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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轴测图的基本概念及正等测图和斜二测图的作图方法，重点掌握正等测图

的画法。轴测图虽是工程中一种辅助图样，但其运用范围广泛，是工程技术人员必须掌

握的一种表达方法。 
轴测图是轴测投影图的简称，它具有直观性好的特点，但由于只能沿轴向度量，且

作图比较复杂，因此，在工程上一般仅作为辅助图样。掌握了轴测图的画法，能更好地

进行技术交流，也将有助于对物体多面正投影图的理解。 

5.1  轴测图概述 

5.1.1  轴测图的形成 

轴测图是应用轴测投影的方法而得到的具有立体感的图样，它是将物体连同确定其

空间位置的直角坐标系，沿不平行于任一原基本投影面的方向，用平行投影法将其投射

在单一投影面上所得到的图形，如图 5-1 所示。为了使轴测图具有较好的直观性，在选取

投影方向时，不应使之与物体上的任何一坐标平面（XOY、YOZ、ZOX）平行，以避免这

些平面的轴测投影转化为直线，从而损害轴测图的直观性。 
 

 
图 5-1 轴测图的形成 

5.1.2  轴测图术语 

轴测投影面：生成轴测图的投影面称为轴测投影面，如图 5-1 所示的 P 面。 
轴测轴：直角坐标轴 OX、OY、OZ 在轴测投影面上的投影 O1X1、O1Y1、O1Z1。 
轴间角：轴测轴之间的夹角∠X1O1Y1、∠Y1O1Z1、∠Z1O1X1称为轴间角。 
轴向伸缩系数：轴测轴上单位长度与空间坐标轴上单位长度的比值，称为轴向伸缩

系数。如图 5-1 所示，图中 O1A1、O1B1、O1C1，分别是坐标轴 OX、OY、OZ 上 OA、OB、
OC 的轴测投影，则有 

OX 轴轴向伸缩系数 1 1O Ap
O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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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Y 轴轴向伸缩系数 1 1O Bq
OB

=  

OZ 轴轴向伸缩系数 1 1O Cr
OC

=  

5.1.3  轴测投影的特性 

由于轴测图是用平行投影法形成的，因此它具有平行投影的全部特性。下面两点规

律在画轴测图时经常使用。 
（1）相互平行的两条直线的轴测投影仍然相互平行。立体上平行于直角坐标轴的线

段，其轴测投影必平行于相应的轴测轴。 
（2）立体上两平行线段或同一直线上的两线段长度之比，在轴测投影中保持不变。 
根据轴测投影的特性，平行于坐标轴的直线段，按轴向变形系数的大小，便可准确

地画出相应线段的轴测投影长度。因为轴测图沿轴向具有良好的度量性，故称之为“轴

测”图。与坐标轴不平行的线段不能直接量测和绘制。 

5.1.4  轴测图的分类 

轴测图可分为正轴测图和斜轴测图两大类。 

1. 正轴测图 

投射线垂直于轴测投影面。根据轴向伸缩系数的不同，又分为 3 种类型。 
（1）当 p = q = r 时，称为正等轴测图（简称正等测图）。 
（2）当 p = q≠r 或 p≠q = r 或 p = r≠q 时，称为正二等轴测图（简称正二测）。 
（3）当 p≠q≠r 时，称为正三轴测图（简称正三测）。 

2. 斜轴测图 

投射线倾斜于轴测投影面。根据轴向伸缩系数的不同，也分为 3 种，但常用的是 p = 
r≠q 的斜二等轴测图（简称斜二测）。 

国家标准《机械制图》规定了常用的 3 种轴测图，分别是正等测、正二测和斜二测，

如图 5-2 所示。在工程上使用较多的是正等测和斜二测，以下只介绍正等测和斜二测轴测

图的画法。 
 

 
图 5-2 常用轴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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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正等轴测图的画法 

