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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推动地学信息图谱的研究工作，使其不仅具有理论与方法的探讨，而且具有明确的应用研究目标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中国地貌空间格局及其
演化机理”作为研究主题，试图通过地貌形态及其成因机制的深入理解，由此而建立起地学信息图谱
理论与方法体系。
同时，经过60年的发展，我国的自然环境与经济社会格局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编制新时期的国
家大地图集日显重要，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述彭先生在2000年就提出了新时期国家大地图集编制的总体
设想，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启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集（世纪网络版）》的编制
规划工作，《中国地貌（世纪网络版）》作为其中的任务先行践行。
本书的撰写工作正是在这样的科学背景下启动执行。
我国地域辽阔，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全国性地貌条件的调查和分析是一项非常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我国地貌学家对此开展了长期和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1978～1988年期间的全国百万比例尺地貌制
图工作，开始了对我国地貌类型的系统研究。
作为新时期的地貌研究工作，本书在广泛继承我国前辈地貌学家研究成果基础上，充分利用遥感、地
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制图等现代技术，进一步开拓创新，构建了一套基于较为完整的全国地貌类型调
查、分析和制图的方法体系和技术规程。
本书以数字地貌分类体系和编码系统、遥感解析技术方法、数据库建设、全国l：100万地貌图编制为
主线展开，全书分为上、下两篇，共十一章。
上篇总结了国内外地貌分类的研究进展，提出了数字地貌的分类原则、方法和指标体系，构建了分层
分级的全国数字地貌分类体系和全国典型地貌形态类型的遥感解译标志库，试验并形成了基于遥感等
多源数据的数字地貌分层分级解译方法，并完成了全国64幅标准分幅1：1。
0万数字地貌数据的解译、分幅内和分幅间数据的质量检查、数据集成与建库等，由周成虎、程维明
、柴慧霞、姚永慧、刘海江、张呖、龙恩、赵尚民、李炳元、张百平、高群、张永民、张俊等完成。
下篇总结了国内外地貌制图进展，设计了地貌图制图技术工艺，设计构建了全国1：100万地貌图的六
库图例系统，设计并编制了全国地貌图集的所有内容，包括全国1：100万74幅地貌类型图、1：200万
地貌晕渲图和遥感影像图，由周成虎、程维明、钱金凯、宋阳、陈明华、赵尚民、周增坡、林松、王
睿博等完成。
附件由七部分内容构成，包括中国1：100万陆地和海底地貌的分层分级编码体系、海底和陆地地貌成
因形态与形态结构表、陆地坡面类型特征表、部分岩性与岩类特征表、中国1：100万地貌图图例系统
表和基础地理底图图示表，由周成虎、程维明、钱金凯、宋阳、王睿博、赵尚民、陈明华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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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上下两篇。
上篇共分五章，详细论述了数字地貌及地貌系统的概念，分析了地貌分类方法，阐述了中国陆地地貌
数值分类体系和海底地貌分类系统，基于遥感影像等多源数据的数字地貌解析技术体系，数字地貌解
析基础、地貌遥感解译标志、数字高程数据处理与地貌解析技术方法、地貌数据的质量检查与集成等
。
下篇为中国1：100万地貌图制图研究，共分六章，讨论了地貌制图的研究进展，论述了地貌制图规范
，构建了包括基础地理底图库、颜色库、符号库等的中国地貌图例系统，完成了基于MapGIS软件的陆
地和海底分幅地貌制图和印刷。
最后为附件，包括数字地貌的编码体系，陆地和海底地貌的成因形态与结构表，中国1：100万地貌图
图例系统以及基础底图类型等。
    本书可供广大地球信息科学领域，从事地貌、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制图学的科研人员及相关高等
学校教师和研究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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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地理基础底图设计   　 一、地形与水系的选择及编绘    　二、行政边界、道路网与居民地的
选择与编绘    　三、经纬网与注记的选择和表示  　第二节  地理基础底图编制   　 一、陆地地理基础
底图编制    　二、1：200万基础地理底图的编制    　三、海底基础底图的编绘　第九章  地貌专题制图
系统设计与构建  　第一节  图斑色彩库设计与构建   　 一、色彩库设计指导思想与要求   　 二、色彩
库设计方法    　三、彩色数据库的建立　  第二节  地貌专题图符号库设计与构建  　  一、地貌图符号
库设计指导思想与要求   　 二、地貌图符号库的设计方法    　三、地貌符号库的建立    　四、沙漠地
貌类型符号的设计与建立　  第三节  地貌图注记库与图例代码设计  　  一、地貌图注记库设计与构建   
