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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 下三维建模研究① 
张凯选 1，闫 野 2，魏 来 1 
1(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测绘与地理科学学院，阜新 123000) 
2(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工程与机车车辆系，锦州 121000) 

摘 要：以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校园为例首先应用 Auto CAD 2007 对校园内建筑物、场地、草坪及附属设施进行

三维建模，通过操作和研究使 Auto CAD 2007 三维建模技术和方法更加成熟和灵活，之后研究 AUTO CAD 2007

三维模型的应用，将建好的三维模型分类添加好图层以后加载到 Arc GIS 9.2 软件中，在 Arc GIS 9.2 软件中实现

三维数字校园。最后通过三维建模的操作和研究及在 Arc GIS 9.2 软件三维数字校园的实现把 Auto CAD 2007 三

维建模与 3DS MAX 建模做详细对比找出 Auto CAD 2007 三维建模比其他 3D 软件更加适合应用于 GIS 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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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Dimensional Modeling with 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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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first example of Liaoning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Auto CAD 2007 campus on campus 

buildings, grounds, lawn and ancillary facilities in three-dimensional modeling, and research through the operation to 

three-dimensional Auto CAD 2007 modeling techniques and methods more sophisticated and flexible, after the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Auto CAD 2007 application, built a good model classification after adding a good layer in 

the Arc GIS 9.2 software loaded into the Arc GIS 9.2 to achieve three-dimensional digital campus. Finally, 

three-dimensional modeling of operations and research and in the Arc GIS 9.2 software, 3D Digital Campus to 

three-dimensional modeling and Auto CAD 2007modeling of a detailed comparison 3DS MAX three-dimensional 

modeling identify than other 3D software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advantages of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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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的 CAD 制图应用已经非常广泛，也已经比较

成熟，三维的 CAD 设计较多的应用到机械制图和建筑

制图领域，应用到测绘领域很少，本文通过对 CAD 三

维建模的研究并使之与 GIS 软件相结合使其能更好的

应用到测绘领域中，CAD 主要用于对现实世界还不存

在的物体进行设计，而 GIS 用于对已经存在的物体建

模，以理解、分析与管理资源和实施。尽管如此，CAD

与 GIS 在许多功能方面又是相辅相成的，尤其在一些

专题信息系统，如城市规划与国土部门的管理信息系

统(1)。这些系统对 CAD 与 GIS 的互操作性与集成应

用产生越来越强烈的需求。随着 GIS 的快速发展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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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应用，CAD 与 GIS 集成已是必然趋势。通过研究使

CAD 三维建模技术和方法更加成熟和灵活，并将 CAD

的三维技术与 GIS 集成，找出 CAD 三维建模比其他

3D 软件更加适合应用于 GIS 的优势，从而使 CAD 三

维技术得到更快的发展和更广阔的应用(2)。 

 

1 CAD三维建模 
1.1 Auto CAD 2007 三维建模概述 

Auto CAD 2007 具有三维建模准确、快速的优点，

但是它的纹理贴图和光照以及实时漫游的功能相对于 

主要制作效果图的 3DSMAX 还逊色些。但是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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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 2007 工具创建的精确工程数据模型，包含大量用

