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编：薛  刚　张诗韵

编    著：薛  刚　费  飞

编辑出版： 

地    址：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邮编  100735

网    址：www.renmei.com.cn

电    话：设计艺术编辑室：(010)65122584

                     发 行 部：(010)65252847  邮购部：(010)65229381  

责任编辑：吉  祥

责任校对：马晓婷　文    娅

装帧设计：张子健  

责任印制：赵  丹  

制版印刷：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889 毫米 ×1194 毫米  1/16  印张：10

印    数：2001-4000

ISBN  978-7-102-05482-7

定    价：48.00 元

高 等 教 育“ 十 二 五” 全 国 规 划 教 材

中 国 高 等 院 校 设 计 专 业 系 列 教 材   

产品设计二维表现技法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联系调换。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产品设计二维表现技法 / 薛刚、费飞编著 .-- 北京 : 
人民美术出版社 , 2011.3 （2012.9 重印）
    ISBN 978-7-102-05482-7

    Ⅰ . ①产… Ⅱ . ①薛… ②费… Ⅲ . ①二维－工业产
品－计算机辅助设计 Ⅳ . ① TB47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2742 号



产品设计二维表现技法

肇始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教育界积极引入西方先进的思想体系，形成现代的教育理

念。这次运动涉及范围之广，不仅撼动了中国文化的基石——语言文字的基础，引起汉语拼音和简化字的

变革，而且对于中国传统艺术教育和创作都带来极大的冲击。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等一批文化艺术改

革的先驱者通过引入西法，并以自身的艺术实践力图变革中国传统艺术，致使中国画坛创作的题材、流派

以及艺术教育模式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新中国的艺术教育最初完全建立在苏联模式基础上，它的优点在于有了系统的教学体系、完备的教育

理念和专门培养艺术创作人才的专业教材，在中国艺术教育史上第一次形成全国统一、规范、规模化的人

才培养机制，但它的不足，也在于仍然固守学院式专业教育。

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艺术教育再一次面临新的变革，随着文化产业的日趋繁荣，艺术教育不只

针对专业创作人员，培养专业画家，更多地是培养具有一定艺术素养的应用型人才。就像传统的耳提面

命、师授徒习、私塾式的教育模式无法适应大规模产业化人才培养的需要一样，多年一贯制的学院式人才

培养模式同样制约了创意产业发展的广度与深度，这其中，艺术教育教材的创新不足与规模过小的问题尤

显突出，艺术教育教材的同质化、地域化现状远远滞后于艺术与设计教育市场迅速增长的需求，越来越影

响艺术教育的健康发展。

人民美术出版社，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家级美术专业出版机构，近年来顺应时代的要求，在广

泛调研的基础上，聚集了全国各地艺术院校的专家学者，共同组建了艺术教育专家委员会，力图打造一批

新型的具有系统性、实用性、前瞻性、示范性的艺术教育教材。内容涵盖传统的造型艺术、艺术设计以及

新兴的动漫、游戏、新媒体等学科，而且从理论到实践全面辐射艺术与设计的各个领域与层面。

这批教材的作者均为一线教师，他们中很多人不仅是长期从事艺术教育的专家、教授、院系领导，而

且多年坚持艺术与设计实践不辍，他们既是教育家，也是艺术家、设计家，这样深厚的专业基础为本套教

材的撰写一变传统教材的纸上谈兵，提供了更加丰富全面的资讯、更加高屋建瓴的教学理念，使艺术与设

计实践更加契合的经验——本套教材也因此呈现出不同寻常的活力。

希望本套教材的出版能够适应新时代的需求，推动国内艺术教育的变革，促使学院式教学与科研得以

跃进式的发展，并且以此为国家催生、储备新型的人才群体——我们将努力打造符合国家“十二五”教育

发展纲要的精品示范性教材，这项工作是长期的，也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出版宗旨所追求的。

谨以此序感谢所有与人民美术出版社共同努力的艺术教育工作者！　

总  序

社长
中国美术出版总社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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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述

第二章
形态形体特征和材质表现

基本形体的训练
典型形体的漫反射材质表现
典型形体的镜面反射材质表现
典型形体的镜面折射材质表现

各类材质介绍
材质视觉特征

倒角、倒棱
连接与相贯
切割与弯曲
材质拟化设定

产品形体
形体认知
几何学形体

2. 材质类型与基本分析

3. 典型形体与基本材质表现

4. 形体组合与材质拟化表现

1. 形体特征与典型分析

●教学重点
形体特征与典型分析
材质类型与基本分析

●学习难点
典型形体于基本材质表现

●学时计划
课内合计学时：24 学时（其中理论 12 学时，实验 12 学时）
课外研修学时：20~4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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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几何精神——形体特征与典型分析

