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09 投影与视图（7 个考点）

【知识梳理+解题方法】

一．简单几何体的三视图

（1）画物体的主视图的口诀为：主、俯：长对正；主、左：高平齐；俯、左：宽相等．

（2）常见的几何体的三视图：

圆柱的三视图：

二．简单组合体的三视图

（1）画简单组合体的三视图要循序渐进，通过仔细观察和想象，再画它的三视图．

（2）视图中每一个闭合的线框都表示物体上的一个平面，而相连的两个闭合线框常不在一个平面上．

（3）画物体的三视图的口诀为：

主、俯：长对正；

主、左：高平齐；



俯、左：宽相等．

三．由三视图判断几何体

（1）由三视图想象几何体的形状，首先，应分别根据主视图、俯视图和左视图想象几何体的前面、上面和

左侧面的形状，然后综合起来考虑整体形状．

（2）由物体的三视图想象几何体的形状是有一定难度的，可以从以下途径进行分析：

①根据主视图、俯视图和左视图想象几何体的前面、上面和左侧面的形状，以及几何体的长、宽、高；

②从实线和虚线想象几何体看得见部分和看不见部分的轮廓线；

③熟记一些简单的几何体的三视图对复杂几何体的想象会有帮助；

④利用由三视图画几何体与有几何体画三视图的互逆过程，反复练习，不断总结方法．

四．作图-三视图

（1）画立体图形的三视图要循序渐进，不妨从熟悉的图形出发，对于一般的立体图要通过仔细观察和想象，

再画它的三视图．

（2）视图中每一个闭合的线框都表示物体上的一个平面，而相连的两个闭合线框常不在一个平面上．

（3）画物体的三视图的口诀为：主、俯：长对正；主、左：高平齐；俯、左：宽相等．

（4）具体画法及步骤：

①确定主视图位置，画出主视图；②在主视图的正下方画出俯视图，注意与主视图“长对正”；③在主视

图的正右方画出左视图，注意与主视图“高平齐”、与俯视图“宽相等”．

要注意几何体看得见部分的轮廓线画成实线，被其他部分遮挡而看不见的部分的轮廓线化成虚线．

五．平行投影

（1）物体在光线的照射下，会在地面或墙壁上留下它的影子，这就是投影现象．一般地，用光线照射物体，

在某个平面（底面，墙壁等）上得到的影子叫做物体的投影，照射光线叫做投影线，投影所在的平面叫做

投影面．



（2）平行投影：由平行光线形成的投影是平行投影，如物体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形成的影子就是平行投影．

（3）平行投影中物体与投影面平行时的投影是全等的．

（4）判断投影是平行投影的方法是看光线是否是平行的．如果光线是平行的，所得到的投影就是平行投

影．

（5）正投影：在平行投影中，投影线垂直于投影面产生的投影叫做正投影．

六．中心投影

（1）中心投影：由同一点（点光源）发出的光线形成的投影叫做中心投影．如物体在灯光的照射下形成的

影子就是中心投影．

（2）中心投影的光线特点是从一点出发的投射线．物体与投影面平行时的投影是放大（即位似变换）的关

系．

（3）判断投影是中心投影的方法是看光线是否相交于一点，如果光线是相交于一点，那么所得到的投影就

是中心投影．

七．视点、视角和盲区

（1）把观察者所处的位置定为一点，叫视点．

（2）人眼到视平面的距离视固定的（视距），视平面左右两个边缘到人眼的连线得到的角度就是视角．

（3）盲区：视线到达不了的区域为盲区．

【专题过关】

一．简单几何体的三视图（共 1 小题）

1．（2022 秋•龙岗区期中）下列几何体中，从左面看到的形状为三角形的是（　　）

A． B． C． D．



【分析】四个几何体的左视图：长方体是长方形，圆锥是等腰三角形，圆柱是矩形，三棱锥是长方形，

由此可确定答案．

【解答】解：因为圆柱、三棱锥的左视图是矩形，圆锥的左视图是等腰三角形，长方体的左视图是长方

形，

故左视图是三角形的几何体是圆锥；

故选：B．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三视图的左视图的知识；考查了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属于基础题．

