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计透视学-题库

1、该课程包括（）

A、 画法几何

B、 阴影

C、 透视

D、 以上都是

答案： D

2、在工程和科学技术方面，经常要在平面上表示空间的形体。但是平面是二

维的，而空间形体都是（）维的。

A、 一

B、 二

C、 三

D、 四

答案： C

3、（）是研究在二维平面上表达三维空间形体的方法。

A、 图示法

B、 图解法

C、 平面发

D、 三维法

答案： A

4、（）时，它的投影反映实长:

A、 直线平行于投影面

B、 直线垂直于投影面

C、 直线倾斜于投影面

D、 直线远离于投影面

答案： A

5、投射线通过物体，向选定的平面投射而在该平面上:得到物体投影的方法称

为（）。

A、 中心投影法



B、 投影法

C、 正投影法

D、 斜投影法

答案： B

6、投射线垂直于投影面时称为（）

A、 正投影

B、 斜投影

C、 中心投影

D、 平行投影

答案： A

7、（）是需要表达的物体，也就是被投影的物体。

A、 投射方向

B、 空间物体

C、 投射线

D、 投影

答案： B

8、（）即找出两投影间的解析关系式。通常有反解变换法，或称间接变换法;

即{xi，yi}→{i，λi}→{Xi，Yi};正解变换法，或称直接变换法，即{xi，

yi}→{Xi，Yi};

A、 解析变换法

B、 数值变换法

C、 数值解析变换法

D、 以上都是

答案： A

9、数据变换是指对数据进行诸如放大、缩小、翻转、移动、扭曲等（）的改

变等操作。

A、 几何位置

B、 形状

C、 方位

D、 以上都是



答案： D

10、平面立体的各表面是由（）所围成，而每条棱线可由其两端点确定，因

此，绘制平面立体的投影可归结为绘制各棱线及各顶点的投影。

A、 棱线

B、 棱面

C、 棱柱

D、 以上都不是

答案： A

11、正五枝柱的项面和底面水平投影反映实形，且重合为一个（）。

A、 正六边形

B、 正三边形

C、 正四边形

D、 正五边形

答案： D

12、另一些表面则背着光线，光线照射不到，显得阴暗,称为（）。

A、 阳面

B、 阴面

C、 阴线

D、 以上都不是

答案： B

13、阳面和阴面的分界线称为（）。

A、 阳面

B、 阴面

C、 阴线

D、 以上都不是

答案： C

14、若平面图形与光线的方向平行，它在任何承影平面上的落影成一条直线。

并且平面图形的两面均呈（）。

A、 阴面

B、 承影面



C、 阴影

D、 阳面

答案： A

15、平面立体迎光的棱面为（）

A、 阳面

B、 阴面

C、 阴线

D、 相交面

答案： A

16、透视有（）种

A、 1

B、 2

C、 3

D、 4

答案： C

17、将看到的或设想的物体、人物等，依照透视规律在某种媒介物上表现出

来，所得到的图叫（）。

A、 透视图

B、 视线

C、 视角

D、 视锥

答案： A

18、常见的投影有（）

A、 正投影

B、 斜投影

C、 中心投影

D、 平行投影

答案： ABCD

19、投影法的基本术语有（）



A、 投射方向

B、 空间物体

C、 投射线

D、 投影

答案： ABCD

20、投影面的垂直线分为（）

A、 正平线

B、 正垂线

C、 铅垂线

D、 侧垂线

答案： BCD

21、直线垂直于一个平面，这条直线就垂直于这个平面上的任何一条直线，因

而，也重直于这个平面上的任意条（）。

A、 水平线

B、 正平线

C、 侧平线

D、 曲线

答案： ABC

22、曲母线 AB 上每一点的运动轨迹均为垂 直于轴 O的一个圆，不能称为曲面

的（）。

A、 回转面

B、 棱线

C、 棱面

D、 结圆

答案： BCD

23、当粗实线与虚线重合时。不能画（）。

A、 实线

B、 粗实线

C、 虚线

D、 棱线



答案： ACD

24、圆柱面的正面和侧面投影不会是（）。

A、 直线

B、 圆

C、 棱面

D、 矩形

答案： ABC

25、由于截平面与圆锥面轴线的相对位置不同，其截交线有哪些形状（）

A、 圆形

B、 椭圆形

C、 双曲线

D、 三角形

答案： ABCD

26、平面与空间形体表面的交线。它是画法几何研究的内容之一。当空间形体

表面是曲面时，截交线是一条平面曲线,当空间形体表面由若干个平面组成时,

截交线不会是一个（）。

A、 圆柱面

B、 两个圆形平面

C、 棱面

D、 多边形

答案： ABC

27、截交线的的性质

A、 是一封闭的平面多边形

B、 截交线的形状取决于被截立体的形状及截平面与立体的相对位置。截交线

的投影的形状取决于截平面与投影面的相对位置。

C、 截交线是截平面与立体表面的共有线。

D、 跟据立体表面性质不同，立体的截交线可分为:平面体截交线和体截交线

答案： ABCD

28、影所在的面不能称为称为（）

A、 影线



B、 承影面

C、 阴影

D、 阳面

答案： ACD

29、当承影面为平面时，直线在其上的落影一般不为（）。

A、 直线

B、 曲线

C、 虚线

D、 双线

答案： BCD

30、平面多边形若与承影面（），则在该承影面上的落影，与平面图形自身的

形状不相同

A、 承直

B、 平行

C、 交叉

D、 远离

答案： ACD

31、直线落影的相交规律有（）

A、 直线与承影面相交，直线的落影(或延长后)必然通过该直线与承影面的交

点

B、 两相交直线在同一承影面上的落影必然相交，落影的交点就是两直线交点

的落影

C、 直线在两个相交的承影面上的两段落影必然相交，落影的交点(称为折影点)

必然位于两承影面的交线上

D、 直线在相互平行的各承影平面上的落影互相平行

答案： ABC

32、两条直线的相对位置有（）情况

A、 平行

B、 相交

C、 交叉

D、 远离



答案： ABC

33、棱柱的各个棱面(包括两端的底面)往往都是投影面的（）

A、 平行面

B、 垂直面

C、 相交面

D、 重合面

答案： AB

34、平面立体的棱面为投影面垂直面时:

