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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侧平线几个图学问题 的探讨 

叶 晓 芹 
(重庆建筑大学 建筑工程学院 400045 

摘 要 主要探讨关于侧平线的空问几何问题 ，如两条指向相同的倒平线平行与否的判 

定 、交 叉 的 一般 线和 侧 平 线 重 影 点 的 可 见性 判 别 等 问题 ，使 一 些 空 问几何 问题 的 求 解 ，比 
一 般 常用 的 方 法更 简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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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图学中，往往有些空间几何问题 ，例如判别两条指向相同的侧平线是否平行 、判别交叉 

的一般线和侧平线重影点的可见性等问题，通常主要是补画其 投影来解决 ，但是作图较繁 若利 

用相交二直线和平行二直线均为共面直线、同一平面上直线的特性 、定比等几何原理 ，能够比较简 

单地解决这些空间几何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在教学和图学研究中具有现实意义。 

1 工程图学中空间直线几何问题 

在画法几何学中空问直线按对 、H、 三个基本投影面的相对位置分 ，有特殊直线和一般直 

线，特殊直线又分投影面平行线和投影面垂直线，由于有 、H、 三个投影面，所以投影面平行线 

和投影面垂直线又各自分为三种，即：水平线(∥H)、正平线(∥ )、侧平线(∥ )和铅垂线(上H)、 

正垂线(上 )、侧垂线(上 )。两条空间直线的相对位置一般又有相互平行(平行二直线)、相交(相 

交二直线)及交叉(异面直线)三种情况。 

因为空间点只要有 、日、 投影中的任何两个投影就可以完全确定其空间位置，所以空间直线 

的位置同样也可以由三面投影 中的任何两个投影来确定 ，一般习惯用 、日投影来表示。此处主要 

讨论有关侧平线的几个空间几何问题 

2 侧平线的几个空间几何问题 

2．1 判别指向相同的侧平线是否平行 

所谓指向相同的侧平线就是侧平线的指向同时为自后上方向往前下方向倾斜或者从前上方向 

后下方倾斜的侧平线。在 、H两面投影体系中，它们的 投影与 H投影字母标注顺序是相同的， 

如图 l所示的二侧平线 AB、CD的指向都是 自后上方向前下方倾斜 的侧平线。由于它们都平行于 

面，指向又相同，要判断它们是否平行 ，就要判断二者的斜率是否相等。目前一般采用下列方法 ： 

补出两侧平线的 投影，视二者的 投影是否平行，若它们的 投影平行，则二者平行，否则不 

平行 ，如图 2 另一种方法就是利用比例，空间平行直线段长度的比例与它们在同一投影面上的平 

行投影长度的比例相等(图 3)。 

收稿日期 ：1999—0l一04 

作者简卉 ：叶晓芹(1946一J，女，重庆人，重庆建筑太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建筑 图学研究 

http://www.cqvip.com


第 4期 叶晓芹 ：关于侧平线几个图学问题 的探讨 103 

图 2 

2 2 判别交叉的侧平线与一般线重影点的可见性 

在工程图学中常有判别交叉的侧平线与一般位置直线在 、H投影面上重影点的可见性这类 

空间几何问题(图 4)。一般教科书中采用补画 投影来判别交叉的侧平线与一般线重影点的可见 

性，作法如图 5所示。 

， 

图 3 图 4 

2．3 作侧平线的水平迹点和正面迹点 

由于侧平线的 、H投影均呈竖直状 (图 6)，所以不能直接引用一般线求迹点的方法 ，通常采 

用先画出侧平线的 投影 ，在 投影图上延长侧平线的 投影分别与 0Z、OY．轴求得交点即其 

正面迹点和水平迹点的 投影 ，再返回到 、H投影上，见图 7。 

5 图 6 

3 侧平线空间几何问题求解的新探讨 

、 ，， 

图 7 

3 1 同向侧平线平行性判别 

依照确定平面的几何条件 ，无论是平行二直线，或是相交二直线 ，它们都是共面二直线。如果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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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二侧平线相互平行 ，则已知线段的四个端点必定属于同一平面 ，根据平面的性质 ，同一平面 上 

