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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地图学》系统地阐述了电子地图学的相关理论、技术、方法及其应用。
《电子地图学》共11章，其中前6章主要阐述电子地图的概念、原理、技术与方法，分别为：绪论、电
子地图的数据模型与数据建库、电子地图集的数据结构与数据组织、电子地图的可视化表达、电子地
图的空间分析和电子地图的软件系统；后4章主要阐述电子地图的几种应用类型，包括多媒体电子地
图、网络电子地图、三维电子地图和移动导航电子地图；最后1章简单介绍了电子地图在某些专业领
域中的应用情况。
《电子地图学》可作为高等院校地理、测绘、地质、城市规划、环境等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
，同时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科技工作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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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色彩是现代地图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电子地图中，由于受显示设备的制约，在其符号设计中，形状、尺寸和图案三种视觉变量的运用有
限，因此色彩的运用就显得更为重要（刘光运等，1996；陈毓芬，2000）。
 色彩／灰度表示法，是结合电子地图中的图形符号，利用色彩或灰度描述地理实体属性（定性或定量
）信息的一种表达方法。
色彩是所有颜色的总称，包括无彩色系和有彩色系，无彩色系（消色）是指黑、白及其之间各种深浅
不一的灰色所构成的系列，有彩色系是指没有消色的一切颜色（彩色）的集合，如红、黄、蓝、绿、
紫等。
目前由于计算机技术的成熟，图形显示器和显示卡都支持高清晰度真彩色图形的输出，因此，绝大多
数电子地图都是基于彩色设计的，除了特殊需要，很难看到基于全灰度的电子地图产品，在这种情况
下，各级灰色与黑、白色一起直接成为彩色电子地图的色彩组成部分。
 1）色彩的三属性 地图上色彩作为一种表示手段，主要是运用色相（色别，色系）、饱和度（纯度或
色度）以及明亮度的不同变化与组合、结合人们对色彩感受的物理心理特征，建立色彩与地图对象之
问的一定联系（廖克，2003）。
其中，无彩色系只有明亮度特征，没有色相和饱和度特征。
色相、饱和度和明亮度构成色彩的3个属性，是电子地图色彩设计与表达中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
 （1）色相。
色相又称色别，就是指色彩的类别，它是色彩之间相互区分的最本质特征。
光谱中的红、橙、黄、绿、青、蓝、紫一共七种分色光就构成具有代表性的七种色相。
制图时多采用不同的色相来表示不同的地理要素，如用蓝色表示水系，绿色表示植被，棕色表示地貌
等，具有非常显著的分类区别。
 （2）明亮度。
明亮度是指色彩的明暗程度。
一方面，不同的颜色（色相）具有不同视觉明度，如黄色和黄绿色明亮，而蓝色和紫色很暗；另一方
面，同一种色相也可以具有不同的明亮度，如在地图上使用深浅不同的绿色来分别表示茂密程度不同
的植被，和使用深浅不同的蓝色表示深度不同的海区。
 （3）饱和度。
饱和度是指色彩的纯净程度。
一个色彩的饱和度越高，其颜色就越鲜艳、纯净，反之就显得灰杂。
明亮度和饱和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色彩的明暗强弱，而后者是指该色彩所占光总量的比例
。
合理运用饱和度的作用是地图色彩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小范围、少量分布的对象多使用饱和
度高的色彩，以求明显突出，而大范围的对象则最好使用饱和度较低的色彩，以避免过分明显刺眼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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