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地图学基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现代地图学基础>>

13位ISBN编号：9787810669160

10位ISBN编号：7810669168

出版时间：2005-8

出版时间：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荣群，袁勘省，王英杰　主编

页数：277

字数：452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地图学基础>>

前言

“现代”地图学的第一层含义，在于说明地图科学与时俱进，日新月异。
斐秀总结井田制以来的土地丈量法则，乃有“计里画方”的地图；郑和七下西洋，乃有占星，罗盘定
位的航海地图；20世纪初，开拓了从空中测绘地图的航空航天时代；随着数字化、信息化的浪潮，地
图测绘行业率先迈进了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网络传输的新世纪。
“现代”地图学的第二层含义，在于展示地图学承先启后，推陈出新，老树新枝，新陈代谢。
就像浓缩的盆景：树桩古朴苍劲，盘根错节；而鲜枝嫩叶，争奇斗艳！
不仅是让我们温故而知新，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了解科学的积淀和知识的创新。
地理坐标的精确定位，地理第二语言的简约表达，永远是地图学追求的主题。
教材是文化的接力棒，就像奥林匹克的火炬，代代相传。
燃料不断在更新，光明始终在延续。
我非常欣慰的读到新世纪又一部地图学基础教材的问世，薪火相传，证明地图是永生的，地图学是长
盛不衰的。
在张荣群、袁勘省和王英杰教授集体编著的这部教材里，我们能读到地图发展的科学史，常用的地图
投影，传统的制图方法，地图的概括原理等基础知识；也能读到关于地心坐标系、全球定位系统、地
图可视化的语汇、地图数据库、电子地图、遥感制图与地学信息图谱、全球制图与数字地球、空间分
析等许多新的理念。
古往今来，兼收并容，而且是遵循教材大纲的体例，深入而又浅出，简约而不简单，不愧是一部经过
一番琢磨、锤炼的教材精品。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地图学教材，说明地图学在农业生产中推广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居然达到了
市场规模的需求，尤其可喜可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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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地图学，无论从理论体系到制作技术，还是从表现形式到应用领域及使用方法，都处于飞速发展
之中。
从20世纪初、中期发展起来的地图投影理论、地图符号理论和地图概括（制图综合）　理论，到20世
纪中期发展起来的地图信息与传输理论、地图模拟与模型理论和地图认知与感受理论等，都是现代地
图学发展的基础理论。
以计算机和空间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成就，使地图学的理论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地图
制作技术和应用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地图制作由传统手工转向计算机制图技术，应用方式
也由以模拟地图为其主要表现形式的传统地图转向了数字地图、电子地图、网络地图和多维动态地图
等。
如何使地图学课程建设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现代空间信息技术对地图学基本理论、
制作技术和分析应用等需要，值得认真思考。
全书贯穿了这一理念，共划分为十章组织编写。
　  第一章为现代地图学概论部分，讲述现代地图与现代地图学的基本概念（包括现代地图与地图学
的新概念）　，现代地图分类、组成要素以及地图学的发展历史和制图技术进步与展望等。
第二章讲述了地图的基本框架与成图方法，包括传统制图技术下的地图测制与编制技术和数字环境下
的地图测制与编制方法。
第三、四、五章分别讲述了地图学的三个经典理论（即地图投影理论、地图符号理论和地图概括理论
）　，并结合数字环境下地图制图的需要，对有关的定量描述模型、算法设计与实现方面的内容进行
了介绍。
第六、七、八章分别讲述了几种主要的地图类型，即普通地图与专题地图、数字地图与电子地图、综
合地图（系列地图、地图集）　与地学信息图谱，以及地图4D产品等，主要从数字产品的形式、制作
技术和方法上进行讲解。
第九章结合信息时代对地图产品的新需求，介绍了遥感制图、数字地球、全球制图等方面的内容。
第十章从地图学的三个新理论（即地图信息与传输理论、地图模拟与模型理论和地图认知与感受理论
）　出发，讲述地图选用、地图阅读、地图量算、地图分析解译和地图的野外使用与填图作业等内容
。
　  本教材是在中国农业大学张荣群博士编著、西北大学袁勘省教授主审、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出版
的原《地图学基础》一书的基础上，结合各位作者在各自专业“地图学”课程教学实践的成果，依据
时代发展对课程内容的新要求，作了许多修改，特别是对现代地图与地图学的新概念、空间坐标系和
地图新品种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补充与完善。
根据地图学当前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点转移，我们特增加了综合地图与地学信息图谱、遥感制图与数
字地球两章，另外对地图的分析应用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由于野外数字测图、全数字摄影测量、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　
等内容都另有专门的课程讲授，所以本书对这部分内容均未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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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库的建立与应用　　一、地图符号库的建立　　二、地图符号库的应用第五章 地图概括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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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六章 普通地图与专题地图　第一节 普通地图的分类、特点与用途　　一、普通地图的分类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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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情况　第四节 专题地图概述　　一、专题地图的特点　　二、专题地图的地理底图　　三、专
