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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判断点是否在简单凸多边形内部或外部，提出一种基于垂线段相交判断，令点确定在两条直线之间，将判

断点是否在简单凸多边形内部或外部的问题转化为判断点是否在四边形内部或外部的判定问题，再通过射线法判断判

断点是否在四边形内部或外部，其复杂度为 O(1)~O(n)。实验结果表明，与传统直接判断的方法比较，该算法线段求交

次数更少，有效提高判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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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roved judgement algorithm of point in-out convex polyg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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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roposed a method to judge whether the point is inside or outside of the simple convex polygon by the in-

tersection of the vertical line. It determined the point to an area enclosed by two straight lines, then convert the problem of det-

ermining whether a point is inside or outside of a convex polygon into the problem of determining whether a point is inside or 

outside of a quadrilateral. After that, use ray method to judge it. The complexity of this algorithm is O(1) to O(n). As the expe-

rimental results show, the algorithm has fewer intersections and greatly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the judgment. 

Key words: arbitrary simple polygon; computational geometry; geometry search; point and polygon relationship 

 

0 引言 

判断点在多边形内外是计算几何重要的基本内容，也是

在地理测绘、游戏引擎等方面有广泛应用的课题。点在多边

形内外的判断即判断指定一点是否在指定多边形内或在指定

多边形外。 

目前已被提出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类： 

a) 第一类为不经过任何预处理操作，如射线法[1~4 ]、三角

剖分法[3~4]、夹角之和检测法[5~6]等。上述方法均为运用多边

形的性质，不需要多余的内存占用，若需判断的多边形边数

为 N，则其最坏复杂度均为 O(N)。 

b) 第二类为经过预处理建立索引，如网格索引法[7 ~8 ]、

梯形化[9~11]扫描线二分 BSP搜索法[12]等，都是通过建立索引，

在每一次查询中减少额外的复杂度。其复杂度参差不齐，最

坏复杂度也均为 O(N)。 

本文提出一种不进行预处理、针对凸多边形的算法，通

过作垂线段确定点的初步位置，再使用凸多边形特点将点锁

定在更小区间中，以提高在简单凸多边形中的判断效率。 

1 前置定理 

本文提出的算法需要证明以下推论: 

如图 1，对于两条交于 F 的不共线的直线，过其中一条

直线上一点 M 作这条直线的垂线段交另一条直线于一点 G，

这两点确定的线段 GM必定在这两条直线的 GM一侧所围出

的区间（即𝑙1下侧区间与𝑙2上侧区间的交集）内。 

 

图 1 GM 与直线示意图 

Fig.1 GM and straight-line schematic diagram 



1.1 定理证明 

如图 1，在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有两条任意不重合的

直线：𝑙1和𝑙2，过点 M 作𝑙2的垂线段 MG 交𝑙2于点 G。 

𝑙1的点方向式为： 

 
𝑥−𝑥𝑔

𝑢1
=

𝑦−𝑦𝑔

𝑣1
 (1) 

（𝑥𝑔和𝑦𝑔是𝑙1上的点 G 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𝑙2的点方向式为： 

 
𝑥−𝑥𝑚

𝑢2
=
𝑦−𝑦𝑚

𝑣2
         (2) 

（𝑥𝑚和𝑦𝑚是𝑙2上的点 M 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当𝑙1的斜率≥𝑙2且𝑙1、𝑙2的斜率均≥0 时,将𝑙1和𝑙2的交点记

作 F,易得 F 的横坐标为： 

 𝑥𝑓 =
𝑦𝑔𝑢1𝑢2−𝑦𝑚𝑢1𝑢2+𝑥𝑔𝑣1𝑢2−𝑥𝑚 𝑣2𝑢1

𝑣2𝑢1−𝑣1𝑢2
 (3) 

首先讨论𝑥𝑔≥𝑥𝑓时的情况，直线 GM 可以表示为： 

 𝑙𝐺𝑀:
𝑥−𝑥𝑔

𝑥𝑔−𝑥𝑚
=

𝑦−𝑦𝑔

𝑦𝑔−𝑦𝑚
 或    𝑙𝐺𝑀:

𝑥−𝑥𝑚

𝑥𝑔−𝑥𝑚
=

𝑦−𝑦𝑚

𝑦𝑔−𝑦𝑚
   (4) 

 此时线段 GM 可以表示为： 

      {

𝑥−𝑥𝑔

𝑥𝑔−𝑥𝑚
=

𝑦−𝑦𝑔

𝑦𝑔−𝑦𝑚

𝑥𝑚 ≥ 𝑥 ≥ 𝑥𝑔
 (5) 