的直线不平行则相交 ，便可以连接此四个端点成一对相交直线 。所以在 、 两投影面体系中，直接 

对应连接四个端点，检查同面投影的交点连线是否垂直于 OX轴，若同面投影交点的连线垂直于 

OX轴 ，则已知二侧平线平行 ，否则不平行。 

如图 8，联结 。’。C、6 d 及 0>2、bd，若 Ⅱ c 、6 d 交点和 0>2、 交点的连线垂直于 OX釉，则辅助 

线 AC、BD为相交二直线，A、B、C、D在同一平面上，那么 AB、CD是平行二直线。但圈中 c 、b‘d‘ 

交点和 rite、bd交点的连线不垂直于 OX轴 ，则辅助线 AC、BD二直线不相交 ，那么 A、日、 、D不属 

于同一平面 ，所 以侧平线 AB、旺}就不平行。 

3 2 交叉的例平线与一般线重影点的可见性判别 

此处介绍的是利用定比的原理来判别交叉的侧平线与一般线重影点的可见性 依照点属于直 

线的投影原理，在 面投影图上的重影是一般线上的一个点和侧平线上某一点的重合投影，在 

面投影图上的重影是一般线上同一点与侧平线上另一点的重合投影。园此可以用定 比来判定这三 

点 y坐标、z坐标的大小 ，便可以判别其可见性。 

图 9中， 投影中的重影点 1 、2 的可见性是判别二者的 r坐标大小 ， 投影中的重影点 1、3 

的可见性是判别二者的 z坐标大小 因此，过侧平线 ．413的 投影 a 6 的任一的端点 a 作任一射 

线 ，并将 投影 的相应长度 勘和 36转移到此射线上，连接 b 与射线上的对应点 b．，再过射线 

上的 作 b b 的平行线 313 ，过 。 b 和 c d 的交点作 313 的平行线交射线于 在 投影中量取 

D： = d 。 由此可见 Y I>Y ，Z I>Z I]，点 I在点 lI的前方 ．点 I在点Ⅲ的上方 ．所以在 投影上 
一 般线上的点 I可见 ，侧平线上的点 Ⅱ不可见 ，在 投影应标注为 1 (2 )；在 投影 j-_一般线上的 

点 I可见，侧平线上的点Ⅲ不可见，应标注为 1(3)。 

当然也可以过侧平线的 投影 的任一端点作射线，将 投影的相应长度转移到此射线上 

来完成类似的作图，必将得出完全同样的结论，如图 1O 

3 3 例平线水平迹点和正面迹点的作图 

不管是直线迹点或者是直线段端点 ，只要它们都属于同一直线，在投影图上都必须符合定比的 

原则，所以就可以依据定比求得水平迹点和正面迹点。 

如图 11，坝怦 线 AB的正面投影 a b 与水平投影 a6的投影连线与 OX轴相交于 m 、 ，即水平 

迹点 埘 的 面投影、正面迹点 Ⅳ的 投影。在 (或 b )的任一端作辅助线，而且将其正面投影 

n b 、b m 长度对应转移到此线上，连接 66．，并过 m 作 拍．的平行线，交 a6的延长线于 m或 ，过 

n作 的平行线交辅助线 b a的延长线于 ，再将 am的长度转移到侧平线 V面投影 。 6 相应 

的 n 端延长线上，求得 n 或 Ⅳ，从而完成侧平线水平迹点 和正面迹点 Ⅳ的作图。 

h 
1I 私 一 一 

图 8 图 9 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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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从上述侧平线几个空间几何 问题 的求解可以看出．由于已知侧平线的 、 投影 ，就完全确定 

J 其空间位置 可以不画出 投影，利用平面确定的条件相交二直线和平行 _̈直线均能确定一个 

平面、平面的性质属于同一平面的直线不平行必定相交以及定 比等几何原理，只在 、 投影围便 

能求解 一些空间几何问题。 

Discussion about Some Questions of the Profile Line 

YE Xiao —q 

(Faculty of Civil E neering．C}mngqing Jianzhu Umversity， 400045， China 

Ab妯md This paper discusses sortie questions about the profile line 0f space geomeUy．such as the udgement 

0fthe pm'allehsrn ofthetwo profilelines 山 the sarile directions andthe visibility,aboutthe skew lines andthe 

reappeared points of profile lines，which make the solution of some questions in space geometry
．
1~lOre easy than 

those comn~ y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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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based on reference [1]a method to solve the problem 山 equality constraints is 

given．A new appmach for solvi these problems is obtained．the number of dimensions 0f correspond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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