一、产品形态的形体

产品是我们的人造物，是人化的形态，其形体是

人们的意志反映。也就是说产品形体反映产品观念，

表现人们的造物意志和思想形式。在表现产品形态

的形体时，需要思考产品形体所表现的内容具体是什

么。有反映产品结构信息的产品结构形体，有表现产

品造型特征和外形效果的产品外形形体，有展现产品

成型信息的产品成型形体等。

二、形体认知

产品形态的形体是我们认识纷繁多样形体的一

种，由于人们主体的差异和认识方法途径的多样性，

人们对形体的认识出现许多角度，形体分析也呈现

许多类型。有形体透视几何和结构分析的理性认知，

有形体完型和感觉联想的感性认知，有形体空间关

系和视角等视觉经验的社会认知，有形体抽象概括

和主体特征的符号认知。认知形态的形体需要从物

 基本形体

 衍生形体

  产品形体

基本形体至产品形体的衍变 产品形体分类

产品外形形体图

产品结构形体图

产品成型形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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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形体的情理认知可以从形体的认识主体（人）

的思维模式、审美情趣和体验感受等内容的认知。形

态的形体在几何学（物理）中有点、线、面、体的设定，

各类具体的形体分析设定和“公理”、“定理”、“定义”

等规定。例如：“点”的定义是“不可再分割的图形”，

点只有位置，没有大小。形态的形体在人的生活（事

理或情理）中，依据物理知识和经验分类点状、线状、

面板、体块等设定，又在生活体验的具体参照下点可

以成体 ,面和体也可形成点或线。例如：一颗豆子，

在地面上是个“点”，在勺子里是“体”。又如面的

认知，“平面”是感觉平整的表面，“单曲面”是波动、

平滑的表面，“双曲面”是光顺、光滑、凹凸柔顺的

表面。

理、事理、情理三个角度进行分析认识。物理是指

从自然角度、物质本身关系分析，我们形成了自然

科学体系；事理是指从社会角度、事件成因关系分

析，我们也形成了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学科；

情理则指从人内心角度、情感关系认识分析，我们

有哲学、心理学、美学等思想知识体系。这三个角

度是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的。

需要指出的是，物理是基础认知，事理和情理是在

物理基础上发生和延展的，情理时常胶着在事理中，

情理和事理又影响着物理的判断和认知。形态的形体

的物理认知可以从形体的几何特性、数理关系和力

学分析等内容的认知；形态的形体的事理认知可以

从形体的社会时空设定、群体组织和系统关系等内容

形体的造型、色彩、材质最

先被人的视觉所认知，其次

是听觉、触觉方面的认知，

人们才能够对形体产生情感

体验。

自然形态转化

对形体的理性认知主要是结

构与功能。分析结构和功能

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由结

构转化达到功能转化，新功

能刺激新结构产生。

社会认知的过程既是根据认

知者的过去经验及对有关线

索的分析而进行的，又必须

通过认知者的思维活动来进

行的。

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

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它可

以包括以任何形式显示全部

现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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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应贯穿每张素描作业的始终，一旦发现问

题，都应围绕着结构明确、轮廓正确而进行。

透视作图

透视学属于自然科学、理科范畴。把这种数理逻

辑很强的知识用到美术中，主要是用它的规律为我们

造型和构图提供依据，为绘画艺术服务。在真实景象

面前，这种变形显现就会十分明显。这是因为，真实

的空间是三维的，有高度、宽度和深度，而画面则是

二维的平面。在二维的平面上表现三维的立体空间，

就非要按照透视变形的法则来缩减纵深面或适当调

节它的倾角。透视有三种表现方法 : 线透视、色彩

透视、消逝透视。

三、几何学形态的形体

在我们学习过程中，形态的形体的几何学是我们

分析形体的主要入门知识。在产品涉及的二维表达技

法中，我们主要依据素描几何体和结构、透视作图和

数学建模这三类知识进行分析和认知。

素描几何与结构

几何形体是最基本的形体，结构呈现立体的、内

在的实体，它的构成方式简单、明确。同时也决定着

形体外在的轮廓的特点和它的存在形态。结构和轮廓

是一切形体存在根本，而轮廓则是结构的外在表现形

式，轮廓的特点又取决于结构特点。从概括出来的内

部结构几何形体开始画，画到看得见的外部轮廓结

束。要用内部结构来证明你画的外部轮廓的准确性。

素描几何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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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建模