A、 位于平面立体上方或前方或左侧的面为阳面

B、 位于平面立体右侧或下方或后方的面为阴面

C、 棱面的积聚投影朝向光线的同面投影时为阳面

D、 棱面的积聚投影背向光线的同面投影时为阴面

答案： CD

35、几何的核心部分是什么？

答案： 空间构形逻辑思维的理论基础，也是阴影透视的理论基础

36、为了使三维的形体能在二维的平面上得到正确的反映，就必须规定和采用

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就是画法几何学所要研究的。主要从以下什么方面进行研

究

答案： 图示法研究在二维平面上表达三维空间形体的方法。图解法 研究在平

面上解决空间几何问题的方法。

37、投影法

答案： 投射线通过物体，向选定的平面进行投射，并在该面上得到图形的方

法---投影法。

38、投影

答案： 物体落在投影面上的影像

39、空间一点在任何承影面上的落影仍然是一个点。

答案： 正确

40、如直线平行于光线的方向，则其落影成为一点。

答案： 正确

41、每平面多边形的落影轮廓线一影线， 就是多边形各边线落影的集合



答案： 正确

42、只要求作这些棱线的落影，影线所围成的图形就是立体的落影。对那些非

阴线的棱线，完全不必费时间去求它们的落影。

答案： 正确

43、棱柱的各个棱面(包括两端的底面)往往都是投影面的平行面或垂直面，这

就可以根据它们的有积聚性的投影来判别它们是否受光，从而确认哪些棱线是

阴线。

答案： 正确

44、立体的影线就是立体阴线的影子

答案： 正确

45、平面立体的棱面为投影面垂直面时:棱面的积聚投影朝向光线的同面投影

时为阴面

答案： 错误

46、平面（）于投影面，它的投影成为直线;

答案： 垂直；

47、（）是指两个空间点在某投彩面 上的投影重合

答案： 重影点；

48、投射线交于一点时所形成的投影称为（）

答案： 中心投影；

49、若相互垂直的两个平面均垂直于同一个投影面，则它们积聚性的投影（）

答案： 相互垂直；

50、水平线、正平线和侧平线为投影面的（）。

答案： 平行线；

51、（）是研究在平面上解决空间几何问题的方法。

A、 图示法

B、 图解法

C、 平面发

D、 三维法

答案： B



52、（）时，它的投影不反映实长，且缩短。

A、 直线平行于投影面

B、 直线垂直于投影面

C、 直线倾斜于投影面

D、 直线远离于投影面

答案： C

53、单面投影所得的投影图不具备“可逆性” ，为使投影图具有“可逆

性”，在正投影的条件下，可以采用（）的方法来解决

A、 多面投影

B、 多面垂直投影

C、 多面平行投影

D、 多面正投影

答案： D

54、投射线是位于 S 的光源发出的光线，或是观察者位于 S的眼睛发出的视

线，相互平行的投射线所形成的投影称为（）

A、 中心投影

B、 平行投影

C、 正投影

D、 斜投影

答案： B

55、平行投影又根据投射线与投影面的相互位置分为（）种。

A、 1

B、 2

C、 3

D、 4

答案： B

56、倾斜于投影面时称为（）。

A、 正投影

B、 斜投影

C、 中心投影



D、 平行投影

答案： B

57、（）是从投射源经过物体到达投 影面的连线。

A、 投射方向

B、 空间物体

C、 投射线

D、 投影

答案： C

58、（）根据两投影间的若干离散点或称共同点，运用数值逼近理论和方法建

立它们间的函数关系，或直接求出变换点的坐标;

A、 解析变换法

B、 数值变换法

C、 数值解析变换法

D、 以上都是

答案： B

59、圆柱面上的直线必与（）平行，围柱面上的圆所在的平面必与轴线垂直。

A、 棱线

B、 棱面

C、 棱柱

D、 轴线

答案： D

60、垂线棱面为（）个铅垂面和个正平面， 棱线为五条铅垂线。

A、 1

B、 2

C、 3

D、 4

答案： D

61、建筑物在光线照射下，一些表面向着光线，被照亮，称为（）

A、 阳面



B、 阴面

C、 阴线

D、 以上都不是

答案： A

62、暗区与建筑物另一些表面或地面也交得黑暗的区域，这个区域称为影子或

影，影的轮廓线称为（）

A、 影线

B、 承影面

C、 阴影

D、 阳面

答案： A

63、空间点在某投影面上的落影，与其同面投影间的水平距离和垂直距离，都

（）空间点对该投影面的距离。

A、 小于

B、 等于

C、 大于

D、 以上都有可能

答案： B

64、如平面图形落影于两个相交的承影平面上，则应注意解决影线在两承影平

面的交线上的（）。

A、 折影点

B、 迹点

C、 虚影

D、 真影

答案： A

65、平面立体的落影就是该平面立体上所有（）的落影所围成的区域。

A、 阳面

B、 阴面

C、 阴线

D、 相交面



答案： C

66、（）是视点与物体任何部位的假象连线

A、 透视图

B、 视线

C、 视角

D、 视锥

答案： B

67、投都面的平行技分为（）。

A、 正平线

B、 水平线

C、 钢平线

D、 侧垂线

答案： ABC

68、平面和平面的相对位置有（）

A、 平面与平面平行

B、 平面与平面重合

C、 平面与平面斜交

D、 平面与平面垂直

答案： ABCD

69、直线和平面平行于投影面时，其投影反映（）:

A、 实长

B、 实形

C、 扩大实形

D、 扩大实长

答案： AB

70、四柱体由（）围成。

A、 圆柱面

B、 两个圆形平面

C、 棱面



D、 结圆

答案： AB

71、根据四柱面形成的原理。圆柱面上可以画出（）。

A、 直线

B、 圆

C、 棱面

D、 结圆

答案： AB

72、截交线的基本性质有（）

A、 共有性

B、 封闭性

C、 开放性

D、 交融性

答案： AB

73、棱柱上截交线的求法有（）

A、 求出截平面与棱柱上若干条棱线的交点;如立体被多个平面截割，应求出截

平面间的交线。

B、 依次连接各点;

C、 判断可见性

D、 整理轮廓线

答案： ABCD

74、阴面和影子合不能称为（）。

A、 影线

B、 承影面

C、 阴影

D、 阳面

答案： BCD

75、属于直线落影的相交规律的是（）

A、 直线与承影面相交，直线的落影(或延长后)必然通过该直线与承影面的交

点



B、 两相交直线在同一承影面上的落影必然相交，落影的交点就是两直线交点

的落影

C、 直线在两个相交的承影面上的两段落影必然相交，落影的交点(称为折影点)