于工程和绘图的有用信息。Auto CAD 2007 包含工程

标准、精确材质赋予以及大量的属性数据及用于工程

规划和静态图形生成的、基于复杂规则的数据(3)。 

1.2 Auto CAD 2007 三维建模步骤 

(1) 分类提取，明确分类：建筑物、草坪、活动场

地、道路、砖路、路灯、井盖、树木、围墙（栏）。 

类分好以后需要依次提取，过程是：在已有的辽

宁工程技术大学二维平面图上新建图层，图层以上面

的分类名字命名，之后依次进行描图，每完成一类的

描图要将其提取出来单独保存一个 Auto CAD 文件。

如果没有 Auto CAD 二维平面图有点数据那就要重新

绘图再分类。 

(2) 建模，建模之前需要注意的就是模型的尺寸，

还要注意单位要统一，如果单位没统一也可以通过 SC

命令来做比例缩放。同时 CAD 中还可以设置精度。另

外为了避免文件太大影响 Auto CAD 文件打开和 Auto 

CAD 运行的速度，在建模的时候要尽量减少构成模型

的体的数量。 

下面从复杂的建筑物开始建模，每个建筑物都要

用一个 Auto CAD 文件保存并且最好用英文命名，因

为三维模型文件相对较大，如果将多个模型保存在一

个文件里打开和复制粘贴的时候会很慢，用英文命名

是为了导入到其他 GIS 软件的方便。绘制建筑物模型

时较多的是长方体，用长方体将建筑物的外型组建起

来，用长方体建出窗户和门的大小之后用差集差出窗

户和门的效果。门窗的绘制可以用三维阵列，只要在

准确的位置绘制一个窗户就可以将所有的窗户阵列出

来，非常方便省时。对规则对称的建筑物 Auto CAD

的这种功能非常的实用。 

 

 

 

 

 

 

图 1 事先绘制好的台阶模型 

 

对于频繁用到的模型，如台阶可以事先绘制台阶

模型并保存，之后在需要的时候进行下简单的修改就

可以直接用了，例如先做好一个台阶并保存，在建模

时如果需要绘制台阶就将事先绘制好的台阶模型打开

之后选定台阶，带基点复制，之后在目标模型中找准

基点粘贴，这时由于台阶除了高和宽的尺寸按实际定

义以外，其他数据是随意定义的因此不会符合要求，

通过过一些操作可以达到要求。如图 1。 

建模中遇到有三角形的屋顶，由于 Auto CAD 中

不能直接绘制三角形的模型，但 Auto CAD 达到目的

的实现方法很多，用如下方法就可以绘制三角体： 

按照尺寸要求绘制宽相同、长尽量长的矩形，之

后选择角度拉伸，这个时候注意拉伸的角度和高度一

定要计算好否则拉出来的是梯形不是三角形，拉伸出

来的模型是四面都有倾角的，而我们要的是两面倾角

的，用剖切工具将多余的两面剖切并删除掉就得到了

需要的模型。 

 

 

 

 

 

 

图 2 剖切前 

 

 

 

 

 

 

 

图 3 剖切后 

 

有些建筑物是有弧形的，这种情况可以直接用圆

柱体绘制之后剖切得到想要的效果，也可以用多段线

绘制平面图之后拉伸得到，有的也可以用圆角工具对

长方体进行圆角来实现。由于 CAD 的建模灵活，不同

的方式虽然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但是却各自有不同的

优缺点，建模的时候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

方法来实现。图 4 是综合各种建模手段和技巧绘制的

国际会议中心模型效果： 

接下来把绘制好模型复制粘贴到提取出来的建筑

物类中，建筑物模型就放置到了它图上的坐标位置上，

之后保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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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国会中心模型图 

 

绘制草坪，打开提取出来的草坪类的 Auto CAD

文件，用多段线绘制之后给定拉伸高度，这样草坪类

就绘制成功了。 

场地的绘制跟草坪的绘制是完全相同的。 

道路和砖质地面的绘制也跟草坪的绘制大致相

同，砖质地面绘制的时候为了让视觉效果更明显，在

第一感觉上更容易分辨可以给定图案填充。 

树木的建模：Auto CAD 2007 中自身提供了几种

三维树木的模型，这里只需要简单的复制粘贴到指定

位置就可以了，这里需要注意 Auto CAD 2007 自身提

供的三维树木模型尺寸肯定不会跟要绘制的图的尺寸

相称的，所以需要用 SC 命令来修改比例，修改合适

后将树木复制粘贴到图上。 

路灯的建模：在 Auto CAD 2007 中没有自带的路

灯模型，需要新建 Auto CAD 文件绘制路灯，在绘制

的时候采取的是对称绘制，这样在将路灯复制粘贴的

过程中就不用考虑不同方向的路灯要进行旋转操作

了，绘制好路灯直接复制粘贴到路灯位置。 

井盖的建模：直接用圆柱体绘制，绘制完复制粘

贴到图中的相应位置。 

围墙（栏）的建模：用绘图工具栏中的多段体绘

制围墙是很方便快捷的，设置好多段体的宽度和高度

之后描图就可以实现围墙的绘制，围栏用圆柱体进行

绘制，较长的围栏可以用多段体设置较小的宽度绘制。 

各种模型建好以后合成到一个 Auto CAD 图中，

合成后的效果图如图 5 所示： 

 