数学建模是指通过 3D软件来模拟建造造型实体。

计算机成型的思维与我们绘画成型存在巨大的区别。

无论手绘还是手工雕塑成型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理解

的方式造型，而计算机成型与产品实际加工成型密切

相关。通过对数学成型的学习，可以使我们了解真正

的生产加工成型工艺，对于我们对造型的再创造大有

益处。

各种 3D 软件的成型思维又各不相同，这需要我

们对每一个 3D 软件都要了解。

max 的 nurbs 太弱了，主要是多边形建模，形体

的修改其实是很方便的，做单纯的效果图可以，但是

用于产品建模的话还是有局限性。多边形建模好像是

捏塑一样，靠控制节点来抻拽出预想的造型，偶然性

非常大，不适合产品设计，一方面细节达不到标准，

另一方面就是尺寸难以控制。因此，3Dmax 的建模思

路与人造物的方法是十分相近的。

渲染功能还是很强的，对于产品设计来说，max

多用于渲染。

透视作图 数学建模——3D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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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INO 可以创建、编辑、分析和转换 NURBS曲线、

曲面和实体，并且在复杂度、角度和尺寸方面没有任

何限制。

创建曲线：通过控制和编辑点、操纵条、光滑处

理、修改角度，增 /减结、增加扭结、重建等对曲线

的调节控制操作，得到理想的曲线，但这只是 RHINO

建模的准备阶段，线是为了最终要的曲面所做的准

备。

创建曲面三点或四点生成面、三条或四条生成

面、二维曲线成面、矩形成面、挤压成面、多边形成面、

沿路径成面、旋转、线旋转等命令编辑曲面。

Pro/E 是基于形体特征的实体模型化系统，工程

设计人员采用具有智能特性的基于形体特征的功能

去生成模型，如腔、壳、倒角及圆角，作者可以随意

勾画草图，轻易改变模型。这一功能特性给工程设计

者提供了在设计上从未有过的简易和灵活。

参数化设计。相对于产品而言，我们可以把它

看成几何模型，而无论多么复杂的几何模型，都可

以分解成有限数量的构成特征，而每一种构成特征，

都可以用有限的参数完全约束，这就是参数化的基

本概念。  

基于特征建模。Pro/E 是基于特征的实体模型化

系统，工程设计人员采用具有智能特性的基于特征

的功能去生成模型，如腔、壳、倒角及圆角，您可

数学建模——RH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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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随意勾画草图，轻易改变模型。这一功能特性给

工程设计者提供了在设计上从未有过的简易和灵活。 

　　单一数据库。Pro/Engineer 是建立在统一基层

上的数据库上，不像一些传统的 CAD/CAM 系统建立

在多个数据库上。所谓单一数据库，就是工程中的

资料全部来自一个库，使得每一个独立用户在为一

件产品造型而工作，不管他是哪一个部门的。换言之，

在整个设计过程的任何一处发生改动，亦可以前后

反应在整个设计过程的相关环节上。这种独特的数

据结构与工程设计的完整的结合，使得一件产品的

设计结合起来。这一优点，使得设计更优化，成品

质量更高，产品能更好地推向市场，价格也更便宜。

数学建模——PR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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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图表列出常见的八种材质：

石膏、金属、塑料、玻璃、木材、石材、皮革、橡胶。

第二节
表面花样——材质类型与基本分析

一、各类材质介绍：

简单地说就是物体看起来是什么质地。材质可以

看成是材料和质感的结合。在渲染程式中，它是表面

各可视属性的结合，这些可视属性是指表面的色彩、

纹理、光滑度、透明度、反射率、折射率、发光度等。

正是有了这些属性，才能让我们识别三维中的模型是

什么做成的，也正是有了这些属性，我们电脑三维的

虚拟世界才会和真实世界一样缤纷多彩。

材质 材质例图 例图情感体验 情感体验

石 膏：在 视
觉上给人以
文 雅 秀 美、
朴素无华的
感觉。

木 材：自 然
纯 朴， 返 璞
归真。

金 属：或 明
暗 清 晰， 干
净 利 落， 或
光 泽 均 匀，
沉稳内敛。

石 材：浑 厚
坚 硬， 天 然
凝重。

塑 料：性 情
百 变， 感 情
丰 富， 但 廉
价、 轻 薄 的
品质始终留
存。

皮 革：浑 厚
沉 稳， 严 肃
庄 重， 高 档
奢华。

玻 璃：纤 细
伶 俐， 精 密
严 谨， 或 混
沌 神 秘， 或
坚实明澈。

橡 胶：功 能
特 点 明 确，
稳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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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入射角）相等，且入射波、反射波，及平面法线

