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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讲  三视图识别与绘制 
题型 频率 分值 

根据已知三视图中的两个，画出第三视图 必考 15 ~ 20分 
根据已知三视图中的部分视图，画出多种可能视图 高 6 ~ 9分 

根据已知三视图，画出与其有特定关系的形体的三视图 低  

 
一  基本体的三视图 

1.棱柱与圆柱 

                                        

              
2.棱柱与圆柱的简单组合 

  实质是以包括圆弧的复杂图形为底面的“棱柱”，题目中常作为背板、底板等出现 

                          

                                 

二  基本体的组合方式与视图特点 

1.堆叠 

 

所有形体都是由基本体按照一定方式组合后，经过一系列切除形成的 

基本体视图形状不改变 
可能因为面合并导致交界处边线消失 
可能因为遮挡导致部分界线变成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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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贯 

 
  常见的相贯类型包括： 

  ① 圆柱与平面体相贯 

     画出圆柱面与平面体各平面的截切线，并注意面与面之间的遮挡关系 

           
② 圆柱与圆柱相贯 

     在相贯两圆柱轴线垂直相交的前提下，相贯线的投影形状为抛物线或直线 

3.相切 

 
 

  

基本体视图形状基本不变 
交界处出现相贯线 

基本体交界线消失 
出现一条孤零零的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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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本体的切除 

1.长方体的切除 
  · 特点：各视图外形为各不相同的多边形，难以辨认，需要从原始的长方体开始切除分析 

① 首先保证外轮廓匹配 
     根据已知视图的外轮廓，在棱柱上切割，使得形体的外轮廓能够和视图匹配 

     例 1   已知主视图和俯视图，求左视图 

 
     解   从最初始的长方体开始切割 

 
          相比之下，主视图的外轮廓更复杂，因此先根据它进行切除 

          在长方体的主视面上画出轮廓线（图中的紫色线） 

 
          在另一个平行面上也画出这个轮廓线，连接相对应的端点 

          或者过紫色线的端点作垂直于该面的线，与后面的平行面产生交点，然后连接它们 

 
          于是得到了切割面，由于目前的形体就是初始长方体，所以这个切割面轮廓就是与各面的交线 

          因此切除后的形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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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根据俯视图切除，同理可得到截面如下（淡紫色线）： 

 
接下来求该切割面与形体各个面的交线 

首先找出形体中所有的初始面，它们与切割面产生的交线就是我们得到的切割面的轮廓： 

 
          如此一来我们只要再确定两个面与切割面的交线，即可得到切除结果 

          方法一：由于下图画“×”的面与切割面均垂直于底面，因此它们的交线一定垂直于底面 

                  再加上已经出现一个交点，因此可以直接画出交线： 

 
        此时最后一个面与切割面的交线已经出现两个交点，连接即得到交线 

          方法二：将下图中的斜面扩充到与初始长方体产生交线，如此一来就能找到其与切割面的交点 

 
        此时最后一个面与切割面的交线已经出现两个交点，连接即得到交线 

最后得到的切割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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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然后用面对应法确保内部线对应 

· 锁定一个视图的某个图形，与另一个视图比对，确定这个面的位置 

· 看立体中是否有面与其对应（形状、位置相同），依此对形体作切除使其能对应 

例 2  已知俯视图和左视图，求主视图 

 

 

     解   从初始长方体开始，首先按外轮廓作切除（具体过程略），结果为： 

 
锁定左视图中的十字图形（它形状最特殊），立体中能和它对应的只有下图所示的紫色面 

 

总结：如何在立体图上画出外轮廓切割？ 

· 初始长方体的各面称为初始面，每个原始面都对应一个视图方向 
① 找到切割面 

· 在对应的初始面上画出外轮廓，不位于矩形轮廓上的轮廓线就是切面位置 
· 过轮廓线的端点作垂直于该初始面的线与平行的初始面相交，连接交点，得到切割面轮廓 

② 接下来，求该截面与现有形体各面的交线 
   · 先求切割面与初始面的交线，它们就是前面得到的切割面轮廓的一部分 
   · 找交线先找交点，注意每条交线的端点同时也是另一条交线的端点 
   · 如果形体面与切割面都垂直于某一个面，则它们的交线一定垂直于该面 
   · 找不到 2 个交点时，可将该形体面和切割面扩充至与初始面产生交线，此时一定能找到 2 个交点 
· 如果多个视图方向都要作切割，优先切外轮廓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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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面的轮廓与视图不同，为了使其相同，需要对形体作进一步切除 

首先扩充这个形体面： 

 
然后在其上画出图形： 

 
过这个图形的顶点作垂直于左视面的线，与左视面相交 

 
于是得到一个区域，只有切除该区域，才能让那块图形暴露出来： 

 
比对后发现两个视图都完全对应，于是得到立体，并画出主视图： 

 

 
  

总结：如何根据视图细节得到立体图 

· 锁定某视图上的一个面（最好是形状奇特的），在现有的立体图中找到可能与其对应的面 α  
① 如果面 α的形状与视图的面一致，则继续找下一个面 
② 如果面 α相比实际视图少了，扩充这个面 α，画出它应具有的图形 

过缺少的图形部分顶点，作垂直于当前视图平面的直线 
   与原始面相交，将得到一个区域，切除区域内的所有小形体 
③ 然后找下一个面，直到形体能和已知视图完全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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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圆柱切除的常见类型 
① 顶部切除 

