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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室内手绘效果图单体表现技法 
贾园园 

（郑州科技学院 艺术学院  郑州  450064） 

摘要：室内单体是构成室内空间的基本元素之一,在设计中针对室内空间的整体风格来选择与其搭配的家具组合,是完善室内设计

的重要因素。单体手绘设计表现是家具设计最重要的环节之— ，为表现整个室内空间打下良好基础。同时单体表现技法的练习也能

较好的提高造型能力，为表现整个室内空间打下良好基础。因此我们在进行整体空间绘制之前,应首先对单体家具进行详细的讲解与

练习,掌握各种风格和形态的家具的画法,然后逐渐地加强难度，才能更好的学习后期的组合和空间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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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熟知室内单体表现概念 
在室内单体中我们常见的有沙发、柜子、茶几、家电、抱枕、

饰品等。我们通过单体的表现手法把室内单体大体分为硬质类单体

和软质类单体。凡是线条比较平直、硬朗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硬质

类单体。硬质类单体内部一般都有硬质结构支撑，例如，钢架或者

木质骨架。在室内单体常见的硬质类单体有沙发、床、茶几、床头

柜、卫浴等。凡是线条比较柔软、有流线效果的，我们可以称之为

软质类单体。在室内单体常见的软质类单体有靠垫、花卉、窗帘等。 

2、详细讲解手绘透视原理的基础知识 
（1）一点透视原理应用于室内单体 

一点透视在手绘中较常用,也是最简单的透视规律。一个物体上

垂直于视平线的纵向延伸线都汇集于一个灭点(消失点),而物体最靠

近观察点的面平行于视平面,我们称之为一点透视,也叫平行透视。

它是一种表达三维空间的方法当观者直接面对景物,可将眼前所见

的景物表达在画面之上。通过画面上线条的特别安排来组成人与物,

或物与物的空间关系,令其具有视觉上的立体感与距离的表象。最后

一点透视的物体更有透视感、庄严感。但是一点透视变形方向比较

单一，且与人们日常观察的影像相差较大，因而画面比较单调，容

易产生呆滞感。 

（2）两点透视原理应用于室内单体 

物体平行于视平线的纵向延伸线按不同方向分别汇集于两个

灭点物体,这样的透视关系叫两点透视,也叫成角透视.成角透视是指

观者从一个斜摆的角度,而不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观察目标物。因此观

者看到各景物不同空间上的面块,也会看到各面块消失在两个不同

的灭点上。其次在画面上的构成,先从各景物最接近观者视线的边界

开始。景物会从这条边界往两侧消失,直到水平线处的两个灭点。最

后两点透视能让物体看起来更活泼、自然。但两点透视画法比较难，

对构图的要求也高，绘制不好容易造成反透视，以及画面局部变形

过大，使画面看起来比较别扭。 

有了透视感觉以后，就可以进一步巩固对透视的感觉。一个物

体从不同角度看，呈现不同的效果。这些透视角度的变化主要是控

制透视两边观察面的比例大小，可以运用到以后手绘表现的构图

上，针对不同的表现对象，选择不同的透视比例。 

3、强化单体材质的表现练习 
室内每一种材料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属性,如玻璃的透明、反光:

石材的沉重、坚硬;布料的柔软、飘逸:木材的天然、有机等等。室

内效果图要反映真实性的特点,就必须按照物体本身的属性来绘制,

塑造出各种不同材料的质感,使室内手绘效果图的表达更深入,艺术

感染力更强，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的硬质单体，具体如下表现。 

（1） 硬质单体材质表现 

1）木材 

木材装饰包括原木和仿木质装饰，有亲和力, 加工简易方便。

由于肌理不同木材种类也是多样,单黑胡桃同类的木材色泽和纹理

也不尽相同,有的黑褐色,木纹呈波浪卷曲。有的如虎纹，色泽鲜明, 

具体作画时,应注意木材色泽和纹理特性,以提高画面真实感。木材

纹理的表现可以在线稿阶段刻画,然后着色调整,也可以用马克笔和

彩色铅笔直接绘制,在绘制时应根据不同种类的木材特点选择相应

的手法进行表现。 

材质分类特征:未刨光的原木,反光性较差,多纹理。刨光的木材,

反光性较强,固有色较多,有倒影效果。 

绘画难点:物体固有色的描绘、倒影的编排。 

2）石材 

大理石、花岗岩、砖类在室内常作为地面材质大量使用，尤其

在现代装饰设计中应用甚广、烘托室内时尚气氛, 在绘制时要注意

有轻微的反光，投射环境色。对比强烈且注意花纹、纹理的表现。

例如抛光石材的表现在现代室内装饰中应用很多,特别是一些大型

公共室间的墙面与地面。石材表面光洁度不同,抛光石材质地坚韧,

带有自然的纹理,表面光滑,可以反映周边光影。地面的抛光石材除

了自身的纹理之外,还因表面光滑而具有反射周围环境形、光、色等

属性,反射程度与光滑程度成正比关系。一般选用冷色系来表现。用

笔力度强硬,可前重后轻。绘制纹理时可用针管笔、彩铅进行纹理等

细节的刻画。 

对于砖墙的表现，在运用马克笔表现砖墙底色时不可涂抹得太

平均,要有意保留部分光影笔触(凹凸点),再勾勒砖块的亮线和暗线,

以强调体块效果。在底色上用小碎点表现砖块材质,是手绘效果图快

速表现中常用的手法。 

绘画难点:刨光的自然石材,难点在于处理成片石块的场景,易出

现“碎”的效果,绘画时注意近实远虛的关系。刨光的理石等石材,

注意花纹的刻画和倒影位置排列。 

3）玻璃 

玻璃属于反光性强、质感较硬的物质。由于玻璃是透明材料,

透过它可以看见后面的景象,其反光区域还可以反射周边环境的形、

光、色等因素,在室内效果图的表现中有一定的难度。但如果表现得

当,会为图面效果增色不少。例如有色玻璃的层次明显要比一般环境

层富有自身的色彩特点。在正常情况下,玻璃的表现与周边环境一同

绘制,只是在高光和反光部分要明显表现出其自身的材质属性. 

2、软质单体材质表现 

1）布艺  

布艺在室内装饰中常有着缤纷的色彩,在具体装饰中运用可使

空间丰富多彩:地毯、桌布、窗帘、沙发等,柔软的质地、明快的色

彩使室内氛围自然、亲切。画面可运用轻松、活泼的笔触表现柔软

的质感。绘制时主要表现其固有色,可绘制花纹或条纹点缀,图案不

必完整,色彩应随转折变化而形成明暗。在绘制布料的转折,可适当

地减弱其明暗对比的强度,让其层次更丰富些。同时在布料绘制花纹

也是表现其质感的一种有效方法。总体来说布艺为漫反射物体,光影

变化微妙。 

材质分类特征: 

① 单色布艺。此类物体注意因形体转折而产生的光影变化。 

② 有花纹的织物,如地毯,带花纹的沙发。 

绘画难点:花纹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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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物 