同处于一个平面内。

光的折射与光的反射一样都是发生在两种介质

的交界处，只是反射光返回原介质中，而折射光则

进入到另一种介质中，由于光在两种不同的物质里传

播速度不同，故在两种介质的交界处传播方向发生变

化，这就是光的折射。注意：在两种介质的交界处，

既发生折射，同时也发生反射。反射光光速与入射光

相同，折射光光速与入射光不同。

二、材质视觉特征：

漫反射材质表现

镜面反射材质表现

透射（折射）材质表现

漫反射，是投射在粗糙表面上的光向各个方向反

射的现象。当一束平行的入射光线射到粗糙的表面

时，表面会把光线向着四面八方反射，所以入射线

虽然互相平行，由于各点的法线方向不一致，造成反

射光线向不同的方向无规则地反射，这种反射称之为

“漫反射”或“漫射”。

镜面反射是指反射波（电磁波、声波、水波）有

确定方向的反射，其反射波的方向与反射平面的法线

夹角（反射角）与入射波方向与该反射平面法线的夹

漫反射表面温润宁

静，多用于功能性

强的物品上。

镜面反射表面华丽

精密，更倾向审美

方面的满足。

折射材质的运用是

基于功能与审美两

个方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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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体 (平面 )-- A 漫反射

解析图 (示意线稿 )
概括明暗变化、表述运笔方向
整体渐变
近视距对比强
近光源对比强
入射角锐，对比强

方体产品图片
呈现方体形状、表面平面的漫反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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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体漫反射马克笔手绘图 1
对漫反射方体进行马克笔手绘
表现黑白灰三大面和五大调的基本关系
马克笔色度展现光影的变化

方体漫反射马克笔手绘图 2
背景与投影的概括处理

方体漫反射马克笔手绘图 3
表现方体造型细节和表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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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 (单曲面 )-- A 漫反射

圆柱产品图片
呈现圆柱体形状、表面平面的漫反射特征

解析图 (示意线稿 )
概括明暗变化、表述运笔方向
整体渐变
曲面上明暗过渡细腻
近视距对比强
近光源对比强
入射角锐，对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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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形态形体特征和材质表现

圆柱漫反射马克笔手绘图 1
对漫反射圆柱进行马克笔手绘
表现黑白灰三大面和五大调的基本关系
马克笔色度展现光影的变化

圆柱漫反射马克笔手绘图 2
背景与投影的概括处理

圆柱漫反射马克笔手绘图 3
表现圆柱造型细节和表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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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体 (双曲面 )-- A 漫反射

球体产品图片
呈现圆柱体形状、表面平面的漫反射特征

解析图 (示意线稿 )
概括明暗变化、表述运笔方向
整体渐变
曲面上明暗过渡细腻
近视距对比强
近光源对比强
入射角锐，对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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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体漫反射马克笔手绘图 1
对漫反射圆柱进行马克笔手绘
表现黑白灰三大面和五大调的基本关系
马克笔色度当然控制展现光影的变化

球体漫反射马克笔手绘图 2
背景与投影的概括处理

球体漫反射马克笔手绘图 3
表现圆柱造型细节和表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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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体 (平面 )-- B 镜面反射

方体产品图片
呈现圆柱体形状、表面平面的镜面反射特征

解析图 (示意线稿 )
概括明暗变化、表述运笔方向
跳跃变化
等比对称镜像
近视距对比强
近光源对比强
入射角锐，对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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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体镜面反射马克笔手绘图 1
对镜面反射方体进行马克笔手绘
表现黑白灰三大面和五大调的基本关系
马克笔色度展现光影的变化

方体镜面反射马克笔手绘图 2
背景与投影的概括处理

方体镜面反射马克笔手绘图 3
表现方体造型细节和表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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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 (单曲面 )-- B 镜面反射