必然位于两承影面的交线上

D、 直线在相互平行的各承影平面上的落影互相平行

答案： ABC

76、直线落影的平行规律

A、 直线平行于承影平面。则直线的落影与该直线平行且等 K长

B、 两直线相互平行，它们在同一承影平面上的落影扔表现平行

C、 直线与承影面相交，直线的落影(或延长后)必然通过该直线与承影面的交

点

D、 两相交直线在同一承影面上的落影必然相交，落影的交点就是两直线交点

的落影

答案： AB

77、当承影面为平面时，直线在其上的落影一般不会为（）。

A、 直线

B、 曲线

C、 虚线

D、 双线

答案： BCD

78、透视学即在平面上再现（）的方法及相关的科学。

A、 空间感

B、 立体感

C、 光感

D、 美感

答案： AB

79、因物体对眼睛的作用有 3个属性，即形状、色彩和体积，因距离远近不同

呈现的透视现象主要为缩小、变色和模糊消失。相应的透视学研究对象为:

A、 物体的透视形(轮廓线)，即上、下、左、右、前、后不同距离形的变化和

缩小的原因

B、 距离造成的色彩变化，即色彩透视和空气透视的科学化;



C、 物体在不同距离上的模糊程度，即隐形透视。

D、 物体在相同距离上的模糊程度，即隐形透视。

答案： ABC

80、透视有（）

A、 色彩透视

B、 消逝透视

C、 线透视

D、 距离透视

答案： ABC

81、广义透视学方法在距今 3万年前已出现，在线性透视出现之前，有多种透

视法比如（）

A、 纵透视。将平面上离视者远的物体画在离视者近的物体上面。

B、 斜透视。离视者远的物体，沿斜轴线向上延伸。

C、 重叠法。前景物体在后景物体之上。

D、 近大远小法，将远的物体画得比近处的同等物体小。

答案： ABCD

82、透视学的基本概念和常用名词很多，有（）等

A、 视点

B、 足点

C、 画面

D、 基面

答案： ABCD

83、在常规编图作业中，为将基本制图资料转绘到新编图经纬网中，常用照

相、缩放仪、光学投影和网格等转绘法，以达到地图投影变换的目的。目前基

本方法为:

答案： ①解析变换法。即找出两投影间的解析关系式。通常有反解变换法，或

称间接变换法;即{xi，yi}→{i，λi}→{Xi，Yi};正解变换法，或称直接变换

法，即{xi，yi}→{Xi，Yi};②数值变换法。根据两投影间的若干离散点或称共

同点，运用数值逼近理论和方法建立它们间的函数关系，或直接求出变换点的

坐标;③数值解析变换法。将上述两类方法相结合，即按数值法实现{xi，

yi}→{i，λi}的变换，再按解析法实现{i，λi}→{Xi，Yi}的变换。

84、截交线的基本性质



答案： (1)共有性。截交线是截平面与立体表面的共有线，截交线上的点也都

是它们的共有点。(2)封闭性。由于立体表面是有范围的，所以截交线一般是封

闭的平面图形。

85、阴线

答案： 阳面和阴面交成的那些凸出的棱线。

86、投影变换

答案： 是将一种地图投影点的坐标变换为另一种地图投影点的坐标的过程。研

究投影点坐标变换的理论和方法。

87、当空间几何元素对投影面处于般位置时，它们的投影一般不反映真实形状

和大小，也不具有积聚性，但当它们对投影面处于特殊位置时，则其投影反映

真实形状和大小，同时，也具有积聚性

答案： 正确

88、当空间几何元素对投影面处于般位置时，它们的投影一般不反映真实形状

和大小，也不具有积聚性

答案： 正确

89、当圆柱轴线为铅垂线时，圆柱面上所有的素线都是铅垂线，网柱面的水平

投影积聚为圆，圆柱而上所有点、线段的水平投影都积聚在这个园上。

答案： 正确

90、由于平面立体的表面四有若干个多边形平面所围成，因此，绘制平面立体

的投影可归结为回子它的各表面的投影。

答案： 正确

91、用平面与立体相交，截去体的一部分叫做截平面。

答案： 错误

92、用以截切立体的平面是截切

答案： 正确

93、照射在阳面上的光线，由于被建筑物挡住而形成了一些暗区。

答案： 正确

94、平面（）于投影面，它的投影反映实形;

答案： 平行；

95、该课程包括画法几何、阴影和()三部分。

答案： 透视；



96、投射线通过物体，向选定的平面投射而在该平面上:得到物体投影的方法

称为（）。

答案： 投影法；

97、当直线或平面与垂直于投影面的平面相交时，因投影的（），其交点或交

线的投影能直接作出来。

答案： 积聚性；

98、投影变换是研究（）坐标变换的理论和方法。

答案： 投影点；

99、该课程包括（）

A、 画法几何

B、 阴影

C、 透视

D、 以上都是

答案： D

100、在工程和科学技术方面，经常要在平面上表示空间的形体。但是平面是

二维的，而空间形体都是（）维的。

A、 一

B、 二

C、 三

D、 四

答案： C

101、（）是研究在二维平面上表达三维空间形体的方法。

A、 图示法

B、 图解法

C、 平面发

D、 三维法

答案： A

102、（）是研究在平面上解决空间几何问题的方法。

A、 图示法

B、 图解法



C、 平面发

D、 三维法

答案： B

103、（）时，它的投影反映实长:

A、 直线平行于投影面

B、 直线垂直于投影面

C、 直线倾斜于投影面

D、 直线远离于投影面

答案： A

104、（）时，它的投影成为一点;

A、 直线平行于投影面

B、 直线垂直于投影面

C、 直线倾斜于投影面

D、 直线远离于投影面

答案： B

105、（）时，它的投影不反映实长，且缩短。

A、 直线平行于投影面

B、 直线垂直于投影面

C、 直线倾斜于投影面

D、 直线远离于投影面

答案： C

106、单面投影所得的投影图不具备“可逆性” ，为使投影图具有“可逆

性”，在正投影的条件下，可以采用（）的方法来解决

A、 多面投影

B、 多面垂直投影

C、 多面平行投影

D、 多面正投影

答案： D

107、《画法几何与阴影透视》课程的学习应注意（）



A、 1.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画法几何的内容一环扣一环，前面学习不透彻、

不牢固，后面必然越学越困难。学习时，必须对前面的基本内容真正理解，基

本作图方法熟练掌握，为下一步的学习达好基础。

B、 下功夫培养空间想象能力。注意空间几何关系的分析，以及空间几何元素

与平面图形的联系。对于每个概念、原理、规律和方法都要弄清它们的空间意

义和空间关系。

C、 做作业时，应画图与读图相结合。有利于空间想象能力的培养。

D、 复习时，阅读教材的同时对例题进行作图。书上的例题在通过自己的作图

并获得正确的结果后，才能验证是否真正理解，也易掌握这些作图的方法。

答案： ABCD

108、画法几何部分包括（）的投影为画法

A、 点

B、 直线

C、 平面

D、 立体

答案： ABCD

109、本课程的学习任务包括（）

A、 学习各种投影(主要是正投影)的基本理论;

