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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ｔｏＣＡＤ中模型透视图快速生成方法
黄淑娟１，２，万德安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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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在 ＡｕｔｏＣＡＤ中快速有效地生成期望的透视效果图，剖析了 ＡｕｔｏＣＡＤ提供的
Ｄｖｉｅｗ命令，找出了其生成主视线的功能选项与建筑师法绘制透视图的几个关键参数间内在联
系，提出了一种在ＡｕｔｏＣＡＤ中可靠、快速的生成所需透视图的方法，并且利用二次开发语言
ＡｕｔｏＬＩＳＰ编制了应用程序，从而给ＡｕｔｏＣＡＤ增加了一条新命令，实现了透视图绘制过程的集
成，实际应用效果良好，绘制模型透视图时简便且容易控制．
关键词：ＡｕｔｏＣＡＤ；ＡｕｔｏＬＩＳＰ；透视图；集成
中图分类号：ＴＰ３９１７２　　　　　 　 　　　　　文献标识码：Ｂ①

ＡｕｔｏＣＡＤ提供了Ｄｖｉｅｗ命令用来生成模型的透
视图，Ｄｖｉｅｗ使用相机和目标来模拟从空间的任意点
观察模型，以下为Ｄｖｉｅｗ命令的各个功能选项．

［相机（ＣＡ）／目标（ＴＡ）／距离（Ｄ）／点（ＰＯ）／平
移（ＰＡ）／缩放（Ｚ）／扭曲（ＴＷ）／剪裁（ＣＬ）／隐藏
（Ｈ）／关（Ｏ）／放弃（Ｕ）］：

其中：ＣＡ选项是通过围绕目标点旋转相机来
指定新的相机位置；ＴＡ选项是通过围绕相机旋转
指定新的目标位置；Ｄ选项是相对于目标沿着视
线移近或移远相机，并且打开透视模式；ＰＯ选项
是用 Ｘ、Ｙ、Ｚ坐标定位相机和目标点；ＰＡ选项是
不改变放大比例地移动图像；Ｚ选项可用来调整相
机镜头长度，这会改变视野并且在给定相机目标

距离的情况下能看到更多或更少的图形；ＴＷ选项
沿着视线扭曲或倾斜视图；ＣＬ选项剪裁视图，遮
掩前向剪裁平面之前或后向剪裁平面之后的图形

部分；Ｈ选项消除选定对象上的隐藏线以增强可
视性；Ｏ选项关闭透视图．Ｕ选项取消上次
ＤＶＩＥＷ操作的结果．

认真分析以上各个选项，发现它们只不过是为

确定相机点及目标点的位置（即确定主视线的方

位）提供了多种渠道．在实际应用中，给各选项进行
赋值时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与试探性，得到的透视效

果也往往出乎意料，甚至出现在屏幕上看不见模型

的现象．如何针对具体模型准确地、快速地确定主
视线的方位（即准确地指定相机点与目标点的坐

标）以产生理想的透视效果图是众多ＡｕｔｏＣＡＤ用户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基于建筑师法手工绘制透视效果图时，只要

正确设定几个构图参数，就能得到相应类型的令人

满意的透视效果图．那么，找出相机点、目标点的坐

标值与这几个参数之间确定的数学关系，就可以针

对具体模型精确设定相机点与目标点的坐标值，进

而得到理想的透视效果图．

本文就以上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利用 Ａｕｔｏ

ＣＡＤ二次开发语言ＡｕｔｏＬＩＳＰ编制应用程序，为 Ａｕ

ｔｏＣＡＤ增加一条新命令以实现快速、有效生成透视

图的功能，最后通过一个具体示例进行应用说明．

１　相机点、目标点的 Ｘ、Ｙ、Ｚ坐标
与建筑师法的各个参数间的关系

ＡｕｔｏＣＡＤ提供 Ｄｖｉｅｗ命令的 Ｄ选项通过给定

视距打开透视模式，ＰＯ选项通过正确指定相机点

与目标点的坐标值得到需要的透视效果图．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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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相机点、目标点的 Ｘ、Ｙ、Ｚ坐标与建筑师法
的各个参数间的关系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图１显示了建筑师法画透视图时确定主视线方
位的几个参数间的几何关系，其中θ表示建筑物ＸＹ
面投影主要面与基线的夹角，δ表示画面与基面的
倾角，Ψ表示主视线与ＸＹ面的夹角，且δ＝９０°－ψ．
α表示视角大小，Ｄ表示视距．视点位置由站点和视
高决定．