圆柱产品图片
呈现圆柱体形状、表面平面的漫反射特征

解析图 (示意线稿 )
概括明暗变化、表述运笔方向

跳跃变化
压缩随形扭曲镜像，
近视距对比强
近光源对比强
入射角锐对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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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镜面反射马克笔手绘图 1
对镜面反射圆柱进行马克笔手绘
表现黑白灰三大面和五大调的基本关系
马克笔色度当然控制展现光影的变化

圆柱镜面反射马克笔手绘图 2
背景与投影的概括处理

圆柱镜面反射马克笔手绘图 3
表现圆柱造型细节和表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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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体 (双曲面 )-- B 镜面反射

球体产品图片
呈现球体形状、表面平面的镜面反射特征

解析图 (示意线稿 )
概括明暗变化、表述运笔方向
跳跃变化
压缩随形扭曲镜像
镜像全方位空间内景物
没有明确的三大面关系
也没明确的明暗交界线 (面 )
镜像的天际线或地平线成为对比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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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体镜面反射马克笔手绘图 1
对镜面反射球体进行马克笔手绘
表现黑白灰三大面和五大调的基本关系
马克笔色度展现光影的变化

球体镜面射马克笔手绘图 2
背景与投影的概括处理

球体镜面射马克笔手绘图 3
表现球体造型细节和表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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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体 (平面 )-- C 折射（透射）

方体产品图片
呈现方体形状、表面平面的折射（透射）特征

解析图 (示意线稿 )
折射 (透射 )见被遮挡物
折射率使透视景物位移
轮廓外形体明确
转折处多高光和散射
一定量的等比对称镜像
整体高亮色调



43产品设计二维表现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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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体折射透射马克笔手绘图 1
对折射透射方体进行马克笔手绘
表现黑白灰三大面和五大调的基本关系
马克笔色度展现光影的变化

方体折射透射马克笔手绘图 2
背景与投影的概括处理

方体折射透射马克笔手绘图 3
表现方体造型细节和表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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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 (单曲面 )-- C 折射（透射）

圆柱产品图片
呈现圆柱体形状、表面平面的折射（透射）特征

解析图 (示意线稿 )
概括明暗变化、表述运笔方向
折射 (透射 )见被遮挡物
折射率使透视景物位移
凸镜放大现象
轮廓外形体明确
转折处多高光和散射
一定量的压缩随形扭曲镜像
整体高亮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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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反射折射马克笔手绘图 1
对反射折射圆柱进行马克笔手绘
表现黑白灰三大面和五大调的基本关系
马克笔色度展现光影的变化

圆柱反射折射马克笔手绘图 2
背景与投影的概括处理

圆柱反射折射马克笔手绘图 3
表现圆柱造型细节和表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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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体 (双曲面 )-- C 折射（透射）

球体产品图片
呈现球体形状、表面平面的折射（透射 )特征

解析图 (示意线稿 )
概括明暗变化、表述运笔方向
折射和反射变化双像叠加
一定量的压缩随形扭曲反射
镜像全方位空间内景物
折射 (透射 )被遮挡物成倒像
近处放大 /远处缩小
底部受光透亮
投影聚光成焦和焦散
整体高亮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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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形态形体特征和材质表现

球体折射透射马克笔手绘图 1
对折射透射球体进行马克笔手绘
表现黑白灰三大面和五大调的基本关系
马克笔色度展现光影的变化

球体折射透射马克笔手绘图 2
背景与投影的概括处理

球体折射透射马克笔手绘图 3
表现球体造型细节和表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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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基准归纳——典型形体与基本材质表现

形体与材质列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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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形态形体特征和材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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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圆的大小要适中，控制在直径 6cm—7cm；

4. 在落笔之前，笔先不要在纸上画线，而是要

空旋几下，以调整笔的轨迹；

5. 画圆的线开始会很粗，也就是说会画很多笔

才能画准，但只要不断坚持，画出的线会越来越细，

线条越来越少，表明画得准了。

（二）椭圆的训练

椭圆因角度的变化而产生透视感，而透视的作用

使得椭圆在空间中出现近大远小，近宽远窄的透视感

觉。

1. 首先在纸面上画几条成消失状的线段；

2. 而后沿着两线段的中间部分由近及远画去；

3. 排列椭圆时要注意每个圆之间的透视变化关

一、基本形的训练

技能性的训练要从基础练起，因设计草图的特性

和要求，我们也必须从基本形练起。包括：

1. 正圆的训练

2. 椭圆的训练

3. 渐变椭圆与透视关系的训练

4. 圆套圆的训练

5. 组合形状的训练

6. 特定形态的训练

（一）正圆的训练

1. 在纸面上先画一个正方形；

2. 提笔在正方形内边缘进行环绕，注意圆的线

条流畅，运笔速度要适中；

正圆练习

椭圆练习

透视圆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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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三）渐变椭圆与透视关系的训练