B、 学习常用的图解方法,培养空间想象能力;

C、 通过绘图读图和图解的实践，发展空间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

D、 培养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答案： ABCD

110、平行投影法包括（）

A、 中心投影法

B、 正投影法

C、 斜投影法

D、 图示法

答案： BC

111、三等关系是（）

A、 正面投影和水平投影具有相同的长度一长

B、 正面投影和侧面投影具有相同的高度一高平齐



C、 水平投影和侧面投影具有相同的宽度

D、 水平投影和侧面投影具有不相同的宽度

答案： ABC

112、几何的核心部分是什么？

答案： 空间构形逻辑思维的理论基础，也是阴影透视的理论基础

113、为了使三维的形体能在二维的平面上得到正确的反映，就必须规定和采

用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就是画法几何学所要研究的。主要从以下什么方面进行

研究

答案： 图示法研究在二维平面上表达三维空间形体的方法。图解法 研究在平

面上解决空间几何问题的方法。

114、投影法

答案： 投射线通过物体，向选定的平面进行投射，并在该面上得到图形的方

法---投影法。

115、通过《画法几何与阴影透视》课程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画法儿何

与阴影透视的基本理论和绘图的基本技能，为建筑设计方案的正确表达奠定基

础。

答案： 正确

116、画法几何是几何学的一个分支。

答案： 正确

117、为了使三维的形体能在二维的平面上得到正确的反映，就必须规定和采

用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就是画法几何学所要研究的。

答案： 正确

118、平面平行于投影面，它的投影不反映实形，且变小

答案： 错误

119、平面（）于投影面，它的投影成为直线;

答案： 垂直；

120、平面（）于投影面，它的投影反映实形;

答案： 平行；

121、该课程包括画法几何、阴影和()三部分。

答案： 透视；



122、《画法几何与阴影透视》课程是()学科的基础课。

答案： 建筑学；

123、投射线通过物体，向选定的平面投射而在该平面上:得到物体投影的方法

称为（）。

A、 中心投影法

B、 投影法

C、 正投影法

D、 斜投影法

答案： B

124、投射线交于一点时所形成的投影称为（）

A、 中心投影

B、 投影法

C、 正投影法

D、 斜投影法

答案： A

125、投射线是位于 S的光源发出的光线，或是观察者位于 S 的眼睛发出的视

线，相互平行的投射线所形成的投影称为（）

A、 中心投影

B、 平行投影

C、 正投影

D、 斜投影

答案： B

126、平行投影又根据投射线与投影面的相互位置分为（）种。

A、 1

B、 2

C、 3

D、 4

答案： B

127、投射线垂直于投影面时称为（）

A、 正投影



B、 斜投影

C、 中心投影

D、 平行投影

答案： A

128、倾斜于投影面时称为（）。

A、 正投影

B、 斜投影

C、 中心投影

D、 平行投影

答案： B

129、（）是需要表达的物体，也就是被投影的物体。

A、 投射方向

B、 空间物体

C、 投射线

D、 投影

答案： B

130、（）是从投射源经过物体到达投 影面的连线。

A、 投射方向

B、 空间物体

C、 投射线

D、 投影

答案： C

131、常见的投影有（）

A、 正投影

B、 斜投影

C、 中心投影

D、 平行投影

答案： ABCD

132、投影法的基本术语有（）



A、 投射方向

B、 空间物体

C、 投射线

D、 投影

答案： ABCD

133、投都面的平行技分为（）。

A、 正平线

B、 水平线

C、 钢平线

D、 侧垂线

答案： ABC

134、投影面的垂直线分为（）

A、 正平线

B、 正垂线

C、 铅垂线

D、 侧垂线

答案： BCD

135、两条直线的相对位置有（）情况

A、 平行

B、 相交

C、 交叉

D、 远离

答案： ABC

136、投影

答案： 物体落在投影面上的影像

137、投影面

答案： 到投影的平面

138、两条直线的相对位置有:平行、相交和交叉三种情况

答案： 正确



139、投影面的垂直线分为正垂线、铅垂线和侧垂线三种。

答案： 正确

140、平行投影又根据投射线与投影面的相互位置分为两种。

答案： 正确

141、投射线垂直于投影面时称为斜投影:倾斜于投影面时称为正投影。

答案： 错误

142、（）是指两个空间点在某投彩面 上的投影重合

答案： 重影点；

143、投射线通过物体，向选定的平面投射而在该平面上:得到物体投影的方法

称为（）。

答案： 投影法；

144、投射线交于一点时所形成的投影称为（）

答案： 中心投影；

145、投射线是位于 S的光源发出的光线，或是观察者位于 S 的眼睛发出的视

线，相互平行的投射线所形成的投影称为（）

答案： 平行投影；

146、投影面、投射方向之间的相对位置以达到便于图解空间几何问题的方

法。称为（）。

A、 投影变换

B、 积聚性

C、 中心投影

D、 平行投影

答案： A

147、以新投影面代替原来的投影面，使空间儿何元素相对于新投影面处于有

利于解题的位置，这种方法称为（）。

A、 投影变换

B、 换面法

C、 投影法

D、 平行投影

答案： B



148、保持投影面不变，将空间儿何元素绕条特定轴线旋转到有利于解题的位

置。这种方法称为（）。

A、 投影变换

B、 换面法

C、 投影法

D、 旋转法

答案： D

149、更换投影面的原则:在换而法中。选择新的投影面必须道循什么原则（）

A、 每次换而时只能更换一个投影面，新投影面必须垂直于原投影体系中的某

个投影面，并与这个保留的投影面组成新投影体系。

B、 应使所表达的几何元素在新投影体系中处于有利于解题的特殊位置。

C、 可道照上述两条原则进行多次投影面变换。

D、 以上都是

答案： D

150、在作第二次换面时，所用的新投影面必须与第次换面的新投影面（）。

A、 承直

B、 平行

C、 交叉

D、 远离

答案： A

151、直线垂直于一个平面，这条直线就垂直于这个平面上的任何一条直线，

因而，也重直于这个平面上的任意条（）。

A、 水平线

B、 正平线

C、 侧平线

D、 曲线

答案： ABC

152、平面和平面的相对位置有（）

A、 平面与平面平行

B、 平面与平面重合



C、 平面与平面斜交

D、 平面与平面垂直

答案： ABCD

153、直线和平面平行于投影面时，其投影反映（）:

A、 实长

B、 实形

C、 扩大实形

D、 扩大实长

答案： AB

154、求第次换面的新投影时， 要把第次换面建立起来的新投影体系中的两个

投影作为原有投影，再运用点的投影变换规律作出新投影图。

答案： 正确

155、在作第二次换面时，所用的新投影面必须与第次换面的新投影面承直。

答案： 正确

156、直线垂直于一个平面，这条直线就垂直于这个平面上的任何一条直线

答案： 正确

157、如果两个平面相互垂直，则一个平面上必然包括另一个平面的一条垂

线。

答案： 正确

158、根据边平行于投影面的直角的投影特征，如果一直线与投影面的平行线

垂直，在投影面平行线的反映实长的那个投影而上，反映直角。

答案： 正确

159、当空间几何元素在投影体系中处于特殊位置时，其投影能真实地反映某

些几向特性。

答案： 正确

160、若相互垂直的两个平面均垂直于同一个投影面，则它们积聚性的投影

（）

答案： 相互垂直；

161、水平线、正平线和侧平线为投影面的（）。

答案： 平行线；



162、当直线或平面与垂直于投影面的平面相交时，因投影的（），其交点或

交线的投影能直接作出来。

答案： 积聚性；

163、用更换投彩面来改 变空向儿何元索与投彩面的相对位置，以便于解题，

这种方法称为（）。

答案： 换面法；

164、（）即找出两投影间的解析关系式。通常有反解变换法，或称间接变换

法;即{xi，yi}→{i，λi}→{Xi，Yi};正解变换法，或称直接变换法，即

{xi，yi}→{Xi，Yi};

A、 解析变换法

B、 数值变换法

C、 数值解析变换法

D、 以上都是

答案： A

165、（）根据两投影间的若干离散点或称共同点，运用数值逼近理论和方法

建立它们间的函数关系，或直接求出变换点的坐标;

A、 解析变换法

B、 数值变换法

C、 数值解析变换法

D、 以上都是

答案： B

166、（）将上述两类方法相结合，即按数值法实现{xi，yi}→{i，λi}的变

换，再按解析法实现{i，λi}→{Xi，Yi}的变换。

A、 解析变换法

B、 数值变换法

C、 数值解析变换法

D、 以上都是

答案： C

167、数据变换是指对数据进行诸如放大、缩小、翻转、移动、扭曲等（）的

改变等操作。

A、 几何位置



B、 形状

C、 方位

D、 以上都是

答案： D

168、投影变换工作也可以在 ArcMap 中通过改变 Data 的 Coordinate System

来实现，做完后按照 Data 坐标系统导出数据即可。具体操作正确的是（）

A、 加载要转换的数据，右下角为经纬度

B、 查看数据属性，选择 Coordinate System 选项卡

C、 导入或选择正确的坐标系，确定。此时，ArcMap 右下角数据的显示坐标发

生了变化，但数据本身没改变还需要进行最后一步。

D、 选择数据右键-> Export，选择第二个(数据框架)，导出数据即可。

答案： ABCD

169、实现一种地图投影点的坐标变换为另一种地图投影点的坐标，目前通常

有如下方法（）

A、 解析变换法

B、 数值变换法

C、 数值-解析变换法

D、 数值法

答案： ABC

170、在常规编图作业中，为将基本制图资料转绘到新编图经纬网中，常用

（）等转绘法，以达到地图投影变换的目的。

A、 照相

B、 缩放仪

C、 光学投影

D、 网络

答案： ABCD

171、数据变换是指对数据进行诸如（）等几何位置、形状和方位的改变等操

作。

A、 放大

B、 缩小

C、 翻转



D、 移动

答案： ABCD

172、在常规编图作业中，为将基本制图资料转绘到新编图经纬网中，常用照

相、缩放仪、光学投影和网格等转绘法，以达到地图投影变换的目的。目前基

本方法为:（）

A、 解析变换法

B、 数值变换法

C、 数值解析变换法

D、 数值法

答案： ABC

173、投影变换

答案： 是将一种地图投影点的坐标变换为另一种地图投影点的坐标的过程。研

究投影点坐标变换的理论和方法。

174、在常规编图作业中，为将基本制图资料转绘到新编图经纬网中，常用照

相、缩放仪、光学投影和网格等转绘法，以达到地图投影变换的目的。目前基

本方法为:

答案： ①解析变换法。即找出两投影间的解析关系式。通常有反解变换法，或

称间接变换法;即{xi，yi}→{i，λi}→{Xi，Yi};正解变换法，或称直接变换

法，即{xi，yi}→{Xi，Yi};②数值变换法。根据两投影间的若干离散点或称共

同点，运用数值逼近理论和方法建立它们间的函数关系，或直接求出变换点的

坐标;③数值解析变换法。将上述两类方法相结合，即按数值法实现{xi，

yi}→{i，λi}的变换，再按解析法实现{i，λi}→{Xi，Yi}的变换。

175、当空间几何元素对投影面处于般位置时，它们的投影一般不反映真实形

状和大小，也不具有积聚性，但当它们对投影面处于特殊位置时，则其投影反

映真实形状和大小，同时，也具有积聚性

答案： 正确

176、当空间几何元素对投影面处于般位置时，它们的投影一般不反映真实形

状和大小，也不具有积聚性

答案： 正确

177、随着计算机辅助建立地图数学基础及地图投影变换软件研究的深入，进

一步开拓了数学地图学的应用领域。其中计算机辅助地图投影变换将代替传统

的变换方法，将是制图生产中具有突破性的变革。

答案： 正确



178、地图投影变换是地图投影和地图编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研究

从一种地图投影变换成另一种地图投影的理论和方法。

答案： 正确

179、对矢量数据的相应操作在 ArcMap 中 Editor 工具条的若干工具实现。

答案： 正确

180、投影变换是研究（）坐标变换的理论和方法。

答案： 投影点；

181、地图投影变换是地图投影和地图编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研究

从一种地图投影变换成另一种地图投影的理论和方法。其实质是建立两平面场

之间及邻域双向连续点的（）。

答案： 对应关系；

182、（）是将一种地图投影点的坐标变换为另一种地图投影点的坐标的过

程。

答案： 投影变换；

183、平面立体的各表面是由（）所围成，而每条棱线可由其两端点确定，因

此，绘制平面立体的投影可归结为绘制各棱线及各顶点的投影。

A、 棱线

B、 棱面

C、 棱柱

D、 以上都不是

答案： A

184、圆柱面上的直线必与（）平行，围柱面上的圆所在的平面必与轴线垂

直。

A、 棱线

B、 棱面

C、 棱柱

D、 轴线

答案： D

185、垂线棱面为（）个铅垂面和个正平面， 棱线为五条铅垂线。

A、 1

B、 2



C、 3

D、 4

答案： D

186、正五枝柱的项面和底面水平投影反映实形，且重合为一个（）。

A、 正六边形

B、 正三边形

C、 正四边形

D、 正五边形

答案： D

187、曲母线 AB 上每一点的运动轨迹均为垂 直于轴 O 的一个圆，不能称为曲

面的（）。

A、 回转面

B、 棱线

C、 棱面

D、 结圆

答案： BCD

188、当粗实线与虚线重合时。不能画（）。

A、 实线

B、 粗实线

C、 虚线

D、 棱线

答案： ACD

189、四柱体由（）围成。

A、 圆柱面

B、 两个圆形平面

C、 棱面

D、 结圆

答案： AB

190、根据四柱面形成的原理。圆柱面上可以画出（）。



A、 直线

B、 圆

C、 棱面

D、 结圆

答案： AB

191、圆柱面的正面和侧面投影不会是（）。

A、 直线

B、 圆

C、 棱面

D、 矩形

答案： ABC

192、当圆柱轴线为铅垂线时，圆柱面上所有的素线都是铅垂线，网柱面的水

平投影积聚为圆，圆柱而上所有点、线段的水平投影都积聚在这个园上。

答案： 正确

193、由于平面立体的表面四有若干个多边形平面所围成，因此，绘制平面立

体的投影可归结为回子它的各表面的投影。

答案： 正确

194、正六棱柱的顶面、底面 均为水平面，其水平投影反映顶面、底面的真

形，且互相重合

答案： 正确

195、在平面立体表面上取点,其原理和方法与平面上取点相同,由于正放棱柱

的各个表面都处于特殊位置,因此,在其表面上取点均可利用平面投影积聚性作

图,并表面可见

答案： 正确

196、绘制平面体的投影，只需绘出它的各个表面的投影，也就是绘出这些名

边形的边和顶点的投影。

答案： 正确

197、可见的校线面粗虚线，不可见的棱线画实线

答案： 错误



198、为了便于绘图和读图，一般使平面体处于自然安放的稳定状态，并在投

影时，尽可能地使平面体的表面或棱线平打于投影面。以便作出更多的实形投

影。

答案： 正确；错误；

199、由棱柱的高可确定项面和底面的正面投影和（）。这些投影分别积聚成

水平方向的直线段。

答案： 侧面投影；

200、平面体的运用在各类建筑设计中极为普遍。平面体的表面都是平面多边

形，相邻表面的交线称为（）。

答案： 棱线；

201、作图时，应判别其可见性，把可见棱线的投影画成粗实线，不可见棱线

的投影画成（）。

答案： 虚线；

202、由直母线或曲母线绕一轴旋转 而形成的曲面，称为（）。

答案： 回转面；

203、（）是平面与空间形体表面的交线。它是画法几何研究的内容之一。

A、 截交线

B、 实线

C、 粗实线

D、 虚线

答案： A

204、由于截平面与圆锥面轴线的相对位置不同，其截交线有（）种不同的形

状

A、 2

B、 3

C、 4

D、 5

答案： D

205、圆锥面上截交线为圆，截断面为（），此时截平面与圆锥轴线垂直。

A、 圆形

B、 椭圆形



C、 双曲线

D、 抛物线

答案： A

206、圆锥面上截交线为椭圆，截断面为（），此时截平面与所有的圆锥素线

相交。

A、 圆形

B、 椭圆形

C、 双曲线

D、 抛物线

答案： B

207、圆锥面上截交线为（），此时截平面与圆锥面轴线平行。

A、 圆形

B、 椭圆形

C、 双曲线

D、 抛物线

答案： C

208、圆锥面上截交线为（），此时截平面与圆锥面的一条素线平行。

A、 圆形

B、 椭圆形

C、 双曲线

D、 抛物线

答案： D

209、由于截平面与圆锥面轴线的相对位置不同，其截交线有哪些形状（）

A、 圆形

B、 椭圆形

C、 双曲线

D、 三角形

答案： ABCD

210、截交线的基本性质有（）



A、 共有性

B、 封闭性

C、 开放性

D、 交融性

答案： AB

211、平面与空间形体表面的交线。它是画法几何研究的内容之一。当空间形

体表面是曲面时，截交线是一条平面曲线,当空间形体表面由若干个平面组成

时,截交线不会是一个（）。

A、 圆柱面

B、 两个圆形平面

C、 棱面

D、 多边形

答案： ABC

212、截交线的的性质

A、 是一封闭的平面多边形

B、 截交线的形状取决于被截立体的形状及截平面与立体的相对位置。截交线

的投影的形状取决于截平面与投影面的相对位置。

C、 截交线是截平面与立体表面的共有线。

D、 跟据立体表面性质不同，立体的截交线可分为:平面体截交线和体截交线

答案： ABCD

213、棱柱上截交线的求法有（）

A、 求出截平面与棱柱上若干条棱线的交点;如立体被多个平面截割，应求出截

平面间的交线。

B、 依次连接各点;

C、 判断可见性

D、 整理轮廓线

答案： ABCD

214、截交线的基本性质

答案： (1)共有性。截交线是截平面与立体表面的共有线，截交线上的点也都

是它们的共有点。(2)封闭性。由于立体表面是有范围的，所以截交线一般是封

闭的平面图形。



215、在给定平面和空间形体的相对位置后，从多面正投影图中可以容易地画

出平面和空间形体的投影，但它们截交线的投影一般不能直接画出，通常需要

采用辅助面法先求出截交线上若干点的投影，然后再将它们连接成截交线。

答案： 正确

216、辅助面法是先选取某个面作为辅助面(图中是水平面)，然后作出辅助面

和斜面的交线、辅助面和圆锥的交线。

答案： 正确

217、为了控制截交线的形状和关键位置，必须先确定特殊点。

答案： 正确

218、用平面与立体相交，截去体的一部分叫做截平面。

答案： 错误

219、用以截切立体的平面是截切

答案： 错误

220、立体表面是由若干面所组成。表面均为平面的立体称为（）;