图１　建筑师法透视主视线的方位
Ｆｉｇ１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ｉ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ｉｇｈｔｏｆ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ｍｅｔｈｏｄ

为取得理想的透视效果，通常情况下：θ＝２０
～３０°，α＝２８～３７°，Ｄ＝１５～２Ｂ，ψ＝±２０°～±
３０°，主视线的ＸＹ面投影位于画面中央１／３Ｂ范围
内，最好位于视角的角平分线上，视高取１６～１８
ｍ，相当于人眼的高度［１］．

图１中建筑物长度为Ｌ，宽度为Ｗ，高度为Ｈ，当
主视线在视角平分线上时，根据几何关系，可以计

算出目标点在ＸＹ面上的投影与建筑物左前棱线的
距离

Ｔ＝ １２［Ｌ（１－ｔｇθｔｇ
α
２）＋Ｗ（ｔｇ

α
２－ｔｇθ）］． （１）

相机与目标点连线即主视线在ＸＹ平面上的投影长
度

γ＝Ｄ＋Ｔｓｉｎθ＝（１．５～２）（Ｌｃｏｓθ＋Ｗｓｉｎθ）＋
ｓｉｎθ
２［Ｌ（１－ｔｇθｔｇ

α
２）＋Ｗ（ｔｇ

α
２－ｔｇθ）］．（２）

假设建筑物主要面方向为 Ｘ轴方向 （图１），
建筑物位于画面左前棱线上基点 Ａ的坐标为 Ｘ０、
Ｙ０、Ｚ０，则根据几何关系，相机点的坐标 Ｘｃ、Ｙｃ、
Ｚｃ为：

Ｘｃ＝Ｘ０－γｓｉｎθ＋Ｔ； （３）
Ｙｃ＝Ｙ０－γｃｏｓθ； （４）

Ｚｃ＝Ｚ０＋（１．６～１．８），（当ψ＞０时）；（５）
Ｚｃ＝（１．５～５．０）Ｈ（Ｈ为建筑物实际高度），
　　（当ψ＜０时）． （５′）

目标点的Ｘｔ、Ｙｔ、Ｚｔ坐标为：
Ｘｔ＝Ｘ０＋Ｔ； （６）
Ｙｔ＝Ｙ０； （７）

Ｚｔ＝Ｚｃ＋γｔｇψ＝Ｚ０＋（１．６～１．８）＋γｔｇψ，
　　（当Ψ ＞０时）； （８）
Ｚｔ＝Ｚｃ＋γｔｇψ＝（１．５～５．０）Ｈ＋γｔｇψ，
　　（当ψ＜０时）． （８′）

可见，当确定了 α、θ、ψ后，即可以根据公
式 （１） ～（８）获得相机点和目标点的精确坐标
数值，通过 Ｄｖｉｅｗ命令的 “Ｄ”选项打开透视模
式，“ＰＯ”选项给相机点和目标点赋值，即可得
到理想的透视图．

２　透视图绘制过程的开发集成

在ＡｕｔｏＣＡＤ中基于建筑师法生成所需透视图
的步骤如下：（１）给定 α、θ、Ψ的角度值，即确定了
需要生成的透视图类型；（２）在 ＡｕｔｏＣＡＤ中通过
“查询点坐标和距离”命令获取建筑物主要面位于

画面上棱线的基点 Ａ的精确坐标值（Ｘ０、Ｙ０、Ｚ０），
以及建筑物的长度Ｌ、宽度Ｗ和高度Ｈ的数值；（３）
根据公式（１）～（８）计算出相机点和目标点的精确
坐标数值；（４）通过 Ｄｖｉｅｗ命令的“Ｄ”选项打开透
视模式，“ＰＯ”选项给相机点和目标点赋值，即可得
到理想的透视图．