方法一：

1. 先画两条对应的有透视变化的弧形曲线，使

其成透视的带状形。

2. 再在弧形带状型上由右向左上方依次排列画

椭圆。

3. 注意运用画正圆的方法。

方法二：

1. 先在纸面上画两条成消失状的直线。

2. 按照由近及远的次序画椭圆。

3. 注意椭圆转弯时的形态透视变化，不要画成 V

形尖梭状。

方法三：

1. 先画两条有透视变化的纽带弧曲线。

2. 按照由前向后的顺序依次画椭圆，其要求同

方法一。这里要注意的是椭圆与椭圆的透视关系。

3. 可以在上面加一些辅助的消失线，以说明椭

圆与椭圆之间的变化关系。

方法四：

1. 先画一个圆台。

2. 在上椭圆内侧中心再画一个小椭圆，同时把

透视关系判断准确，就此上椭圆的内凹面便出现了。

3. 接下来再在其内凹面上画排列的椭圆孔。

4. 按画内凹孔的方法，在柱体上沿其外围再画

凹孔。

空间中心圆 同心圆、套圆练习

组合特定组合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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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组合形状的训练

（六）特定形态的训练

在产品造型实践中，产品造型是标准的几何体很

少见到，绝大多数是特殊形体，或是自由形态，但是

我们记住这样一条准则，即任何自由形体都是由基本

几何形体衍生过来的。因此，我们先画出能够产生该

自由形体的几何形体，然后通过以上几种方法将其分

割、镶嵌，逐渐获得想要的造型。

二、典型形体的漫反射材质表现

木材、石膏材质的方体、圆柱体、球体漫反射表

现

（四）圆套圆的训练

画圆套圆的关键是：要先对所表现的椭圆形态有

一个设想，也就是说先想清楚圆与圆之间的相互结合

与透视关系。

同心圆练习是将椭圆变形、切割、搭接、镶嵌而

得来的。同时又采用椭圆套椭圆的方法，在这两个形

态中还可以看到利用椭圆套椭圆排列所形成的倒置

凹孔和凸起椭圆形态。

套圆表现的是利用椭圆套椭圆的方法勾画的小

产品实物，由于椭圆弧度的处理，使得有的形体看上

去比较厚重，有的则比较轻薄，有的感觉有尖锐的 R

角，有的感觉有较平缓的曲面。加之断面辅助线的巧

妙处理与配合，这些产品造型的生动形象跃然纸上。

特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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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典型形体的镜面反射材质表现
金属材质的方体、圆柱体、球体镜面漫反射表现

四、典型形体的折射材质表现
玻璃材质的方体、圆柱体、球体的折射 /透射表

现

漫反射组合体

镜面反射组合体

透明材质组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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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角在二维表现中注意的问题：

1. 视觉上的变化；

2. 形体表面的受光效果的变化；

3. 倒圆角的立方体的阴影的变化；

4. 产品倒角的意义。

第四节
组合繁衍——形体组合与材质拟化表现

一、倒角、倒棱（“R”）：

从表面视觉感受到工程需要，逐层分析说明倒

角的审美与工艺的意义。

“倒角”是机械工程上的术语。比如说在一块

木板上钻眼 , 完成后孔壁和板面为 90 度直角。倒角

就是在那个 90 度的棱上面再做一个一般为 45 度的

小平面 , 这样这个平面和内壁 , 或者和板面之间就

都是 45 度了。这样做的好处是使在向孔里插东西的

时候不至于被卡住 ,更方便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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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当两圆柱直径不等相贯时，相贯线是围绕小圆