花草树是在室内空间中有生命的装饰物,它们能使室内空间充

满活力。花草树形状多样,姿态生动描绘时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其形

态特征要把握准确。要熟悉它们的生长规律,下笔要准确、果断。在

线条的运用方面,要注意疏密对比、方向对比、粗细对比等,用这些

手段表现植物味子的前后穿插、疏密的层次关系。 

4、分解单体表现步骤 
在绘制家具的表现练习包含两个步骤,第一步先进行单色马克

笔的表现练习,主要用灰色系的马克笔来塑造形态关系；第二步再进

行色彩搭配的表现练习,运用不同的颜色来组织不同的色调塑造色

彩关系。练习中对于单体的表现既可全部使用马克笔这一种工具完

成,也可运用彩色铅笔等辅助工具加以补充和润色。 

家具单体表现实例:沙发,座椅、床、柜(橱)及各类家具。单体家

具在表现中最主要的是刻画物体的体积感,而体积感的塑造需要将

物体的几个主要界面明确地区分开这样才能使单体呈现出立体感。

因此，牢牢抓住明暗交界线进行块面的塑造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在茈

基础上再进行深入塑造就变得水到渠成。 

1、沙发 座椅练习  

沙发、茶几在室内单体表现图用的最多，要考虑他们的风格、

与装饰环境相协调、茶几在表现图中占的份额不大,但角色重要,要

很好地把握并且简练地表现出来。休闲类的椅子,如果是布艺材质的,

要表现其轻巧柔软的感觉,线条多重复,多折线,多交错。办公类的椅

子,在工装类手绘表现图中用得最多,因为它们是皮革材质,线条必须

流畅,要有一气呵成的感觉。下面我们分步骤绘制单椅的手绘表现。

如图 1 所示 

 
图 1 单椅手绘表现步骤图(自绘） 

线稿步骤 

步骤 1：以沙发休闲椅最左边轮廓为定位起笔，画出底座和靠

背的线稿。注意透视比例。 

步骤 2：顺延左边轮廓勾勒出最左边的椅子背，顺势把下方部

分勾勒出来。 

步骤 3：根据已勾勒出的外轮廓，勾勒出左边扶手以及坐垫。

注意左边扶手的厚道。 

步骤 4：根据已有的左边扶手轮廓，顺势勾勒出整个的座椅靠

背扶手。 

步骤 5：椅子的外轮廓已完成，根据椅子外形以及透视增加椅

子的褶皱。 

步骤 6：最后绘制椅子的阴影。同时也要注意阴影的透视。 

上色步骤 

步骤 1：用浅暖灰和浅咖色整体上一遍基本色，注意留高光部

分。 

步骤 2：用同色系更深色的暖灰和咖色进行叠加，注意层次感

和留高光部分。 

步骤 3：最后对暗部和阴影处进行再次叠加，增加阴影的层次

感。 

座椅和沙发是室内单体中最常见、最重要、也是趣味性最强

的部分。各式各样的座椅、沙发可以给整个室内设计带来多样的

设计感。在练习的时候,可以找到很多素材进行临摹。在画的时候,

要注意材质、色彩及光感的体现。有的沙发形体比较特别,甚至曲

线较多,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概括。上色的时候要看重处理它们的

素描关系。   

5、总结 
针对室内单体手绘表现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把握比例与尺度：比例和尺寸是家具设计的重要内容，

直接体现家具的使用功能。手绘线稿设计不能太过于随意，表达

时一定要遵循严格的比例与尺度， 这样的概念设计作品才具有现

实意义。小沙发尺寸：宽 80cm，深 85cm，坐高 35cm，背高

70cm。再如床头柜一般高为 800mm 宽 550mm。小型长方形茶几:长

度 600-750mm,宽度 450-600mm,高度 380-500mm。大型长方形茶

几:1500-1800m,宽度 600-800m,高度 30-420mm。因此在绘制中我们

需要把握好比例关系。 

（2） 透视准确：透视是塑造空间的最直接的手法。没有透视,

物体便无法“凝聚”在一起。要想塑造空间,透视必须合理。所谓

“合理”并非准确,这是因为有些时候完全按透视原理来绘制物体,

整体呈现的效果有可能看起来不是很舒服，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

把透视进行一定的调整。但这种调整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不可破坏

总体的透视效果。 

（3） 体现画面明暗的层次：区分亮、灰、暗三大面，亮面留

白，灰面用浅色平铺，暗面用深色叠加。画面的光影包含光和影

的相互关系,没有光影的画面易产生平涂的色块,形成过于装饰性的

图案效果,缺少三维的空间感。光线的射入必定会使物体产生界面

明暗的渐变和不同形状的阴影.光影在画面中不仅增强了明暗色彩

的视觉层次感,也让画面变得更富有艺术性和变幻感。 

（4） 注意色彩协调：马克笔的上色— 般从重点的地方下

笔，依次扩展到其他的部位。每一个部分的上色顺序为由浅到

深。先考虑画面整体色调,再考虑局部色彩对比,甚至整体笔触的运

用和细部笔触的变化,做到心中有数再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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