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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概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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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要製造生產一物體時，設計人員將此
物體之外形或內部結構用投影方法將其形狀用線
條加以描繪，並用數字及文字，補充說明其尺度
大小、製造方法、材料特性、生產數量及特殊規
格，再繪製成圖樣（drawing）。

製造人員根據此圖樣，從事材料之選擇，決
定不同的加工方法及製造程序，最後生產出符合
設計人員要求的產品。在這些過程中，設計與製
造兩方面的人員全依賴圖樣溝通他們之間的意見
。

圖樣的繪製必須遵循公認的投影法則，依照
中國國家工程製圖標準，才不致對圖樣有不同的
解讀。因此每位工程人員必須熟悉圖樣之繪製法
則，及具備圖樣之閱讀能力，才能與有關工作人
員的觀念溝通，使工作能正確並順利完成。

6-2 正投影原理
若觀察者自無窮遠處向物體垂直視之，視線

透過平面（稱為投影面）到達物體上，相當自物
體上各點引投射線垂直於平面，形成一投影（若
將投影面視為紙面，則投影即為視圖），此投影
顯示為自正面所見物體形狀、大小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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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以正投影平面視圖來表達物體之真正形
狀，必須要以兩個或兩個以上互成直角之投影面
所投影出之視圖方可完整描述。所以在正投影中
，以平行於地平面的投影面，稱為水平投影面（
簡稱 H面），面對我們而垂直於地平面的投影面
，稱為直立投影面（簡稱 V面）。以水平投影面
與直立投影面相交成直角，把空間分隔成四部分
，稱為四個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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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面上，V面之前，謂之第一象限（ⅠQ）。
在H面上，V面之後，謂之第二象限（ⅡQ）。
在H面下，V面之後，謂之第三象限（ⅢQ）。
在H面下，V面之前，謂之第四象限（ⅣQ）。

投影面與投影面之交線，謂之基線（ground 
line）。 但為易於識別，習慣上水平投影面與直
立投影面之交線以HV表示。

在理論上，物體可置於任一象限中，然後以
正投影的投影方法，投影物體的形象至各投影面
上。再將水平投影面旋轉與直立投影面同在一平
面上。由圖中可知，第二及第四象限之水平投影
面旋轉以後，與直立投影面重疊，因此所投影視
圖之線條也因相互重疊而混淆不清，繪圖讀圖費
時，且容易發生錯誤，所以一般僅利用第一、第
三象限投影。



4

6-3 點、線、面之投影
一、點的正投影

在空間中之點，其在任何投影面上之投影，均仍
為點。一個點必須投影於至少兩個互相成直角之投影
面上，始能確定其位置，而水平投影面、直立投影
面、側投影面稱為三主要投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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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線的正投影
直線係由兩點以上的集合，所以欲求直線之投影

，只需以兩端點作為投影依據，找出兩端點之投影，
而後連接之即可確定一直線的投影。直線依其與投影
面之垂直、平行或傾斜，而分有下列三種：

1、正垂線（normal line）：
凡與三主要投影面之一垂直，與其他兩投影

面平行的直線稱為正垂線。當垂直於投影面時其
投影成一點，稱為端視圖（point   view）。平行
於投影面時其投影則顯示實長，為直線的正垂視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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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單斜線（inclined line）：
凡與任一主要投影面不相垂直，但平行之直線稱為

單斜線。單斜線經投影後，在平行投影面上顯示實長，
為直線的正垂視圖，在其他兩投影面上則為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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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面之正投影
決定一平面的四個條件：
（1）不在一直線上的三點。
（2）直線和線外一點。
（3）兩相交直線。
（4）兩平行直線。

3、複斜線（oblique line）：
凡與三主要投影面皆不相平行的直線，稱為複斜線

，其在三主要投影面的投影均非實長。

平面在空間因位置及方向不同，在投影面上的投影（
視圖）亦不同，常見的有下列七種：

1. 平行水平投影面的平面：平行水平投影面的平面經投影
後，水平投影（即一般所稱的俯視圖）為平面的正垂視
圖，顯示其實形，直立投影（即一般所稱的前視圖）及
側投影（即一般所稱的側視圖）則成邊視圖（edge vie-
w）。所謂邊視圖是指一平面垂直於投影面時，其在投
影面上所得之正投影視圖是為一直線，稱為此平面的邊
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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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行直立投影面的平面：平行直立投影面的平面經投影
後，前視圖為平面的正垂視圖，顯示其實形，俯視圖及
側視圖成邊視圖。

