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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透视
日常生活中，当我们看周围事物时，会有远近、高低、长短、宽

窄等不同，这是由于距离、方位等差异在视觉中呈现的不同反映，

这种现象就是透视。透视学的出现可以帮我们非常科学的表现各

种空间感和立体感，它广泛用于绘画、建筑、环艺、设计等诸多

领域。

在设计中若想让画面无违和感，第一步就是要做到「透视准确」，

而透视作为构图中的重要知识点，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我们只有

掌握透视的变化规律，才能准确表现出元素的空间关系，如果透

视不对，那空间将会失真。



透视的3个类别



一.  空气透视

空气透视又称「色彩透视」，由于

空气介质的存在（雨、雪、雾、烟

等），使人们看到近处景物比远处

的轮廓更清晰、色彩更饱满的视觉

现象，我们也叫近实远虚。例如下

方海报中的「烟雨蒙蒙」，这种近

实远虚感就是典型的空气透视，随

着镜头拉远，山川也变得越来越模

糊。



二.  散点透视

散点透视则是中国画特有的一种透视类型，《清明上河图》就是这

类透视的代表作，在这五米长的画卷中，很难找出画家的具体观察

位置，好似在移动中作画，每到一处画一部分，最后拼接起来，这

种视点不断移动的画法就是散点透视，散点透视适合表现景色的波

澜壮阔，重在写意，体现一种气势和意境。



三.  焦点透视

焦点透视它是透

视学中的核心理

论，也是西方绘

画所遵循的透视

原则，最早研究

透视就是从这里

开始，如果散点

透视是「写意」，那焦点透视则「写实」，一切都以客观还原为准。

例如名画《最后的晚餐》，所有视线都汇聚一点（称为灭点），营造出一

种立体空间感，就像自己身处画面中央所看到的逼真景象。



设计中常说的透视也都指「焦

点透视」，这是我们需要掌握

的重中之重。在绘画中画静物

要「近大远小」，其实就是对

焦点透视最为形象的描述，例

如草地上的奶牛，离我们越近

就越大，越远则越小，正是这

种近大远小的透视变化才使场

景有了空间和层次。



观察视角



观察视角

视角即指人眼（称为视点）在观察事物时视线之间所形成的角度。

其中平视时人眼和物体形成的假想连线称为「水平视线」，这是判

断视角高低的参考线



当我们将产品放入空间时，就要根据陈列形式选择合适视角，从下

方的示意图中能看到，三种视角给人的感受都不相同：

⚫ 平视有种方方正正感，给人一种非常自然的观察感受，虽然中

规中矩但视觉舒服；

⚫ 仰视则能体现产品的高大和气势，用来烘托价值感；

⚫ 而俯视最接近我们日常看桌面小物品的视角，很真实也很亲切，

同时还凸显了产品的立体感。



焦点透视

⚫平行透视（一点透视）

⚫成角透视（两点透视）

⚫斜角透视（三点透视）



平行透视
PINGXINGTOUSHI



一、平行透视
用立方体简单说明，就是

有一面与画面平行，这时

物体的厚度边线若向内延

伸，最后都会汇聚到1个点

上，因此又称「一点透

视」。这是最简单也最易

掌握的一种透视形式，其

中汇聚点称为「灭点」，

而灭点所在的那条线则是

「视平线」，即与人眼等

高的一条水平线。





电商或广告中的产品展示也一样，不管哪种视角，产品和立方体都

是正对观众，让人觉得摆放角度正正好。



平行透视的三个视角



平行平视



平行平视



平行平视

总结：当画面为平行透视和平视视角时，这时的观察位置很正。

空间和产品都显得有些平整，虽然场景的立体感较弱，但视觉舒

服协调，表现起来也相对简单。注意平视的「视平线」基本位于

主体元素的中心处，即是说人眼此时正对前方物体的中心，这样

才会有平视效果。



平行仰视

当画面为仰视时，一般视角都不会太大，微微仰视即可，这样视

觉才舒服。其实和平视比起来，小角度仰视的透视变化并不明显，

没有夸张形变，但依然能体现空间和产品的高大。此时「视平线」

位于主体中心靠下的位置，这时人眼明显是从下往上看。



平行俯视



平行俯视-正俯视

行透视的俯视还有一种特殊情形——正俯视，即视角为90°的俯

视，这时我们是从物体的正上方低头往下看，当产品平放桌面时，

正俯视能清晰看到产品的全貌。



平行俯视-正俯视

在空间陈列中这是一种常见视角，上手简单，展现清晰。俯视下

的产品摆放非常灵活，根据构图需求可以工整 也可以随意 ，并

且产品多以正面展现为主，整体直观、舒服。



平行俯视-正俯视



平行俯视-正俯视（场景应用）



平行透视-空间平行透视



空间平行透视

这种形式即画面的正前方有个类似方盒的纵深空间，而人物或产

品就放置在空间里。

该形式也有视角的3种变化，但为了确保视觉的自然舒服，仰视和

俯视也都是小角度的上下摆动，所以产品的透视变化并不明显，

场景呈现也没有很夸张。



空间平行透视-空间平视



空间平行透视-空间平视



空间平行透视-空间平视



成角透视
CHENGJIAOTOUSHI



二、成角透视
物体与画面形成一定夹角，这时物体的所有边线分别向各自方向

进行延伸，最后会在视平线上形成一左一右2个灭点，因此又称

「两点透视」。这类透视最接近我们日常的观察角度，即是说大

部分时候，我们看到的物体都属于成角透视。



成角透视

然成角透视只比平行透视多了1个灭点，但2个灭点的位置却很灵