5.2.1  正等轴测图的轴间角和轴向伸缩系数 

正轴测图的投射线与轴测投影面垂直，且在同一轴测投影面上同时反映物体 3 个坐

标面方向的形状，所以必须使轴测投影面与空间直角坐标轴均成倾斜位置，而且根据正

等轴测图的轴向伸缩系数 p=q=r，则空间坐标轴 OX、OY、OZ 对轴测投影面处于倾角都

相等的位置。由初等几何可以证明，三个坐标轴对轴测投影面的倾角均为 35°16′，经轴

测投影后，轴间角∠X1O1Y1=∠Y1O1Z1=∠Z1O1X1=120°，如图 5-3（a）所示。各轴向伸缩

系数 p=q=r=cos35°16′=0.82，这说明平行于坐标轴的线段经轴测投影变为原来的 0.82 倍。

图 5-3（b）为边长= l 的立方体的正等轴测图，其各边均缩短为 0.82l。既然各个方向的轴

向伸缩系数都相同，而轴向伸缩系数的大小只改变图形的大小，并不会改变其形状，因

此为作图简便，通常把 3 个方向的轴向伸缩系数同时放大使其均与原长相等，即 3 个方

向均增大 1/0.82≈1.22 倍，使 p=q=r=1，这样画轴测图就可以从原物体上直接量取长度作

图了。这时轴测图的形状不变，只是大小发生了变化。在实际绘制正等轴测图时，均采

用 p=q=r=1 的简化伸缩系数画法，如图 5-3（c）所示。 
 

  
图 5-3 不同轴向伸缩系数的正等轴测图 

5.2.2  正等轴测图的画法举例 

1. 平面立体的正等轴测图 

【例 5-1】 根据图 5-4（a）所示正四棱柱三视图，绘制其正等轴测图。 
分析：从正四棱柱的主、俯视图可知，正四棱柱的顶面和底面是水平面，水平投影

反映四棱柱顶面、底面的实形。在正等轴测图中，顶面可见，底面不可见，为减少作图

线，坐标面 XOY 宜选在顶面上，且原点选右后方的顶点。 
作图： 
（1）画出轴测轴 O1X1、O1Y1、O1Z1，如图 5-4（b）所示。 
（2）在 O1X1轴取 40，O1Y1 轴取 30，如图 5-4（c）所示。 
（3）在 O1Z1轴方向取 15，如图 5-4（e）所示。 
（4）分别作平行线得四棱柱前棱面，如图 5-4（f）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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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样作平行线得四棱柱左棱面，完成四棱柱正等轴测图，如图 5-4（g）所示。 
 

 
图 5-4  正四棱柱正等轴测图作图步骤（使用简化轴向伸缩系数） 

【例 5-2】 根据图 5-5（a）所示三视图，绘制它的正等轴测图。 
 

 
图 5-5 切割体正等轴测图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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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首先从三视图分析来看，这是一个切割体。基本体是一个长方体（四棱柱），

它首先是被一个水平面和一个正垂面所截，然后在左半中间切去一个方槽，在右半顶部

切去一个楔槽。对这种切割体，通常先将物体完整的基本体轴测图画出来，然后再相继

画出被切割后的形状。 
作图： 
（1）坐标原点定在右后下角。画出轴测轴，如图 5-5（b）所示；画出四棱柱的轴测

图，如图 5-5（c）所示。 
（2）在长方体上截去左上侧一角，如图 5-5（d）所示。 
（3）在左下侧开槽，如图 5-5（e）所示；在右上侧开槽，如图 5-5（f）所示。 
（4）擦去作图线，整理、加粗，如图 5-5（g）所示。 

2．圆柱体正等轴测图画法 

1）平行于坐标面的圆的正等轴测投影 
由于坐标面倾斜于轴测投影面，因此三个坐标面上（或平行于坐标面）的圆的轴测

投影均为椭圆。平行于 XOY 面的椭圆长轴垂直于 Z 轴，平行于 YOZ 面的椭圆长轴垂直于

X 轴，平行于 XOZ 面的椭圆长轴垂直于 Y 轴，如图 5-6 所示。 
 

 
图 5-6  圆的正等轴测投影 

各椭圆的长轴：AB≈1.22d 

各椭圆的短轴：CD≈0.7d 

 
绘制这些椭圆，通常采用菱形四心圆弧近似画法，下面以平行于 XOY 投影面的圆（如

图 5-7（a））为例，说明其轴测投影椭圆的画法，如图 5-7（b）～（f）所示。 
2）圆柱体的正等轴测图 
圆柱体的两底面互相平行、大小相等，将其平行放置于某一坐标面，二者之间只是