ＡｕｔｏＣＡＤ提供了强大的二次开发功能，利用
ＡｕｔｏＬＩＳＰ语言，可编制应用程序将以上步骤进行
集成，而后通过 ＡｕｔｏＣＡＤ提供的 Ａｐｐｌｏａｄ命令加
载该应用程序，则为 ＡｕｔｏＣＡＤ增加了一条新命令
（Ｐｅｒｓｐ）［２］．绘制透视图时，只需要指定不同的
α、θ、Ψ值，即可生成相应的模型透视图，从而使
透视图的绘制变得简便易行．所编制程序代码
（以ｈｓｊｌｓｐ为文件名）如下：
（ｄｅｆｕｎＣ：Ｐｅｒｓｐ（）

；给α、θ、ψ赋值，确定透视图类型
（ｉｎｉｔｇｅｔ１）
（ｓｅｔｑａ１（ｇｅｔｓｔｒｉｎｇ＂＼ｎ请输入视角＜２８－３７°＞：＂））
；输入有效性检验

（ｗｈｉｌｅ（ｏｒ（＜（ａｔｏｆａ１）２８）（＞（ａｔｏｆａ１）３７））
（ｓｅｔｑａ１（ｇｅｔｓｔｒｉｎｇ＂＼ｎ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视角＜

２８－３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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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ｔｑａ（ａｎｇｔｏｆａ１））
（ｓｅｔｑｂ１（ｇｅｔｓｔｒｉｎｇ＂＼ｎ请输入建筑物主要面与画面基线夹
角＜２０－３０°＞：＂））
（ｗｈｉｌｅ（ｏｒ（＜（ａｔｏｆｂ１）２０）（＞（ａｔｏｆｂ１）３０））

（ｓｅｔｑｂ１（ｇｅｔｓｔｒｉｎｇ＂＼ｎ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建筑物
主要面与画面基线夹角＜２０－３０°＞：＂））

）

（ｓｅｔｑｂ（ａｎｇｔｏｆｂ１））
（ｓｅｔｑｃ１（ｇｅｔｓｔｒｉｎｇ＂＼ｎ请输入主视线与基面夹角＜±２０－
±３０°＞：＂））
（ｗｈｉｌｅ（ｏｒ（＜（ａｔｏｆｃ１）－３０）（＞（ａｔｏｆｃ１）３０））

（ｓｅｔｑｃ１（ｇｅｔｓｔｒｉｎｇ＂＼ｎ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主视线
与基面夹角＜±２０－±３０°＞：＂））

）

（ｓｅｔｑｃ（ａｎｇｔｏｆｃ１））
；获取模型原始信息（建筑物长、宽、高及基点Ａ坐标）

（ｉｎｉｔｇｅｔ１）
（ｓｅｔｑＰ１（ｇｅｔｐｏｉｎｔ＂＼ｎ请选择建筑物平面左下角点：＂））
（ｉｎｉｔｇｅｔ１）
（ｓｅｔｑＰ３（ｇｅｔｃｏｒｎｅｒＰ１＂＼ｎ请选择建筑物平面右上角点：
＂））
（ｓｅｔｑＰ２（ｌｉｓｔ（ｃａｒＰ３）（ｃａｄｒＰ１））
Ｐ４（ｌｉｓｔ（ｃａｒＰ１）（ｃａｄｒＰ３）））

（ｓｅｔｑ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Ｐ１Ｐ２）Ｗ（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Ｐ１Ｐ４））
（ｉｎｉｔｇｅｔ１）
（ｓｅｔｑＰ５（ｇｅｔｐｏｉｎｔ＂＼ｎ请选择建筑物画面棱线基点：＂））
（ｓｅｔｑＸ０（ｃａｒＰ５）Ｙ０（ｃａｄｒＰ５）Ｚ０（ｃａｄｄｒＰ５））
（ｓｅｔｑＰ６（ｇｅｔｐｏｉｎｔ＂＼ｎ请选择建筑物最高点：＂））
（ｓｅｔｑｚｄ（ｃａｄｄｒＰ５）ｚｇ（ｃａｄｄｒＰ６））
（ｓｅｔｑＨ（－ｚｇｚｄ））
；计算出相机点与目标点的坐标