答案： 平面立体；

221、圆锥面上截交线为直线，截断面为（），此时截平面过圆锥顶点。

答案： 三角形；

222、求截交线的方法，既可利用投影的积聚性直接作图，也可通过（）的方

法求出。

答案： 作辅助线；

223、当空间形体的表面为平面时，其截交线是（），只须用辅助面法求出多

边形的各顶点即可连成截交线。

答案： 多边形；

224、表面为曲面或平面与曲面的立体称为（）。

答案： 曲面立体；

225、建筑物在光线照射下，一些表面向着光线，被照亮，称为（）

A、 阳面

B、 阴面

C、 阴线

D、 以上都不是



答案： A

226、另一些表面则背着光线，光线照射不到，显得阴暗,称为（）。

A、 阳面

B、 阴面

C、 阴线

D、 以上都不是

答案： B

227、阳面和阴面的分界线称为（）。

A、 阳面

B、 阴面

C、 阴线

D、 以上都不是

答案： C

228、暗区与建筑物另一些表面或地面也交得黑暗的区域，这个区域称为影子

或影，影的轮廓线称为（）

A、 影线

B、 承影面

C、 阴影

D、 阳面

答案： A

229、影所在的面不能称为称为（）

A、 影线

B、 承影面

C、 阴影

D、 阳面

答案： ACD

230、阴面和影子合不能称为（）。

A、 影线

B、 承影面



C、 阴影

D、 阳面

答案： BCD

231、照射在阳面上的光线，由于被建筑物挡住而形成了一些暗区。

答案： 正确

232、点的影用该点的字母加上该承影面的名称作下标来标志。

答案： 正确

233、虚影还应加上括弧来表示。

答案： 正确

234、一般情况下，在投影面上作直线的落影时，可分别作出直线两端点的落

影，连接两端点的同面落影(同-承影面上的落影)，即为该直线的落影。

答案： 正确

235、特殊情况下，在投影面上作直线的落影时，可分别作出直线两端点的落

影，如果两端点的落影不在同一承影面上时，则不能直接连接两端点的落影，

而是要首先求出转折点，再相连。

答案： 正确

236、过该点的光线与某投影面先交得的点称为（）

答案： 真影；

237、过该点的光线与某投影面相交后，再与另一投影面交得的点称为（）

答案： 虚影；

238、空间点在某投影面上的落影，与其同面投影间的水平距离和垂直距离，

都（）空间点对该投影面的距离。

A、 小于

B、 等于

C、 大于

D、 以上都有可能

答案： B

239、当承影面为平面时，直线在其上的落影一般不为（）。

A、 直线

B、 曲线



C、 虚线

D、 双线

答案： BCD

240、属于直线落影的相交规律的是（）

A、 直线与承影面相交，直线的落影(或延长后)必然通过该直线与承影面的交

点

B、 两相交直线在同一承影面上的落影必然相交，落影的交点就是两直线交点

的落影

C、 直线在两个相交的承影面上的两段落影必然相交，落影的交点(称为折影点)

必然位于两承影面的交线上

D、 直线在相互平行的各承影平面上的落影互相平行

答案： ABC

241、如平面图形落影于两个相交的承影平面上，则应注意解决影线在两承影

平面的交线上的（）。

A、 折影点

B、 迹点

C、 虚影

D、 真影

答案： A

242、若平面图形与光线的方向平行，它在任何承影平面上的落影成一条直

线。并且平面图形的两面均呈（）。

A、 阴面

B、 承影面

C、 阴影

D、 阳面

答案： A

243、平面多边形若与承影面（），则在该承影面上的落影，与平面图形自身

的形状不相同

A、 承直

B、 平行

C、 交叉



D、 远离

答案： ACD

244、直线落影的相交规律有（）

A、 直线与承影面相交，直线的落影(或延长后)必然通过该直线与承影面的交

点

B、 两相交直线在同一承影面上的落影必然相交，落影的交点就是两直线交点

的落影

C、 直线在两个相交的承影面上的两段落影必然相交，落影的交点(称为折影点)

必然位于两承影面的交线上

D、 直线在相互平行的各承影平面上的落影互相平行

答案： ABC

245、直线落影的平行规律

A、 直线平行于承影平面。则直线的落影与该直线平行且等 K长

B、 两直线相互平行，它们在同一承影平面上的落影扔表现平行

C、 直线与承影面相交，直线的落影(或延长后)必然通过该直线与承影面的交

点

D、 两相交直线在同一承影面上的落影必然相交，落影的交点就是两直线交点

的落影

答案： AB

246、投影面垂直线的落影规律的是（）

A、 某投影面季直线在任何承影面上的落影，正落影在这投影面的投影是与光

线投影方向”致的 45 直线

B、 某投影面垂直线在另一投影面(或其平行面)上 的落影，不仅与原直线的同

面投影平行，且其距高等于该直线到承影面的距离

C、 直线与承影面相交，直线的落影(或延长后)必然通过该直线与承影面的交

点

D、 两相交直线在同一承影面上的落影必然相交，落影的交点就是两直线交点

的落影

答案： AB

247、当承影面为平面时，直线在其上的落影一般不会为（）。

A、 直线

B、 曲线



C、 虚线

D、 双线

答案： BCD

248、平面图形的阴面和阳面的判别方法

答案： 方法 1、当平面图形为投影面重直面时。可在有积聚性的投影中，直接

利用光线的同面投影来加以检验。方法 2、当平面图形处于一般位置时，若两

个投影各项点的旋转顺序相同，则两投影同为阳面的投影。成同为阴面的投影:

若旋转顺序相反，则其一为阳面的投影，另一为阴面的投影:

249、空间一点在任何承影面上的落影仍然是一个点。

答案： 正确

250、如直线平行于光线的方向，则其落影成为一点。

答案： 正确

251、每平面多边形的落影轮廓线一影线， 就是多边形各边线落影的集合

答案： 正确

252、平面多边形若平行于某投影面。则在该投影面上的落影与投影，形状完

全相同，均反映该多边形的实形。

答案： 正确

253、如果两个承影平面平行或不直接相交时，在求作平面图形落于两承影面

上的影时，要善于利用重影点和影过渡点的概念，这将会带来方便。

答案： 正确

254、点在投影面上的落影规律适用于点在任何投影面平行面上的落影

答案： 正确

255、点在一般位置平面上的落影使用（）作图法

答案： 光莜面；

256、平面多边形若（）于某投影面。则在该投影面上的落影与投影，形状完

全相同，均反映该多边形的实形。

答案： 平行；

257、如平面图形落影于两个相交的承影平面上，则应注意解决影线在两承影

平面的交线上的（）。

答案： 折影点；



258、当平面图形为投影面重直面时。可在有积聚性的投影中，直接利用（）

的同面投影来加以检验。

答案： 光线；

259、当以投影面为承影面时，点的落影就是通过该点的光线对投影面的

（）。

答案： 迹点；

260、平面立体迎光的棱面为（）

A、 阳面

B、 阴面

C、 阴线

D、 相交面

答案： A

261、背光的棱面为（）。

A、 阳面

B、 阴面

C、 阴线

D、 相交面

答案： B

262、阴面和阳面相交形成的凸棱边为（）

A、 阳面

B、 阴面

C、 阴线

D、 相交面

答案： C

263、平面立体的落影连同该平面立体上所有（）即构成了平面立体的阴影

A、 阳面

B、 阴面

C、 阴线

D、 相交面

答案： A



264、平面立体的落影就是该平面立体上所有（）的落影所围成的区域。

A、 阳面

B、 阴面

C、 阴线

D、 相交面

答案： C

265、棱柱的各个棱面(包括两端的底面)往往都是投影面的（）

A、 平行面

B、 垂直面

C、 相交面

D、 重合面

答案： AB

266、平面立体的棱面为投影面平行面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位于平面立体上方或前方或左侧的面为阳面