               

 

              

 

             

 
 

 

 

  



Savia 工程图学 第 1 讲 第 8 页 

② 中部开孔 

                     

 
④ 圆柱切除的组合 

· 两侧开孔形状不一：通过视图分清两侧分别是哪个孔，不要画错 

 较大的孔为虚线 → 较大的孔在后方，较小的孔在前方 

 较大的孔为实线 → 较大的孔在前方，较小的孔在后方 

· 复合形状开孔（槽） + 圆柱孔孔径不一 

   将复合形状分解为圆孔和方孔（槽），圆柱孔按孔径分解成多段，分别与对应的开孔（槽）处理 

画出相贯线后将这些线连接，使其组成一个完整的相贯面 

  例 3   已知主视图和俯视图，求左视图 

 
解   从最初始的圆柱体开始切割 

     首先看这个圆柱的孔的情况，结合俯视图中的圆和正方形虚线，以及主视图中的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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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推测圆柱孔孔径不一（从上到下分别是大圆孔、小圆孔和方孔），此时可画出视图草稿 

 
     然后看圆柱面上的情况，结合特征图形（U 型、圆），可以看出 

     · 圆柱面上方 U 型槽面积小于虚线圆，因此圆孔在后，U 型槽在前 

       圆柱面下方的圆面积小于方形，因此圆孔在后，方孔在前 

     · 也就是以左视方向，左边上方开圆孔，下方开圆孔，右边上方开 U 型槽，下方开方孔 

     形体的剖面结构如图所示（初学者最好试着按照思路画一画立体图），接下来画视图 

 
     ① 左上方 

        将圆孔分成上下两部分，分别与不同大小的孔相贯： 

 
     ② 右上方 

        将 U 型槽分解为上方的方槽和下方的圆槽，方槽与大孔相贯，圆槽与小孔相贯： 

 
     ③ 左下方与右下方 

        参照开孔结构画法。这里需要注意中间是方孔，因此不能按照圆孔画相贯线 



Savia 工程图学 第 1 讲 第 10 页 

 
3.组合体的整体开孔 

  ① 一孔贯多体 

     要点：分别处理不同的相贯，然后组合相贯线 

                    

  ② 不规则阶梯孔 

     孔由多部分组成，每部分孔深不同，要点：一张图看形状，一张图看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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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视图解题步骤 

1.分解成简单基本体的组合 

  · 在已知视图上寻找特征图形，然后另一个视图中找到与其对应的图线，推测是哪个基本体 

    从而将形体分解为基本体的组合，此时可画出基本体的第三视图 

2.处理组合细节，画出基本立体图和第三视图 

  · 根据视图上各基本体对应图线的衔接的部分，判断组合的方式（包括堆叠、相贯、相切等） 

  · 根据分析结果画出简单的立体草图，同时在第三视图上处理组合细节 

3.逐个分析基本体及整体的处理 

  · 通过细节推断基本体经过了何种类型的切除，在画好的立体图上补充细节 

  · 若存在对整体的截切、开孔等操作，也遵循同样的流程 

  · 确认最终得到的立体图能够和已知视图完美匹配后，在第三视图上补充这些细节 

例 4 （16-17 秋冬，二）由所给的主、俯视图画出左视图（包含细虚线） 

 
解  ① 基本体识别 

       · 俯视图中看到两个同心圆，往主视图中对，发现对上了矩形，因此是通孔圆柱（1） 

 
       · 主视图中两个三角形，往俯视图中对，发现同样与矩形对应上，因此是三棱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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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视图中还有一个半圆，对应下来是矩形，因此是半圆柱（3） 

 
· 俯视图的大圆角矩形对应上去是一个矩形，因此是简单柱体（底板）（4） 

 
       由此识别出全部基本体，可以直接画出它们的第三视图 

 
② 基本体组合方式分析 

· 底板与其它基本体均有接触，且都为堆叠式接触 

  由于主视图中圆柱的孔并没有止于圆柱，在底板部分也有，判断该孔贯通了底板 

· 主视图中半圆柱与底板之间交界线消失，结合俯视图，判断半圆面与底板侧面齐平 

· 考虑俯视图中肋板的形状并不是矩形，因此肋板与圆柱发生了相贯 



Savia 工程图学 第 1 讲 第 13 页 

由此可画出立体图，并处理第三视图中的相贯细节： 

     
③ 基本体细节分析 

（1）通孔圆柱 

            考虑主视图中圆柱两侧的缺失的角，结合俯视图中的对应线，可判断出对应类型（见第 7 页） 

            同理，考虑主视图中圆柱上方缺失的半圆，可判断发生了顶部开圆槽 

 
（2）底板 

           考虑主视图中底板出现的凹槽，结合俯视图中对应的虚线，判断底板底部进行了完全的开槽  

 
· 通过以上步骤，最后我们得到了形体的真实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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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在第三视图上处理这些细节，得到最终答案 

 

 
 

温馨提示 

· 讲义中为了清晰表示，使用了粗黑线画中间视图 
  实际做题时请使用较淡的 2H、HB 铅笔，防止画错了擦不干净 
  全部画完后，再用 2B铅笔将最终视图描出来 
· 同时讲义中为了清晰表示，每一步的图中都删去了上一步的辅助线 
  实际做题时请保留全部辅助线，这是阅卷的给分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