活，这样空间的透视变化也更加丰富。

例如下方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景象，虽然都是典型的成角透视，但

① 是2个灭点都在画面外，这时建筑给人的感觉结构平稳，立体

感强，侧重写实；而 ② 则是1个灭点在画面内，另1个在画面外，

这时空间右侧的透视形变较大，产生纵深感，整个场景更有张力

和冲击。





成角透视

不同于单面展示为主的平行透视，成角透视则以展示物体的两面

为主，这样立体感更强，构图也更稳定。注意在成角透视中，画

面所有的竖向边线都是平行，不会产生灭点。



成角透视

相比平行透视，成角透视在表现上更复杂一些，一般都以2灭点在

画面外的情形为主，这时透视最舒服。注意要想画面只产生2个灭

点，那当中的所有元素都需排列整齐，这也是成角透视的常用做

法，此时画面会显得整齐统一。下面列举3种视角下的案例，其中

以仰视和俯视最为常见。



成角透视的三个视角



成角平视

平视下的成角透视相对少见，因为使用成

角透视就是为了凸显物体的立体感，但平

视由于视角很正，恰恰就会显得立体感较

弱，这时2种效果会有矛盾，影响场景的协

调性。



成角平视



成角仰视

仰视下的成角透视就显得刚刚好，如下图所示，所有元素均用2个

立面展示，加上透视形变，这时空间的立体感强，产品和立方体

也都有明显的体积感，视觉平稳、饱满，而且还能体现产品形象

的高大，凸显价值感。

注意2个案例中，视平线上都只有2个灭点，这是因为产品和立方

体的排列都很整齐，反之若无序排列，就会产生多个灭点，这样

画面会显凌乱，视觉不舒服，所以在表现成角透视时，尽量确保

所有元素都能整齐排列。



成角仰视



成角仰视



成角俯视

在成角透视中，俯视视角最常见。因为该视角下的物体可以展现3

个面，能进一步强化元素的立体感和方位感，如图所示，物体的

空间关系明显，层次分明，构图也平稳。

一般成角俯视适合小场景陈列（若是大场景则垂直方向会发生严

重形变，这就是后面要讲的「斜角透视」）



成角俯视



成角俯视



空间成角透视



斜角透视
XIEJIAOTOUSHI



三、斜角透视
物体与画面存在一定夹角，并且在2点透视的基础上，再加入了

高度变化，这样垂直方向的连线会向上或者向下汇聚，最终画面

形成3个灭点，又称「三点透视」。相比成角透视，斜角透视其

实就是让本没有交集的竖线有了交集，这样垂直方向就有了强烈

的汇聚感。



斜角透视

斜角透视的形变夸张，常用于大型物体的仰视或高处俯瞰，类似

广角拍摄。该透视能表现出建筑或空间的宏大感，并且越宏大透

视就越强烈。这时画面的夸张构图会显得观者渺小，给人一种压

迫感，也让场景有着极强冲击力，带来了更加刺激的视觉感受。

其实只要观者在场景中显得很小，这时看到的画面就会产生斜角

透视，例如当我们仰望高楼时，相对高楼而言，渺小的我们就会

看到斜角透视。

如果产品展示采用斜角透视时，就会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因

为相对产品来说，我们并不渺小，所以日常是不会看到这样的场

景，这种场景更像是「昆虫视角」，斜角透视下，虽然画面不真

实，但会有种特别的戏剧效果。



斜角透视



斜角透视



斜角透视

另外斜角透视没有平视视角，因为平视物体的竖向边线依然平行，

不会在垂直方向产生第3个灭点，因此仍属于成角透视。总之只有

在大角度仰视或俯视大型物体时，才会看到斜角透视。

这种形变强烈的夸张透视虽然生活中相对少见，但电商中用的还

真不少。这种透视可以体现物体的巨大（仰视）或者场景的宏大

（俯视），正是这样一种不真实也不自然的视觉感受，反倒给人

一种强烈的气势和冲击，画面极具张力的构图往往能脱颖而出，

并在第一时间抓人眼球，吸引注意，所以成角透视特别适合大促

主题的场景搭建和氛围营造。



斜角仰视

视能让物体显得高大，而斜角仰视则让物体显得「巨大」。产品

都十分「巨大」，通过这样一种「刁钻」视角和夸张手法渲染出

了产品气势，使产品显得分量十足，同时也提升了视觉冲击力，

整个场景都变的大气。



斜角仰视



斜角仰视



斜角俯视

当我们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俯瞰周围，或者用无人机在高空航拍，

这时看到的景象就是斜角俯视。场景的宏大，视觉冲击强，这种

居高临下感使人视野开阔。



斜角俯视



斜角俯视



平行斜角透视



平行斜角透视——仰视



平行斜角透视——仰视



平行斜角透视——仰视



平行斜角透视——俯视



总结

⚫ 当立方体的一面正对观察者时，就是「平行透视」，这时除了

物体厚度的边线会汇聚1点，其余边线均无交集；

⚫ 而当立方体旋转一个角度，任何一面都不正对观察者时，就是

「成角透视」，这时横向边线会向各自方向汇聚成2点，竖向

边线则无交集；

⚫ 此时若将立方体变的巨大，大到需要仰望，就是「斜角透视」，

这时在2点基础上，本无交集的竖向边线将汇成1个新点。



场景案例
CHANGJINGANLI



案例展示

大小展示



案例展示

盒子陈列



案例展示

盒子陈列



案例展示

台面陈列



案例展示

台面陈列



案例展示

台面陈列



案例展示

台面陈列



案例展示

舞台陈列



案例展示

舞台陈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