B、 位于平面立体右侧或下方或后方的面为阴面

C、 棱面的积聚投影朝向光线的同面投影时为阳面

D、 棱面的积聚投影背向光线的同面投影时为阴面

答案： AB

267、平面立体的棱面为投影面垂直面时:

A、 位于平面立体上方或前方或左侧的面为阳面

B、 位于平面立体右侧或下方或后方的面为阴面

C、 棱面的积聚投影朝向光线的同面投影时为阳面

D、 棱面的积聚投影背向光线的同面投影时为阴面

答案： CD

268、阴线

答案： 阳面和阴面交成的那些凸出的棱线。

269、棱锥的阴影作图步骤:

答案： 1、读懂投影图 2、通过锥顶的影求影线 3、根据影线反推出阴线 4、判

断出阴、阳面 5、填充阴影范围



270、长方体的阴影作图步骤:

答案： 1、读懂投影图(包括物体的空间位置)2、分析阴、阳面 3、找出阴线

4、根据直线的落影规律绘制阴线的落影一影线 5、填充落影范围

271、只要求作这些棱线的落影，影线所围成的图形就是立体的落影。对那些

非阴线的棱线，完全不必费时间去求它们的落影。

答案： 正确

272、棱柱的各个棱面(包括两端的底面)往往都是投影面的平行面或垂直面，

这就可以根据它们的有积聚性的投影来判别它们是否受光，从而确认哪些棱线

是阴线。

答案： 正确

273、棱锥的各个棱面通常都不是特殊位置平面，因此在投影图中就没有积聚

性投影可用来判别各棱面是否受光，也就不能确定哪些棱线是阴线。

答案： 正确

274、对于组合立体，在求作阴影时，一方面要注意排除掉位于立体凹陷处的

阴线，不予置理是因为它不会产生相应的有效影线:另方面也要注意到立体的

某些阴线有可能落影于立体自身的阳面上，不要疏漏。

答案： 正确

275、某些阴线，其影不是落于唯一的承影面上，而是落影于相交的两个承影

面上，在作影过程中，要善于利用虚影和折影点:如果某条阴线落影于不直接

相交(或相互平行)的几个承影面上，作影时要善天利用影的过渡点关系。

答案： 正确

276、立体的影线就是立体阴线的影子

答案： 正确

277、平面立体的棱面为投影面垂直面时:棱面的积聚投影朝向光线的同面投影

时为阴面

答案： 错误

278、平面立体的落影就是该平面立体上所有（）的落影所围成的区域。

答案： 阴线；

279、平面立体的落影连同该平面立体上所有（）即构成了平面立体的阴影

答案： 阴面；

280、阳面:平面立体（）的那些棱面。



答案： 受光；

281、阴面:平面立体（）的那些棱面。

答案： 背光；

282、平面立体的棱面为投影面平行面时位于平面立体上方或前方或左侧的面

为（）

答案： 阳面；

283、透视有（）种

A、 1

B、 2

C、 3

D、 4

答案： C

284、将看到的或设想的物体、人物等，依照透视规律在某种媒介物上表现出

来，所得到的图不应该叫（）。

A、 透视图

B、 视线

C、 视角

D、 视锥

答案： BCD

285、（）不属于是视点与物体任何部位的假象连线

A、 透视图

B、 视线

C、 视角

D、 视锥

答案： ACD

286、（）不属于是视点与任意两条视线之间的夹角。

A、 透视图

B、 视线

C、 视角

D、 视锥



答案： ABD

287、（）不属于是视点与无数条视线构成的圆锥体。

A、 透视图

B、 视线

C、 视角

D、 视锥

答案： ABC

288、透视学即在平面上再现（）的方法及相关的科学。

A、 空间感

B、 立体感

C、 光感

D、 美感

答案： AB

289、因物体对眼睛的作用有 3 个属性，即形状、色彩和体积，因距离远近不

同呈现的透视现象主要为缩小、变色和模糊消失。相应的透视学研究对象为:

A、 物体的透视形(轮廓线)，即上、下、左、右、前、后不同距离形的变化和

缩小的原因

B、 距离造成的色彩变化，即色彩透视和空气透视的科学化;

C、 物体在不同距离上的模糊程度，即隐形透视。

D、 物体在相同距离上的模糊程度，即隐形透视。

答案： ABC

290、透视有（）

A、 色彩透视

B、 消逝透视

C、 线透视

D、 距离透视

答案： ABC

291、广义透视学方法在距今 3 万年前已出现，在线性透视出现之前，有多种

透视法比如（）

A、 纵透视。将平面上离视者远的物体画在离视者近的物体上面。



B、 斜透视。离视者远的物体，沿斜轴线向上延伸。

C、 重叠法。前景物体在后景物体之上。

D、 近大远小法，将远的物体画得比近处的同等物体小。

答案： ABCD

292、透视学的基本概念和常用名词很多，有（）等

A、 视点

B、 足点

C、 画面

D、 基面

答案： ABCD

293、狭义透视学特指 14 世纪逐步确立的描绘物体，再现空间的线性透视和其

他科学透视的方法。现代则由于对人的视知觉的研究，拓展了透视学的范畴、

内容。广义透视学可指各种空间表现的方法。

答案： 正确

294、画者和被画物体之间假想一面玻璃，固定住眼睛的位置(用一只眼睛

看)，连接物体的关键点与眼睛形成视线，再相交于假想的玻璃，在玻璃上呈

现的各个点的位置就是要画的三维物体在二维平面上的点的位置。这是西方古

典绘画透视学的应用方法。

答案： 正确

295、狭义透视学(即线性透视学)方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即合乎科学规

则地再现物体的实际空间位置。

答案： 正确

296、将在平面上根据一定原理，用线条来显示物体的空间位置、轮廓和投影

的科学称为（）。

答案： 透视学；

297、最初研究透视是采取通过一块透明的平面去看景物的方法。将所见景物

准确描画在这块平面上，即成该景物的（）。

答案： 透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