3. 平行側投影面的平面：平行側投影面的平面經投影後，
側視圖為平面的正垂視圖，顯示其實形，前視圖及俯視
圖成邊視圖。

4. 垂直於水平投影面的平面：垂直於水平投影面的平面經
投影後，俯視圖成邊視圖，前視圖及側視圖則為變形平
面。



9

5. 垂直於直立投影面的平面：垂直於直立投影面的平面經
投影後，前視圖成邊視圖，俯視圖及側視圖則為變形平
面。

6. 垂直於側投影面的平面：垂直於側投影面的平面經投影
後，側視圖成邊視圖，圖前視及俯視圖則為變形平面。

7. 傾斜於三主要投影面的平面：傾斜於三主要投影面的平
面經投影後，三主要視圖均成變形平面。



10

依據平面對投影面之平行或垂直或傾斜將其分類為下
列三種：

（1）正垂面（normal plane）：平面平行於三主要投影
面之一者。

（2）單斜面（inclined plane）：平面垂直於三主要投
影面之一者。

（3）複斜面（oblique plane）：平面傾斜於三主要投影
面。

6-4 體的正投影
點的集合構成線，線的集合構成面，面的集合構成體

。凡由平面構成之體稱為平面體。凡由平面和曲面或全部
曲面構成之體稱為曲面體。

平面體其各稜線（平面與平面之交線）之投影即為立
體之投影。曲面體投影必有極限線之顯示，所謂極限線係
曲面之極限在投影面上呈一直線，此直線在視圖中即稱為
面的極限線。

於初學投影原理時，為便於了解，繪製三投影圖時，
將基線和投影線用細實線畫出。但於工程圖上要表示物體
的正投影形狀時，常將基線及投影線省略。

曲面體因具有中心或軸線部分，所以在視圖中須以中
心線表示，中心線以細鏈線畫出，超出視圖外2~3mm長，
並在圓心處以長劃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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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體在第一
象限的投影

平面體在第三
象限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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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面體在第一
象限的投影

曲面體在第三
象限的投影



6-5 曲線之投影
於正投影視圖中，若有一斜面與圓曲面相交，其交線

於視圖上會產生曲線，此時曲線之繪製，則以描點法用一
組足數之點以曲線板連接成光滑曲線。

6-6 第一角法與第三角法
若將物體置於第一象限內投影的視圖畫法，即稱為第

一角法。亦即是以觀察者、物體、投影面三者順次排列的
正投影法。將物體置於第三象限內投影的視圖畫法，即稱
為第三角法。亦即是以觀察者、投影面、物體三者順次排
列的正投影法。以第三角法所得的視圖與我們觀察物體位
置的方向相同，較易於了解，適合初學者使用。

我國國家標準規定第一角法或第三角法同等適用。但
須於標題欄內或其他明顯處繪製如圖所示之符號。 或用文
字標明「第一角法」或「第三角法」之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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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角法

第三角法

第一角法與第三角法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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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箱



第一角法各視圖之位置及名稱
16



第三角法各視圖之位置及名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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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視圖線條表示之意義
欲描繪物體的完整，則其所作正投影視圖，可能具有

邊線（面之邊視圖）、交線（兩面相交之線）及極限線（
曲面之極限），這三種線如為觀察者可見，我們就以粗實
線表示之。若物體之正投影有時因有幾部分被靠近觀察者
的部分面所遮蔽而致不能窺見，凡此被遮蔽的邊線、交線
、極限線，我們就用隱藏線「虛線」來表示。

6-8 視圖之選擇與排列

要描述物體之形狀並不需要投影出六面視圖。通常只
選前視圖、俯視圖、右側視圖（或左側視圖）三個視圖即
可（亦即一般所稱之三主要視圖）。

但有時因物體之形狀特殊，或形狀之簡繁不同，選擇
視圖就不一定非只選前視圖、俯視圖、側視圖，或限制一
定必須三個視圖。此時之取捨可以考慮下列幾個原則：

一、視圖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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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最能表現物體特徵之視圖為前視圖。

視圖之選擇



20

2. 選擇虛線最少，且最能表現物體特徵之視圖。

以選左側視圖為佳

以選仰視圖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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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繪製物體所需之視圖數量，應以足夠表現物體形狀即
可。

兩個視圖

單視圖

三視圖在圖紙上之排列，一般均採用L字形（即選擇
前視圖、俯視圖、右側視圖）或逆向L字形（即選擇前視
圖、俯視圖、左側視圖 ）。而且三視圖之排列必須上下
、左右對齊，不可排成一直線或隨意排列， 以致違背投
影原理。

