視圖反應出物體的長與高，俯視圖反映出物體的長與

寬，左視圖反映出物體的高與寬。 
  因此，三視圖的畫法規則可以歸結為 

長對正，寬相等，高平齊。 

2. 三視圖的畫法 

  我們以圖 8-15(a)中的物體為例，說明三視圖的畫法，畫圖步

驟如下： 
 
 
 
 
 
 
 
 
 
 
 
 
  (1) 先畫輔助軸線 XY、YZ (圖畫好後可擦掉)； 
  (2) 確定主視圖的位置，畫出主視圖； 
  (3) 根據「長對正」與物體的寬度畫出俯視圖； 
  (4) 再根據「高平齊」與「寬相等」畫出左視圖(寬度，可通

   過以點 O 為中心的旋轉畫出)； 
  (5) 標註尺寸，擦去不必要的輔助線。 
  為了正確表達零件的內外形狀，使圖面清楚易讀，繪圖中使

用的圖線，即線型，應符合統一標準：輪廓線用粗實線，看不見

部分的輪廓線用虛線，尺寸線、尺寸界線用細實線，對稱軸線用

點劃線，等等。 

(b)
圖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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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找出與下列幾何體對應的三視圖，在三視圖下面的括號中填

上對應的數碼。 
  
 
 
 
 
 
 
 
 
 
 
 
 
 

 
 
 
 
 
 
 
2. 添線補全下列三視圖。 
 
 
 
 
 
 
 
 
 
 

 

(1) (2) (3) (4) 

(第 1 題)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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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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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畫出下列幾何體的三視圖。 
 
 
 
 
 
 
 
 
 
 
 
 
 
8.4   

  在生產中所遇到的零件，形狀雖然各不相同，但它們一般是

由一些簡單的幾何體(柱體、錐體、台體與球體等)組合或切割而

成的。因此熟悉簡單幾何體的視圖是非常必要的，同時這些視圖

又是工程、機械等製圖、識圖的基礎。前面已學了一些簡單幾何

體的視圖，這裡再介紹稜柱、稜錐、稜台的三視圖。 

1. 稜柱的三視圖 

  畫簡單體的三視圖，一般先畫底，以正六稜柱的三視圖為

例，如果正六稜柱如圖 8-16(a)這樣放置，那麼應該先畫俯視圖，

然後再畫其它的視圖。 
  具體畫法同前面的三視圖畫法類似，同學們可按圖 8-16(b)、
(c)、(d)一步步自行分析。描好輪廓線後，擦去不必要的輔助線，

再標註尺寸(圖 8-16(e))，這樣，一張圖才算完成。 
  如果正六稜柱如圖 8-17 這樣放置，這時畫三視圖應先畫主視

圖，然後再畫其它視圖，具體畫法與上面一樣。 
 

30 

(1) 

30
 15

 

15 

30 

30
 

30 

(2)

30 

15 

R 15 

15
 

15
 

(3) 

15 

30

30 

(第 3 題) 



 - 342 -

 
 
 
 
 
 
 
 
 

 
 

 
 
 
 
 
 
 
 
 
 
 
 
 
   
 
 
 
 
 
 
  六角螺母毛坯的三視圖，可以看作正六稜柱與圓柱的兩個三

視圖之組合，如圖 8-18。因為孔的輪廓線是看不見的，所以在主

視圖上都要畫虛線。 
 

圖 8-17 圖 8-18

圖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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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稜錐、稜台的三視圖 

  稜錐與稜台的視圖畫法與稜柱的視圖畫法是一樣的，也就是

先畫底的視圖，然後根據三視圖規律畫出其它的視圖。這裡的畫

法請同學自行分析。為了便於同學們思考，圖中的輔助線都保留

下來。 
 
 
 
 
 
 
 
 
 
 
 
 
  上底面邊長為 20 mm，下底面邊長為 40 mm，高為 30 mm
的正四稜台之三視圖，如圖 8-20 所示。 
 
 
 
 
 
 
 
 
 
 
 
 
 
 
 

圖 8-19

30

30
 

30 

30 

30 

30
 

圖 8-20 
40 

20 

20
 

40
 

20 

30
 

40 

30
 



 - 344 -

  視圖要求簡明扼要，通常要使主視圖能比較全面地反應物體

的特徵，而且在不影響表達清楚的前提下，可以省略左視圖或俯

視圖。如球、圓柱等旋轉體在圖紙中常用一個視圖表示(如圖

8-21(a)、(b))；稜柱、稜錐、稜台等幾何體，常用二視圖來表示。

當然也有些複雜的零件用三視圖還不能夠清楚地表示出來，需要

用其它的視圖加以補充，這裡不再詳細說明了。 
 
 
 
 
 
 
 
 
 
  
   

1. 如果一個零件的尺寸非常大(或者非常小)，那麼畫視圖時怎麼

辦？是畫出一個鑄件的三視圖，尺寸如圖(鑄件上面是一個圓

柱，下面也是一個圓柱，中間挖去一個直徑為 200 mm 的圓

柱，直通到底)。(提示：用適當的比例尺畫圖，尺寸仍標註原

件的實際尺寸。) 
 
 
 
 
 
 
 
 
 
 
 
 
 

 

圖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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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添線補全下列三視圖。 
 
 
 
 
 
 
 
 
 
 
 

3. 找出下列直觀圖對應的三視圖，在括號中填上對應的數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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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畫出下列幾何體的視圖(可以省略某些視圖)。 
 
 
 
 
 
 
 
 
 
 
 
 
 
 
 
 
 
 
 

2. 以比例尺 1.5：1 畫出下列零件的三視圖(提示：比例尺 1.5：1
就是放大成原來的 1.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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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視圖是利用正投影的原理畫出的。正投影的概念是從日

常生活中之「影子」加以科學的抽象而得出的。正投影與光線下

物體的「影子」是有區別的，它不是黑的陰影，而是通過規定的

線型來表現的，無論是看的見，或看不見的輪廓線，都要在圖上

反映出來。如圖 8-22，左圖是一般的影子，右圖是正投影。 
 
 
 
 
 
 
 
 
 
 
 
  在陽光下射線與投影面垂直是很少見的，但正投影概念裡投

射線與投影面是垂直的。 
  二、平面形的正投影是畫簡單幾何體視圖的基礎，平面形的

正投影規律是：平行形不變，傾斜形改變，垂直成線段。 
  三、一些形狀複雜的物體可以看成是由簡單體切割與組合而

成的，掌握了簡單體的畫法規則後，就容易掌握這些複雜形體的

畫法規則。 
  二視圖是學習三視圖的基礎。對於三視圖要注意：長對正，

寬相等，高平齊。 
  四、畫視圖時，要正確運用線型，正確標註尺寸，同時要根

據比例尺畫圖。 
 
 

 

圖 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