柱的空间曲线。又由于大圆柱的侧面投影积聚为圆，

小圆柱的水平投影积聚为圆，因而相贯线的侧面投影

和水平投影都与圆重合，可在已知的圆上定出相贯线

上的点，根据点的两投影作出第三投影。

（二）辅助平面法

以平面为辅助截面，同时与两相贯体相交，求公

共点的方法称辅助平面法。当两相贯体的相贯线不能

用积聚法直接画出时，则需要选择该方法求解。

（三）相贯线投影的特殊情况

一般情况下，两回转体相贯的交线为空间曲线，

但在特殊情况下其相贯线可能是平面曲线或直线。

二、连接与相贯（加法）

相贯体是指两个物体相交所组成的新的物体。两

个物体的相交称为相贯。相贯所形成的表面楞线称为

相贯线。

研究立体相交的问题 ,主要是求作其相贯线。由

于立体的形状、大小及相互位置的不同 ,相贯线的形

状也各不相同 ,可能是由一些直线段组成。

两回转体相贯时，相贯线的形状一般为封闭的空

间曲线。特殊情况下是平面曲线或直线。根据相贯线

的几何性质不同，可采用以下几种作图方法。

（一）积聚性法

积聚性法用于两圆柱正交，投影积聚为圆的情



第
二
章  
形
态
形
体
特
征
和
材
质
表
现

56

产品设计二维表现技法

三、切割与弯曲（减法）

当人们追求明快的结构感以及视觉的形体强度

时，会选择球体、立方体等基本形态造型。这些基本

形体的特征是简洁的外观和丰富的对称性。基于基本

形体的美感魅力，对于立体构成而言，基本形态是很

重要的。在生活中，如：砂堆、箱子、各类球等随处

可见。基本形的加工方法也很多，如：钻孔、切削、

组合等。将球体均等切开，保持其对称性的同时，在

球体外切削一些平面，则会产生球形多面体。

在人为的造型当中，有许多形似标准的几何形

体，这是构筑较大造型时所必要的形体。在生理上给

人以舒适的感觉，被广泛地应用于设计当中。

四、材质拟化设定

色彩、反射值、透明度、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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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与训练 2

作业1：形体造型特点表现

作业（实验）类型：基础作业（实验）

作业（实验）目标：从平面、单曲面、双曲面到组合

形体的循序训练单线与透视的表现能力

作业（实验）要求：完成 A3 幅面，40 张稿的练习

作业（实验）内容：用单线表现形体造型特点

作业（实验）评价：单线的熟练、透视作图的准确、

形体分析的有效、表现的快速

评价内容主题

 勾画直线

  石膏

  木材

  皮革

  金属

  玻璃

水 平 线、 垂
直 线， 匀 称
平 行， 两 端
收放自如

连线游戏

过两个目标
点 连 直 线，
过三个目标
点连光顺曲
线

徒手图形

快 速、 准 确
地徒手勾画
正 方 形、 正
三 角 形、 正
圆、 椭 圆 等
几何图形

透视主题

手机的立体
场景的透视
图， 熟 悉 视
高、 视 距 的
选择

作业 2：材质类型分析表现

作业（实验）类型：基础作业（实验）

作业（实验）目标：各类材质光反应特点的分析和模

拟色彩、质地、肌理

作业（实验）要求：完成 A3 幅面，20 张稿的练习

作业（实验）内容：利用马克笔表现材质

作业（实验）评价：材质特征、光学特征、视觉特点、

分析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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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面
 ( 方体）

    倒角
       与
     倒棱

  连接
     与
    相贯

  分割
     与
    弯曲

  材质
    比拟

  漫反射
 ( 石膏）

  镜面反射
   ( 金属）

    折射
   ( 玻璃）

  单曲面
 ( 圆柱体）

  双曲面
 ( 球体）

作业 3：典型形体与基本材质的结合

作业（实验）类型：基础作业（实验）

作业（实验）目标：对典型方体、圆柱体、球体等几

何体的漫反射、镜面反射、折射材质的分析表现

作业（实验）要求：完成 A3 幅面，40 张稿的练习

作业（实验）内容：表现形体与材质之间的关系

作业（实验）评价：形体特征、材质特征、表现关系，

技法熟练

作业 4：形体组合与材质拟化表现

作业（实验）类型：综合 /研究型作业（实验）

作业（实验）目标：形体组合分析和材质混合表现的

训练

作业（实验）要求：完成 A3 幅面，40 张稿的练习

作业（实验）内容：从形体的倒角和倒棱（“R”）、

连接与相贯、分割与弯曲和材质设定差异等方面进行

形体组合分析和材质混合表现

作业（实验）评价：形体特征、分析理解、具体差异、

组合关系、技法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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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传凯（Carl Liu）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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