二、視圖之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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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視圖在規定之圖紙大小上排列適當，讓圖面看
起來美觀，使讀圖者效率提高，則於繪製之前必須先作一
些量度工作，圖紙大小扣除邊框及標題欄，依其各視圖間
所需之間隔大小，計算出每個視圖的位置。

視圖L字形排列

三視圖排列要上下、左右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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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圖之適當排列

6-9 線條的優先順序
工程圖中常會有重疊之線條發生，而以輪廓線（實

線）其地位最為顯著，因此若遇與其他線條重疊時，以畫
輪廓線為優先。若隱藏線與中心線重疊，則以隱藏線為優
先。所以線條重疊時均以粗者為優先，若粗細相同時則以
重要者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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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物面相切處小圓角之表示法
當平面與圓柱面相切，其直線终止端，通常在切點部

分以徒手繪上小圓弧，弧長約為內圓周長之八分之一。

物面相切處小圓角之表示法

二不同物面相切處呈小圓角之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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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識圖
凡是學工程的人能夠毫無猶豫地看懂別人所繪的圖樣

，了解其所表達描述物體為何種形狀，即謂之具有識圖能
力。而所謂識圖係應用正投影原理，將平面視圖，經由思
考構想，再轉換成為物體形狀（立體）的一種心理過程。

【讀圖步驟 】
（1）先瀏覽三視圖之投影關係，再找出物體具有較顯得

特徵之視圖。如前視圖所示此物體為 L 形、其高度
及守度為已知。

（2）藉由顯示之俯視圖了解前視圖所示之虛線。由俯視
圖方向看，知此物體之水平部位有一圓孔及末端為
半圓形，垂直部位上有某種凹槽，並得知其深度、
寬度。

（3）由顯示之側視圖知此物體垂直部位上端呈圓角，正
中央有一末端開半圓口之凹槽。

一、直接閱讀法

從平面的視圖及所示之空間三度（寬、高、深）尺度
，而了解物體形狀和大小，憑腦海將視圖組合成物體形態
的立體幻影。此法為熟練之現場工作人員所習用。利用此
法識圖，必須具有良好的投影原理和立體觀念及豐富的經
驗做為基礎，才能運用自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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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製作識圖法
此法為初學者識圖之最好方法，利用油性黏土（勞作

黏土）或質軟容易切割之材料，依平面視圖之形狀切割製
作成模型，再依所作成之模型與原有三視圖印證，相信更
能培養識圖之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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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藉由不同之幾何形狀組成識圖法
任何物體均可分解為各種基本幾何形狀之組合。此等

幾何形狀多為角柱、圓柱、角錐、圓錐等。被挖空的部分
視為虛狀幾何形狀。因此我們在讀圖時，假想將圖形分成
若干部分幾何形狀，然後按大小的順序及其相關位置加以
組合，而讀出物體形狀。



【讀圖步驟 】
（1）依三視圖之最大寬、高、深繪出長方體，如圖(b)。
（2）因前視圖最能表現物體之特徵，所以先讀出其為 L

形狀，如圖(c)。
（3）依俯視圖形狀缺右下角，將(c)圖之右下角形狀繪出

，如圖(d)。
（4）再依側視圖形狀缺左上角，將(d)圖之左上角形狀繪

出，如圖(e)。
（5）由前三次讀出缺角形狀後之立體圖，與三視圖核對

印證。

四、藉立體草圖識圖法

藉由草繪立體圖而讀出物體形狀，是一種既方便又快
速的識圖法。當藉立體草圖識圖時，可分為三視圖形狀具
有缺角及在三視圖形狀無缺角時，如何來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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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面視圖具有缺角
如果三視圖形狀都具有缺角，這是最好讀圖的一種

，只要先從前視圖將缺角形狀繪出，然後再依俯視圖或
側視圖之缺角形狀繪出，就幾乎完成讀出。



【讀圖步驟 】
（1）依三視圖之最大寬、高、深繪出長方體，如圖(b)。
（2）將三視圖內之線條依不同顏色移繪於等角面上，如

圖(c)。
（3）由不同顏色所周圍出來的部分即為要切除掉，將其

內之線條擦除，如圖(d)。
（4）在不同顏色所周圍的頂點編號，同時亦移編於三視

圖上，如圖(e)。
（5）由三視圖(a)上所編之號碼，可清楚的得知每兩點要

連一直線，而於(e)圖上很明顯的2、4兩點必須連線
才算完成，再由側視圖上的虛線更能清楚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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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面視圖上無缺角
如果在三視圖上均無缺角，要如何讀出其形狀。其實