也可以表示为： 

      {

𝑥−𝑥𝑚

𝑥𝑔−𝑥𝑚
=

𝑦−𝑦𝑚

𝑦𝑔−𝑦𝑚

𝑥𝑚 ≥ 𝑥 ≥ 𝑥𝑔
  (6) 

将（5）、（6）式稍加变形可得： 

 {
𝑦 =

(𝑥−𝑥𝑔)(𝑦𝑔−𝑦𝑚)

𝑥𝑔−𝑥𝑚
+𝑦𝑔

𝑥𝑚 ≥ 𝑥 ≥ 𝑥𝑔

 (7) 

         {
𝑦 =

(𝑥−𝑥𝑚)(𝑦𝑔−𝑦𝑚)

𝑥𝑔−𝑥𝑚
+ 𝑦𝑚

𝑥𝑚 ≥ 𝑥 ≥ 𝑥𝑔

 (8) 

 𝑙1和𝑙2在𝑥𝑔≥𝑥𝑓上围出的区间可以表示为： 

 

{
 
 

 
 𝑦 ≤

(𝑥−𝑥𝑔)𝑣1

𝑢1
+𝑦𝑔

𝑦 ≥
(𝑥−𝑥𝑚)𝑣2

𝑢2
+𝑦𝑚

𝑥 ≥
𝑦𝑔𝑢1𝑢2−𝑦𝑚𝑢1𝑢2+𝑥𝑔𝑣1𝑢2−𝑥𝑚𝑣2𝑢1

𝑣2𝑢1−𝑣1𝑢2

 (9) 

    若要证明线段 GM完全包含于𝑙1和𝑙2在𝑥𝑔≥𝑥𝑓上围出的区

间，只需证明（7）式或（8）式包含于（9）式，即： 

{

(𝑥−𝑥𝑚)𝑣2

𝑢2
+ 𝑦𝑚 ≤

(𝑥−𝑥𝑔)(𝑦𝑔−𝑦𝑚)

𝑥𝑔−𝑥𝑚
+ 𝑦𝑔 ≤

(𝑥−𝑥𝑔)𝑣1

𝑢1
+𝑦𝑔

𝑥𝑚 ≥ 𝑥 ≥ 𝑥𝑔

 (10) 

将(10)式中不等式拆分成两部分分别作差： 

 
(𝑥−𝑥𝑔)𝑣1

𝑢1
+ 𝑦𝑔 −

(𝑥−𝑥𝑔)(𝑦𝑔−𝑦𝑚)

𝑥𝑔−𝑥𝑚
− 𝑦𝑔 (11-1) 

 
(𝑥−𝑥𝑔)(𝑦𝑔−𝑦𝑚)

𝑥𝑔−𝑥𝑚
+𝑦𝑔 −

(𝑥−𝑥𝑔)𝑣2

𝑢2
− 𝑦𝑚 (11-2) 

 化简（11-1）式、（11-2）式并使用（8）式等价代换与

（7）式相同的部分,可得： 

 
( ) ( )( )1

1

g g g m

g m

x x v x x y y

u x x

− − −
−

−
 (12-1) 

 
(𝑥−𝑥𝑚)(𝑦𝑔−𝑦𝑚)

𝑥𝑔−𝑥𝑚
−
(𝑥−𝑥𝑔)𝑣2

𝑢2
  (12-2) 

 由𝑙1的斜率≥𝑙2且𝑙1、𝑙2的斜率均≥0 可知𝑢1、𝑣1同号,𝑢2、

𝑣2同号,直线 GM 的斜率＜0。则由𝑥𝑚 ≥ 𝑥 ≥ 𝑥𝑔又可得： 

 {

𝑥 − 𝑥𝑚 ≤ 0
𝑥𝑔− 𝑥𝑚 ≤ 0

𝑥 − 𝑥𝑔 ≥ 0
 (13) 

 又由直线 GM 的斜率＜0 得到𝑦𝑔 −𝑦𝑚 ≥ 0条件成立，则

下式成立： 

 {

(𝑥−𝑥𝑔)(𝑦𝑔−𝑦𝑚)

𝑥𝑔−𝑥𝑚
+ 𝑦𝑔 ≤

(𝑥−𝑥𝑔)𝑣1

𝑢1
+𝑦𝑔

(𝑥−𝑥𝑚)𝑣2

𝑢2
+ 𝑦𝑚 ≤

(𝑥−𝑥𝑔)(𝑦𝑔−𝑦𝑚 )