二．简单组合体的三视图（共 1 小题）

2．（2021 秋•殷都区期末）如图，在水平的桌面上放置圆柱和长方体实物模型，则它们的左视图是（　　）

A． B．

C． D．

【分析】找到从左边向右边看所得到的图形即可，注意所有的看到的棱都应表现在视图中．

【解答】解：从左边看可得左视图为：

故选：D．



【点评】本题考查了三视图的知识，左视图是从物体的左边向右看得到的视图．画简单组合体的三视图

要循序渐进，通过仔细观察和想象，再画它的三视图．

三．由三视图判断几何体（共 6 小题）

3．（2021 秋•南宫市期末）如图所示的是一个几何体的三视图，则这个几何体的侧面积为（　　）

A．4π B．8π C．16π D．32π

【分析】俯视图为圆的只有圆锥，圆柱，球，根据主视图和左视图都是三角形可得到此几何体为圆锥，

那么侧面积＝底面周长×母线长÷2，从而得出答案

【解答】解：根据三视图可得：这个几何体为圆锥，

∵直径为 4cm，圆锥母线长为 8cm，

∴侧面积＝π×4×8÷2＝16πm2；

故选：C．

【点评】本题考查了由三视图判断几何体，掌握圆锥的底面直径和母线长是解题的关键．

4．（2022•新华区校级四模）一个几何体的三视图如图所示，其中俯视图为正三角形，则该几何体的左视图

中 a 的值为（　　）



A．1.8 B．1.7 C． D．2

【分析】根据三视图的定义以及正三角形的性质进行计算即可．

【解答】解：如图，由图形中所标识的数据可知，

在俯视图中，AB＝2，△ABC 是正三角形，过点 C 作 CM⊥AB 于 M，

∴AM＝BM＝ AB＝1，

∴CM＝ AM＝ ，

即左视图中 a 的值为 ．

故选：C．

【点评】本题考查由三视图判断几何体，简单几何体的三视图，理解视图的定义，掌握简单几何体三视

图的形状以及正三角形的性质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5．（2021 秋•泗县期末）已知如图是从三个方向看到的一个几何体的形状．

（1）写出这个几何体的名称：

（2）若从正面看到的高为 10cm，从上面看到的三角形的三边长都为 4cm，求这个几何体的侧面积．

【分析】（1）只有棱柱的主视图和左视图才能出现长方形，根据俯视图是三角形，可得到此几何体为三

棱柱；

（2）侧面积为 3 个长方形，它的长和宽分别为 10cm，4cm，计算出一个长方形的面积，乘 3 即可．

【解答】解：（1）三棱柱；

（2）3×10×4＝120cm2．

【点评】本题考查了由三视图判断几何体，掌握棱柱的侧面都是长方形，上下底面是几边形就是几棱柱

是关键．

6．（2022 秋•武侯区校级期中）一几何体的三视图如图所示，求该几何体的体积．



【分析】由三视图可判断该几何体由一个长方体和一个半圆柱组成，长方体的长宽高分别为：10，4，5，

半圆柱的高为 2，半径为 3，该几何体的体积等于长方体与半圆柱体积之和．

【解答】解：由三视图可判断该几何体由一个长方体和一个半圆柱组成，长方体的长宽高分别为：10，

4，5，半圆柱的高为 2，半径为 3，

∴长方体的体积为 10×4×5＝200，半圆柱的体积为 ×π×32×2＝9π，

∴该几何体的体积为：V＝200+9π．

【点评】本题考查了学生对三视图掌握程度和灵活运用能力，同时也体现了对空间想象能力方面的考

查．主视图、左视图、俯视图是分别从物体正面、左面和上面看，所得到的图形．

7．（2022•中山市模拟）第 24 届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收获无数“迷弟”“迷妹”而一“墩”难求；为了