 

 

 

 

 

图 5 合成后的效果图 

2 Auto CAD三维模型应用于Arc GIS 
将建好的 Auto CAD 三维模型导入到 Arc GIS9.2

中来实现地理元素的三维显示，为后期的地理查询等

功能做铺垫，这也是数字校园的基本要求和功能（4）。 

2.1 Auto CAD 三维模型应用于 Arc GIS 中实现数字校

园 

这里首先要注意在 Auto CAD 中画的图，如果再

和 Arc MAP 中画的图很难匹配（不容易找到共同的坐

标点）。如果要在 Auto CAD 里画图，建议让整张图左

上角点移到 CAD 中的默认系统坐标，这样如果把这

张图的数据导到 Arc GIS 软件里面去就可以很容易的

使图片和 CAD 中数据匹配，特别是对坐三维地图的很

有帮助。 

2.2 三维数字校园实现的注意事项 

首先如果将各种地理数据都以三维的形式显示在

Arc Scene 中，那就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 所有建筑物都以点数据形式表示，对于形状结

构不一样或建筑物结构一样但是建筑物朝向不一样的

建筑物分别建立不同的图层，这里几乎每一个建筑物

都需要建一个图层。 

② 对于树、路灯、大门、站牌等以点数据形式表

示，对于朝向不同的也要建不同的图层。 

③ 对于场地、草坪、路面以面数据形式表示。 

④ 对于广告牌、栏杆、围墙等以线数据形式表示。 

第一步数据的编辑输入工作完成后就要导入三维

模型： 

导入三维实体模型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要将 Auto CAD 三维实体模型导入到 Arc GIS 

里面去，首先在 3DS MAX 中将 Auto CAD 模型导入，

然后以 3ds/flt/wrl 格式导出，再以 3D 点符号的形式加

载进 Arc Sence，然后改点数据的样式成 3D 模型。 

2) 对于 Auto CAD 面数据导入到 Arc GIS 中需要

知道，CAD 中的面数据导出并不是面数据格式。 

3) 最值得注意也是很多人容易忽视的：一定要将

CAD 文件放在英文目录下面，否则在 Arc Catalog 中

无法显示，Auto CAD 文件名尽量用英文(5)。 

 

3 Auto CAD 2007三维建模与3DS MAX建
模比较 

Auto CAD 2007 建模更加精确、容易，建模手段

更加灵活，Auto CAD 2007 的多中视觉样式较 3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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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更方便应用于各种工程图的识别和分析，包含了

二维和三维的图，同时 Auto CAD 2007 可以根据不同

效果和不同的精度绘制出用户需要的模型，Auto CAD 

2007 的旋转、移动等的操作要比 3DS MAX 方便很多

(6)。但 3DS MAX 和其它相关软件配合流畅，做出来

的效果非常的逼真。Auto CAD 2007 拥有优秀的图层

管理系统，同时它比之前版本增添的对象特性、快色

计算器等新特性更是方便了其在 GIS 领域的应用。 

 

4 结论 
随着现在三维技术应用的不断发展及 Auto CAD

软件和 Arc GIS 软件功能的不断提升和完善，将 Auto 

CAD 软件与 Arc GIS 软件相结合，利用 Auto CAD“万

能”的优势与 Arc GIS软件的兼容性快速的得到高质量

的 GIS 产品为 GIS 行业服务是可行的。现在 Auto CAD 

2009 版本已经将 CAD 功能和 GIS 功能融合在一起，

这就是其功能的完善和人性化的实施，利用 CAD 进行

三维建模并将其应用于 GIS 中为 GIS 服务仍需要不断

的探索和研究，相信其前景是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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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去噪，也能很好的保护细节，具有较高的峰值信噪

比和较高的边缘保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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