𝑥𝑔−𝑥𝑚

 (14) 

 综上，（10）式成立，即线段 GM 完全包含于𝑙1和𝑙2在

𝑥𝑔≥𝑥𝑓上围出的区间。当𝑥𝑔≤𝑥𝑓时证明步骤同上，则可得在当

前情况下，线段 GM完全包含于𝑙1和𝑙2在𝑥𝑔≤𝑥𝑓上围出的区间。 

1.2 定理推广 

当𝑙1、𝑙2的斜率为任意情况时，可以对其不同可能性按照

上述证明方式推广并使用前文 1.1 的方法证明：  

a) 𝑙1的斜率≥𝑙2的斜率且𝑙1、𝑙2的斜率均≥0 

b) 𝑙1的斜率≥𝑙2的斜率且𝑙1、𝑙2的斜率均＜0 

c) 𝑙1的斜率≥0 且𝑙2的斜率＜0 

d) 𝑙1的斜率≤𝑙2的斜率且𝑙1、𝑙2的斜率均≥0 

e) 𝑙1的斜率≤𝑙2的斜率且𝑙1、𝑙2的斜率均＜0 

f) 𝑙1的斜率＜0 且𝑙2的斜率≥0 

 综上可得 x，线段 GM 完全包含于任意𝑙1和𝑙2围出的区

间，即 1.1 中的推论成立。 

2 一种改进的点在凸多边形内外的判断算法 

2.1 定理拓展 

在图 2 中，有一简单凸多边形和一点 P，一点向随机一

条边作垂线段 PG，由前文第 1 章中得到的结论，可得到图中

的垂线段的垂足G与被垂直直线的两条邻边另外两点连线交

点 M 一定在被垂直线段所在直线与被垂直直线的两条邻边

另外两点所在直线所构成的区间之中（如图中灰色区域）。 

故如果该垂线段与被垂直直线的两条邻边另外两点连线

相交时，点 P 一定不在线段 GM 上，反之，如果该垂线与两

条邻边另外两点连线没有交点，则点 P 一定在线段 GM 上，

又因为 GM一定在被垂直线段所在直线与被垂直直线的两条

邻边另外两点所在直线所构成的区间之中，故 P 也在该区间

中。 

 

 



 

图 2 简单多边形与点和一边垂线段的示例 

Fig.2 One examples of simple polygons with points and a vertical line  

 若线段 PG 与被垂直直线邻边另外两点连线没有交点，

且 P 一定在两条直线的夹角区间时。此时若需要判断点 P 是

否在该凸多边形内，仅需判断 P 是否在被垂直直线两点与邻

边另外两点依次连接构成的四边形中（即图 2 中灰色部分中

凸多边形内部分）即可。 

2.2 算法流程 

对于所有凸多变形应用 2.1 中结论，提出一种改进的点

在凸多边形内外判断算法: 

在每次判断点是否在凸多边形内时，抽取任意一条边由

该点作垂线段。若这条垂线段与被垂直线段的邻边另外两点

连线无交点，则按照射线法判断该点是否在四边形内，将结

果拓展到凸多边形即可，关于射线法的判定方法及优化已在

文献[1~4]中详细阐述，在此不多加赘述。 

若上述判断结果为有交点，则继续更换线段进行判断，

继续进行如上步骤。如图 3，若在最后每条垂线段与对应线

段均有交点，此时因为该点完全不处在任何两条线段所构成

的区间内并且垂线段与连边均有交点，若点在多边形外部，

则垂线段一定不会与多边形内部的全部线段有交点，即该点

一定在多边形内部。 

 

图 3 垂线段与线段均有交点的情况 

Fig.3 While all vertical lines and line segments have intersection points 

 

 

  

  

 

算法流程如图 4 所示: 

 

图 4 算法流程图 

Fig. 4 Flowchart of algorithm 

2.3 特殊情况 

在进行作垂直或判断点与多边形关系时会出现一些特殊

情况，本节对这些特殊情况进行列举并提出针对特殊情况的

解决方法。 

a) 点在凸多边形边或点上 

如图 5，点 M 若在凸多边形的边或点上时，对该点所在

凸多边形内的线段作垂线段时，垂足 G 与 M 本身重合，无

法判断垂线段是否与被垂直线段相交。 

 