题地图的分类　第五节 专题地图的内容与表示方法　　一、专题地图的内容　　二、专题地图的表示
方法　　三、几种表示方法的比较　　四、表示方法的联合运用　第六节 专题制图要素的数据类型与
数据处理　　一、专题制图要素的数据类型　　二、专题地图要素的数据源及数据获取　　三、专题
制图要素的数据处理第七章 数字地图与电子地图　第一节 数字地图概述　　一、数字地图的概念　
　二、数字制图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三、数字地图系统　第二节 地图数据库　　一、地图数据的概
念　　二、地图数据的表示　　三、地图数据结构　　四、地图数据获取　　五、地图数据组织与管
理　第三节 电子地图概述　　一、电子地图的概念与类型　　二、电子地图设计　　三、电子地图的
生成与处理　　四、电子地图的存贮与管理　　五、电子地图的显示　第四节 电子地图的生产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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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印刷用电子地图制作系统　　二、多媒体电子地图的生产出版系统　　三、全数字制图与出
版印刷系统　第五节 地图4D产品生产与应用　　一、地图4D产品 　　二、地图4D产品的生产技术　
　三、4D产品生产技术的应用第八章 综合地图与地学信息图谱　第一节 综合制图的理论原则与方法
　　一、综合制图的概念与理论依据　　二、综合制图的基本环节与表现形式　第二节 系列地图　　
一、系列地图的分类与意义　　二、系列地图的编制特点与原则　　三、系列地图的制图方法　第三
节 地图集　　一、地图集的概念　　二、地图集的类型　　三、多媒体电子地图集　　四、地图集的
特性　　五、地图集的设计与编制　　六、地图集的阅读和使用　第四节 地学信息图谱　　一、地学
信息图谱的概念　　二、地学信息图谱的特点与类型　　三、地学信息图谱研究的内容体系　　四、
地学信息图谱的建立与应用第九章 遥感制图与数字地球　第一节 遥感技术与遥感卫星　　一、遥感
技术的发展　　二、主要遥感卫星介绍　　三、遥感制图的科学意义　第二节 遥感制图方法　　一、
遥感制图的理论依据　　二、图像信息的特性与制图分析　　三、遥感数字制图的方法　第三节 数字
地球　　一、 数字地球概念的提出　　二、“数字地球”的涵义　　三、“数字地球”的作用和意义
　　四、“数字地球”的相关技术　第四节 全球制图与新型地图产品　　一、全球系列地图　　二、
社会需求与功能定位　　三、宏观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考第十章 地图应用原理与方法　第一节 
地图应用原理　　一、地图信息的概念　　二、地图信息的传递　　三、地图信息的获取　第二节 地
图的选用　　一、地图种类的确定　　二、地图比例尺的选择　　三、作业地图的选定　第三节 地图
阅读的视觉感受与内容　　一、地图阅读的视觉感受过程　　二、地图阅读的内容　第四节 地形图阅
读与实例　　一、读图方法　　二、读图程序　　三、读图举例　第五节 地图分析方法　　一、量算
分析法　　二、图解分析法　　三、数理统计分析法　　四、数学模型分析法　第六节 地图定向　　
一、地图定向的概念　　二、地形图上的三北方向　第七节 地形图的野外应用　　一、准备工作　　
二、地形图外业定向　　三、在地形图上确定站立点的位置　　四、地形图与实地对照　　五、利用
地形图行进　　六、在地形图上标定点位　　七、地形图野外填图　第八节 地图在专题研究领域的应
用　　一、在持续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应用　　二、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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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特定的符号系统地球表面上的事物，在航空像片和卫星图像上是用黑白灰阶或彩色色阶表现出
来的，在地图上则是运用特定的符号系统来表示的。
为什么地图上要采用特定的符号系统呢？
因为地理事物的形状、大小、性质等特征千差万别、十分复杂，如果全部按它们的原貌缩绘到地图上
，将会杂乱无章，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例如，有些事物由于缩小，按比例尺不能表示出来，但就其作用来说又必须保留在地图上；另外，有
些事物，例如作为三度空间的地貌，只有用一组等高线系统才能将其显示于平面上；还有一些看不见
的现象，如地磁、风速、风向、气温、降雨量、土壤有机质含量等，若不用特定的符号就无法将其表
示在图面上；再者，采用符号系统，还可以将主要地物与次要地物区别开来，即主要地物用明显的符
号或颜色表示，次要地物用不太明显的符号或颜色表示。
因此，符号是地图的语言，犹如文章和语言中的文字。
地图与文字比较，其特点是：具有形象直观与一览性、地理方位性和几何量测性，谚云“一图胜千言
”就是这个道理。
地图的上述特性不仅不降低航片、卫片、文字的作用，而且两者还可以相互比较和补充。
所以，地图与风景画和照片以及文字的另一个本质区别就是地图有了自己的语言——地图符号系统。
（二）现代地图基本特性的拓展现代地图一般认为就是指在数字环境下制作的地图。
这种数字式现代地图与传统模拟式纸质地图相比较有很大不同。
陈述彭先生认为地图从古代到现代，在信息源和信息获取手段、存储和检索方法、分析加工与制图方
法、最终可视化产品的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漂移。
这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地图从内容到形式，从信息源到成图方法，从编
图到用图，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特别是这种变化对地图的数学基础（地图投影与比例尺）、地图符号系统和地图概括这3条基本特性
来说，在数字环境下都有所发展。
但这3条基本性质却没有根本改变。
如数字地图、屏幕地图、电子地图的比例尺不固定，可以任意缩放；地图符号、注记和色彩的生成与
修改十分方便；地图内容可实现自动概括等等，地图较文字的形象直观性、地理方位性和几何精确
性3项基本特点也有所发展，如由二维静态可视化发展为多维动态可视化；有些地图只要求地理规律
性的反映，或能说明问题就行，并不要求几何精度等等。
但这3个特点也没有根本改变。
总之，我们把地图的这种变化只能称为特性的拓展，就是因为其实质没有改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图是永生的，它还将永远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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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地图学基础》：高等院校资源与环境系列精品课程建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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