　 二、地貌图图例代码系统设计与构建　第十章  地貌图编绘  　第一节  陆地地貌编绘   　 一、基础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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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编绘    　二、ArcGIS数据与MapGIS数据的转换    　三、地貌类型图的编制    　四、地貌类型界线
与基础底图的协调    　五、地貌图注记层的编绘    　六、单幅地貌图图例的制作　  第二节  海底地貌
图编绘  　  一、一级地貌单兀界线划分方法   　 二、海岸带与岛弧二级地貌的划分方法    　三、陆架
地貌的二级地貌划分方法   　 四、陆坡地貌的二级地貌划分方法    　五、深海平原　  第三节  基
于SRTM的地貌晕渲图制图  　  一、全国地貌各级海拔的确定和各级海拔颜色的选择   　 二、各大区的
地貌晕渲图制作方法    　三、单幅地貌晕渲图制作方法　第十一章  地貌图集的印制工艺设计  　第一
节  序图的编制  　第二节  地貌晕渲图、影像图的色彩处理  　第三节  地貌图集设计  　第四节  单幅地
貌图图幅参数设置  　第五节  印前数据解析  　第六节  图集外观设计  　第七节  印刷  　第八节  装订　
主要参考文献附件1  中国陆地数字地貌分类及编码体系附件2  中国1：100万海洋地貌分类及编码体系
附件3  海底和陆地地貌成因形态与结构表附件4  陆地坡面类型特征表附件5  部分岩性与岩类附件6  中
国1：100万地貌图图例系统表附件7  中国1：100万地貌图基础地理底图图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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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喀斯特地貌类型变化多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分类。
按出露条件，可分为裸露型喀斯特、覆盖型喀斯特、埋藏型喀斯特；按气候分带特征，可分为热带喀
斯特、亚热带喀斯特、温带喀斯特、寒带喀斯特、干旱区喀斯特；按海拔，可分为高山喀斯特、高原
喀斯特、海岸喀斯特、海底喀斯特；按岩性特性，可分为石灰岩喀斯特、白云岩喀斯特、石膏喀斯特
、盐喀斯特；按发育程度，可分为全喀斯特、半喀斯特或流水喀斯特；按水文特征，可分为充气带喀
斯特、浅饱水带喀斯特、深部喀斯特；按形成时期，可分为化石喀斯特、古喀斯特、现代喀斯特等。
另外，喀斯特作用以外由其他不同成因而产生形态上类似喀斯特的现象，统称为假喀斯特，包括碎屑
喀斯特（砾岩、角砾岩、砂岩）、黄土和黏土喀斯特、热融喀斯特和火山岩区的熔岩喀斯特等。
它们不是由可溶性岩石所构成，在本质上不同于喀斯特。
喀斯特地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可溶性岩石里，总面积达5.1×107km2，占地球总面积的10％。
从热带到寒带、由大陆到海岛都有喀斯特地貌的发育。
我国喀斯特地貌分布广、面积大，其中以广西、贵州和云南东部所占的面积最大，是世界上最大的喀
斯特区之一。
喀斯特研究在科学理论上和生产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喀斯特区有许多不利于生产的因素需要克服和预防。
例如，有些地区因喀斯特发育使地表严重缺水，或在雨季时地表水来不及排泄，使一些喀斯特洼地积
水成灾，影响农业生产；喀斯特洞穴导致坝区、库区发生渗漏；喀斯特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导致地面
塌陷；路基或铁路建筑物遇地下喀斯特泉水受淹等。
但是，喀斯特区也有有利于生产的因素。
例如，喀斯特洞穴是地下水运动和储存的良好场所，可利用洞穴作为地下水库，进行发电和灌溉；喀
斯特泉水水量充沛，水质良好，宜于灌溉、饮用；喀斯特矿泉、温泉富含有益的元素和气体，在医疗
上价值很大；近年来，随着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和开采，发现古喀斯特潜山是良好的储油气构造；喀
斯特区的奇峰异洞、明暗相问的河流、清澈的喀斯特泉等，是很好的旅游资源。
3.花岗岩地貌花岗岩地貌是由花岗岩体所构成的峰林状高丘与球状石蛋或馒头状岩丘的通称。
前者主要由具岩株构造的花岗岩体组成，地势陡拔，岩石裸露、沿节理、断裂有强烈的风化剥蚀及流
水切割，形成奇峰深壑。
后者由穹窿状花岗岩体构成，具红色风化壳，厚10～80m，风化壳剥离后，出露球状石蛋或馒头状岩
丘，花岗岩地貌的发育深受岩性影响，一方面，因块状结构，坚硬致密，抗蚀力强，常形成陡峭高峻
的山地；另一方面，因风化壳松散偏砂，其下原岩不透水，易产生地表散流与暴流，水土流失严重；
且因节理丰富，产生球状风化；地表水与地下水沿节理活动，逐步形成密集的沟谷与河谷；在节理交
错或出现断裂的地方，往往形成若干小型盆地；节理的多少和形式决定山坡的形态，节理密集区，重
力崩塌显著，出现垂直崖壁；层状风化与剥蚀，使坡面角保持不变，而球状风化与剥蚀，使坡面浑圆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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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地貌遥感解析与制图》可供广大地球信息科学领域，从事地貌、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制图学
的科研人员及相关高等学校教师和研究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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