（ｓｅｔｑＴ（０．５（＋（ Ｌ（－１（ （／（ｓｉｎｂ）（ｃｏｓｂ））
（／（ｓｉｎ（／ａ２））（ｃｏｓ（／ａ２））））））

（ Ｗ（－（／（ｓｉｎ（／ａ２））（ｃｏｓ（／ａ２）））（／（ｓｉｎ
ｂ）（ｃｏｓｂ）））））））
（ｓｅｔｑｒ（＋（ １．８（＋（ Ｌ（ｃｏｓｂ））（ Ｗ （ｓｉｎ
ｂ））））（ Ｔ（ｓｉｎｂ））））

（ｓｅｔｑＸｃ（－（＋Ｘ０Ｔ）（ ｒ（ｓｉｎｂ）））Ｙｃ（－Ｙ０（ ｒ
（ｃｏｓｂ））））
（ｉｆ（＞ｃ０）（ｓｅｔｑＺｃ（＋Ｚ０１６００））（ｓｅｔｑＺｃ（５．０Ｈ）））
（ｓｅｔｑＸｔ（＋Ｘ０Ｔ）ＹｔＹ０Ｚｔ（＋Ｚｃ（ ｒ（／（ｓｉｎｃ）（ｃｏｓ
ｃ）））））

；执行“Ｄｖｉｅｗ”命令的ＰＯ选项，生成所需透视图
（ｃｏｍｍａｎｄ＂Ｄｖｉｅｗ＂＂ａｌｌ＂＂＂＂ｄ＂（ １．８（＋（ Ｌ（ｃｏｓ
ｂ））（ Ｗ （ｓｉｎｂ））））＂ＰＯ＂（ｌｉｓｔＸｔＹｔＺｔ）（ｌｉｓｔＸｃＹｃ
Ｚｃ）＂＂）
）

３　应用举例

在ＡｕｔｏＣＡＤ中通过 Ａｐｐｌｏａｄ命令加载了所编
制的应用源程序ｈｓｊｌｓｐ后，即为 ＡｕｔｏＣＡＤ增加了
一条绘制透视图的新命令 Ｐｅｒｓｐ．每次调用只需在
命令提示区输入 “Ｐｅｒｓｐ”回车即可．

首先根据图 ２的数据生成所需的三维模型，
由于希望得到建筑物外部效果图，所以建模时忽

略内部细节；然后将模型显示设置为在世界坐标

系下的西南等轴测视图的消隐状态；最后调用

Ｐｅｒｓｐ命令，根据提示进行操作，赋与不同的α、θ、
Ψ值，可以得到不同的透视效果图．
　　（１）α＝２８°，θ＝０°，Ψ＝０°时生成一点透视，
如图３ａ所示．

（２）α＝２８°，θ＝３０°，Ψ＝０°时生成二点透视，
如图３ｂ所示．

（３）α＝２８°，θ＝３０°，Ψ＝－２０°时生成俯视三
点透视，如图３ｃ所示．

（４）α＝２８°，θ＝３０°，Ψ＝２０°时生成仰视三点
透视，如图３ｄ所示．

图２　建筑物平面、立面图
Ｆｉｇ１　Ｐｌａｎｖｉｅｗａｎ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ｉｅｗ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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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建筑物的几种透视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ｅｎ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Ｏｎｅｐｏｉｎｔｓｃｅｎｏｇｒａｐｈ；ｂＴｗｏｐｏｉｎｔｓｓｃｅｎｏｇｒａｐｈ；ｃＴｈｒｅｅｐｏｉｎｔｓｓｃｅｎｏｇｒａｐｈｏｆｏｖｅｒｈｅａｄｖｉｅｗ；ｄＴｈｒｅｅｐｏｉｎｔｓｓｃｅｎｏｇｒａｐｈｏｆｂｏｔｔｏｍｖｉｅｗ

４　结　论

在确定相机点、目标点的 Ｘ、Ｙ、Ｚ坐标与建筑
师法的各个参数间关系的基础上，将建筑师法绘

制透视图的过程进行集成．利用 ＡｕｔｏＣＡＤ的二次
开发语言 ＡｕｔｏＬＩＳＰ开发了透视图绘制应用程序，
在ＡｕｔｏＣＡＤ上加载了该程序后，即为 ＡｕｔｏＣＡＤ增

加了一条新命令 Ｐｅｒｓｐ，应用该命令，模型透视图
的绘制变得非常简便且具有很好的可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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