满足需求，其中一间正规授权生产厂通过技术改造来提高产能，两次技术改造后，由日产量 2000 个扩大

到日产量 2420 个．

（1）求这两次技术改造日产量的平均增长率；

（2）这生产厂家还设计了三视图如图所示的“冰墩墩”盲盒（单位：cm），请计算此类盲盒的表面积．

【分析】（1）设这两次技术改造日产量的平均增长率为 x，利用经过两次技术改造后的日产量＝原日产

量×（1+增长率）2，即可得出关于 x 的一元二次方程，解之取其正值即可得出两次技术改造后日产量的

平均增长率为 10%；

（2）根据半圆柱表面积的计算方法计算即可求解．

【解答】解：（1）设这两次技术改造日产量的平均增长率为 x，



依题意得：2000（1+x）2＝2420，

解得：x1＝0.1＝10%，x2＝﹣2.1（不合题意，舍去）．

答：这两次技术改造日产量的平均增长率为 10%；

（2）π×42+π×4×8+8×8

＝16π+32π+64

＝48π+64．

故此类盲盒的表面积是 48π+64．

【点评】本题考查了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以及由三视图判断几何体，解题的关键是：（1）找准等量关系，

正确列出一元二次方程；（2）熟练掌握圆柱表面积的计算在实际问题中的运用．

8．（2022 秋•细河区校级月考）如图所示是一个几何体的主视图和俯视图，求该几何体的体积（不取近似值）

【分析】该几何体是一个圆柱和一个长方体叠放在一起，因此体积是一个圆柱和一个长方体体积的和．

【解答】解：该几何体的体积为：

π×102×32+30×25×40

＝（3200π+30000）cm3．

【点评】本题考查了由三视图判断几何体的知识，解题的关键是判断该几何体的形状．

四．作图-三视图（共 2 小题）



9．（2021 秋•盘州市期末）在平整的地面上，有若干个形状大小完全相同的小正方体堆成一个组合几何体，

并固定在地面上，如图所示．

（1）如果把堆成的几何体的表面喷上黄色的漆，则所有的小正方体中，有 　1　个正方体只有一个面是

黄色，有 　2　个正方体只有两个面是黄色，有 　3　个正方体只有三个面是黄色．

（2）请画出这个组合几何体从三个方向看到的形状图．

（3）若现在你手头还有一些形状大小完全相同的小正方体，在保持从上面和从左面看到的形状图不变的

前提下，最多可以再添加几个小正方体？

【分析】（1）从正面看有 3 列，每列小正方数形数目分别为 3，1，2，从左面看有 3 列，每列小正方形

数目分别为 3，2，1，从上面有 3 列，每列小正方数形数目分别为 3，2，1，据此可画出图形；

（2）保持从上面和左面看到的形状图不变，可往第二列前面的几何体上放一个小正方体，后面的几何体

上放 3 个小正方体；

（3）只有一个面是黄色的应该是第一列正方体中最底层中间那个，有 2 个面是黄色的应是第一列最底层

最后面那个和第二列最后面那个，只有三个面是黄色的应是第一列第二层最后面的那个，第二列最前面

那个，第三列最底层那个，据此分析解答．

【解答】解：（1）只有一个面是黄色的应该是第一列正方体中最底层中间那个，共 1 个；

有 2 个面是黄色的应是第一列最底层最后面那个和第二列最后面那个，共 2 个；

只有 3 个面是黄色的应是第一列第二层最后面的那个，第二列最前面那个，第三列最底层那个，共 3 个．

故答案为：1，2，3；

（2）如图所示：



（3）最多可以再添加 4 个小正方体．

【点评】本题考查三视图、认识立体图形等知识，解题的关键是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属于中考

常考题型．

10．（2022•龙岗区模拟）如图所示是由若干个相同的小正方体组成的几何体．

（1）该几何体由 　8　个小正方体组成；

（2）在虚线网格中画出该几何体的三视图．

【分析】（1）根据几何体的特征判断即可；

（2）根据三视图的定义画出图形即可．

【解答】解：（1）这个几何体有 8 个小正方形组成．

故答案为：8；

（2）三视图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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