相差一高度。根据图 5-7 的方法可以先画出顶面圆的轴测投影椭圆，通过移动圆心画出下

底面的轴测投影椭圆，然后作两椭圆公切线，就得到圆柱体的正等轴测图，如图 5-8      
所示。 

【例 5-3】 求作图 5-9（a）所示切槽圆柱体的正等轴测图。 
这是圆柱体上部中间切槽后形成的立体，可用切割法绘制其轴测图。图 5-9（b）～（d）

是切槽圆柱体正等轴测图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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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水平圆轴测投影椭圆的近似画法 

 
图 5-8 圆柱体的轴测图画法 

 
图 5-9 切槽圆柱体的正等轴测图画法 

3. 圆角的正等轴测图画法 

机件上经常会遇到由 1/4圆构成的圆角，它在轴测图上是 1/4 椭圆弧。可采用如图 5-10
所示的简化画法进行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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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圆角的正等轴测图画法 

4. 组合体正等轴测图画法 

画组合体轴测图，首先要对组合体进行形体分析，把组合体分成若干基本几何体，

弄清各部分之间的相对位置和连接关系，逐个画出各个基本几何体的轴测图，从而得到

组合体的正等轴测图。 
【例 5-4】 求作支座（如图 5-11（a）所示）的正等轴测图。 

 

 
图 5-11 画组合体正等轴测图的步骤 

由视图分析可知，这个支座由底板和空心圆筒组成，底板左端有圆孔和圆角。画轴

测图时，圆孔和圆角等细部结构，可以暂不考虑，先按顺序和连接关系画出底板和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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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然后再画细部结构。最后擦去作图线，完成全图。 
作图：如图 5-11（b）～（g）所示。 

5.3  斜二等轴测图的画法 

5.3.1  斜二等轴测图的轴间角和轴向伸缩系数 

将物体放正，投射线与投影面倾斜时，这种轴测投影称为斜轴测投影，如图 5-12 所

示。使一空间坐标面（如 XOZ）平行于轴测投影面 P，因为 XOZ 与 X1O1Z1 平行，所以      
∠X1O1Z1=90°，轴向伸缩系数 p=r=1。因而，该坐标面或其平行面上的任何图形在轴测投

影面 P 上的投影总是反映实形。Yl 轴的方向，视投射线的倾斜方向而定，其轴向伸缩系

数取决于投射线与投影面的夹角大小，其范围可由 0 至无穷大，通常取 Y1的轴向伸缩系

数为 q=0.5，并取轴间角∠X1O1Y1=∠Z1O1Y1=135°，即 Y1 轴与水平线成 45°，这样得到斜

二等轴测图，简称斜二测。图 5-13 所示为立方体的斜二测图。 
 

 
图 5-12 斜二等轴测图 图 5-13 斜二测轴向伸缩系数和轴间角 

5.3.2  作平行于坐标面圆的斜二测 

当圆平行于 XOY 或 YOZ 坐标面时，其斜二测投影为椭圆，这两个椭圆的长轴一个从

X 轴偏转 7°，一个从 Z 轴偏转 7°，长轴长度均

等于 1.06d（d 为圆的直径），短轴长度约等于 
0.33d。因为水平面和侧面上的椭圆画法烦琐，

所以在这两个方向上有圆时不推荐使用，如

图 5-14 所示。 
【例 5-5】 求作轴承座（如图 5-15（a）所

示）的斜二测图。 
分析：根据三视图分析，只有主视图方向

有圆弧和圆孔，其余两个方向没有圆，因此适

合选择画斜二轴测图。 
  

图 5-14  坐标面上圆的斜二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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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轴承座的斜二测 

作图： 
（1）取圆及孔所在的平面为正平面，在轴测投影面 XOZ 上得到如图 5-15（a）主视

图一样的实形。轴承座的宽为 24，反映在 Y1 轴测轴上应为 12，自圆心沿 OY 方向向后移

12 定出 O2 点位置，画出后端面，如图 5-15（b）所示。 
（2）用同样向后平移的方法切去中间的槽，如图 5-15（c）所示。 
（3）整理、描深，完成作图，如图 5-15（d）所示。 

本章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