在三視圖內會造成其他線條的產生，一定是在物體上有所
切除才可能形成。所以在讀圖時，先將三視圖內線條以不
同顏色或用不同線條種類（如虛線、中心線等），移繪於
立方體之各等角面上。由立方體各等角面上因不同顏色（
或不同線條）所周圍出來的部分，去考慮為要去除切割的
部分，然後再依點、線、面之投影原理去判斷連線或屬何
種面之問題。

1.由點、線投影原理，而完成立體形狀。



【讀圖步驟 】
（1）依三視圖之最大寬、高、深繪出長方體，如圖(b)。
（2）將三視圖內之線條依不同顏色移繪於等角面上，如

圖(c)。
（3）由不同顏色所周圍出來的部分即為要切除部分，將

其內之線條擦除，如圖(c)。
（4）由前視圖之斜線考慮即為代表一斜面。而面是由線

的集合而成，所以由前視等角面之斜線畫許多等長
平行斜線而完成面，如圖(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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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線、面投影原理，而完成立體形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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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圖步驟 】
（1）依三視圖之最大寬、高、深繪出長方體，如圖(b)。
（2）將三視圖內之線條依不同顏色移繪於等角面上，並

於不同顏色周圍的頂點編號，同時亦移編於三視圖
上，如圖(c)。

（3）由不同顏色所周圍的部分即為要切除部分，將其內
之線條擦除，如圖(d)。

（4）由(d)圖之前等角面的45垂直線考慮為垂直面至點3
為上，由56水平線考慮為水平面至點7為止，如圖
(e)。

（5）由前視圖之兩斜線考慮即為代表兩斜面。4.10所代
表之斜面於立體圖已很明顯，另一斜面即可由在立
體圖上之2、3、7、8四點構成一斜面，如圖(f)。

3.由點、線、面投影原理，而完成立體形狀。



【讀圖步驟 】
（1）依三視圖之最大寬、高、深繪出立方體，如圖(b)。
（2）依前視圖的缺角形狀，去除左右兩角，而讀出符合

前視圖外形的(c)圖。
（3）將三視圖內之線條依不同顏色移繪於(c)圖之等角面

上，如圖(d)。
（4）由不同顏色所最大周圍出來的部分即為要切除部分

，將其內之線條擦除，如圖(e)。
（5）在不同顏色所周圍的頂點編號，同時亦移編於三視

圖上，如圖(f)。
（6）由三視圖(a)上所編之號碼，可知2、5兩點及3、5兩

點有連線，所以在立體圖上25，35連線才算完成。

（三）平面視圖上有缺角及無缺角
如果三視圖中只有一視圖有缺角，另兩視圖無缺角

，則先讀出有缺角的物體形狀，然後再依無缺角的讀法
，讀出物體形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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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圖步驟 】
（1）依三視圖之最大寬、高、深繪出長方體，如圖(b)。
（2）依側視圖的缺角形狀，去除左上角，而讀出符合側

視圖外形的(c)圖。
（3）將三視圖內之線條依不同顏色移繪於(c)圖之等角面

上，如圖(d)。
（4）由不同顏色所周圍出來的部分即為要切除部分，將

其內部線條擛擦除，如圖(e)。
（5）以不同顏色所周圍之頂點編號法及以斜線考慮為斜

面法，完成物體形狀，如圖(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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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識圖之練習

一、正投影視圖上的線、面之辨別練習



二、平面體識圖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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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有曲面之物體識圖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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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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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即為依據製圖規範，國家標準正確地運用製圖儀
器設備將符合原設計者意志之圖樣精確地繪製蔚成一完整
的工程語言之意。
一、視圖間之投影方法

各視圖間之投影關係

視圖間深度之投影



二、儀器繪製視圖之步驟
【步驟 】
（1）決定前視圖的方向。
（2）選擇視圖的數量及排列位置。
（3）決定比例。
（4）定出基準線或中心線。
（5）定出視圖最大輪廓範圍線。
（6）按物件之構造由外向內，由大處至小處，順序畫出

各視圖之主要線條。
（7）畫圓及圓弧之完成線。
（8）畫視圖內各細節部分。
（9）擦拭不必要的線條。
（10）依線條種類粗細原則加重完成之。
（11）校核。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