图 5 点在凸多边形上 

Fig.5 While the point on the convex polygon  

 为解决这种问题，可以将垂线段两点坐标均视为该

点，即创造出一条长为 0 的垂线段。在射线法判断点是否在

多边形内外时，可先通过判断点是否在该四边形中处在凸多

边形内的三条线段上来判断点是否在该凸多边形上。 



 b) 点与所选取的线段无法作垂线段 

 如图 6，点 M 与随机抽取的 AB 线段之间，无法作一

条合法的垂线段，此时无论点 M 在多边形的任何位置，都

不能确定其与多边形的内外位置关系。 

 

 图 6 无法作垂线段的情况  图 7 向线段所在直线作垂线段 

Fig.6 Can not make a vertical line   Fig.7 Make a vertical line  

      segment circumstance         segment to the straight line 

 对于解决该问题，如图 7，可以将 AB 作为一条直线，

由 F 向直线 AB 作出一条垂线段，再判断该垂段线与被垂直

线段邻边外端两点的连线是否相交，即可判断点是否在两直

线所围成的区间内。 

2.4 算法复杂度分析 

本文提出的算法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作一条合法垂线段

（即该垂线段与被垂直线段的邻边外端两点连线没有交点）

和判断点是否在四边形内两阶段，分析如下： 

作合法垂线段的最好情况为第一次抽取一条边即为合法

垂线段，该情况下仅需判断一次垂线段是否与被垂直线段外

端两点连线相交，故此时时间复杂度为 O(1)。 

作合法垂线段的最坏情况为枚举到最后一条边仍未找到

合法垂线段，该情况下若凸多边形有 N 条边，即需要判断 N

次垂线段是否与被垂直线段外端两点连线相交，且因为没有

合法垂线段时点一定在多边形内，因此无需进行射线法判断

点与四边形的关系，故此时时间复杂度为 O(N)。 

因为在第一次到第 N 次的作合法垂线段的枚举中，对于

不同的点和凸多边形，合法垂线段的位置、数量均不确定，

在每次枚举时找到合法垂线段的可能性都是等可能的，因此

作合法垂线段阶段的时间复杂度为 O(1)~O(N)。 

根据文献[1~4]，采用射线法判断点是否在多边形内的算

法时间复杂度为 O(N)，本文提出的算法中仅需判断点是否在

四边形内，因此该部分时间复杂度为 O(4)。 

综上所述，该算法时间复杂度为 O(1)~O(N)。 

3 实验结果对比分析 

通过 C++实现了该算法，以传统射线法[1]作为对照，运

行环境为 Linux 5.9 操作系统，CPU 为 Intel Core i5-10th 2.11 

GHz，内存 16GB。将在图 8 所示简单凸多边形的外接矩形中

抽取 10000 个点平均分为 10 个点集，依次输入算法程序中，

记录算法通过每个点集所需总的时间，如图 9，绘制点集个

数—判断所需时间示意图。由图可以看出该算法对简单凸多

边形的判断效率。 

图 8 测试所用多边形        图 9 点集-时间示意图 

Fig.8 Polygons used in the test    Fig.9 Point sets-time diagram 

再确定一点，随机生成 10000 个凸多边形平均分为 10 个

凸多边形集，第 1~3 集中凸多边形边数为 100 条，第 4~6 集

中为 500 条，第 7~9 集中为 1000 条，第 10 集中为 2000 条，

输入算法程序，记录程序通过每个点集的总时间，绘制出如

图 10 的点集-时间示意图。 

 

图 10 点集-时间示意图 

Fig.10 Point sets-time diagram 

 图 10 两种算法效率差别不大，原因是在边数不断增多

时，如果该点在凸多边形靠中间的位置，改进算法找到合法

垂线段较困难。若找不到合法垂线段，改进算法与射线法的

时间复杂度将相同，但一旦找到合法垂线段，复杂度一定低

于 O(N)，因此实验结果中随着边数逐渐增多，改进算法仍领

先于传统射线法。 

 综上实验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本文提出的改进算法

对简单凸多边形的判断效率较好，对于正常凸多边形的判断

效率普遍优于传统射线法。 

4 结束语 

为解决点在凸多边形内外判断的效率，本文提出了一种

改进的点在凸多边形内外判断的算法。该算法先采用作垂线

段的方法确定点所在的区间，并将判断点在凸多边形内外简

化为判断点在四边形内外。最后，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在

点不断和多边形边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运行效率均优于同类

型对比算法。在未来的研究中，一方面，应寻找效率更高的

方式替代垂线段相交判断来提升效率，另一方面，应尝试通

过预处理的方式让找到合法垂线段的速度更快、准确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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