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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设计与编绘》: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王家耀

由王光霞教授等编著的《地图设计与编绘》一书，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已由测绘出版社于 2011
年 1 月正式出版。拿到这部新作正值兔年春节之际，这是该书作者献给我们的一件新年礼物，读起来更有深层的意义。我读
过不少关于地图设计与编绘方面的教材或著作，应该说这是其中有特色的一部新作，其最大特点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读完《地图设计与编绘》全书，就会发现其各个部分都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这一特点。第一章，绪论。介绍与分析了
不同时期的地图定义和特征，按照实地图、虚地图介绍地图的类型，而不是一般“普通地图”与“专题地图”的分类介绍，从发展
的角度介绍了地图表达内容和表示方法的变化，采用地图信息传输的观点论述地图设计与编绘的地位和作用，而关于“新中
国地图设计与编绘的发展”更是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第二章，地图设计与编绘理论基础。除数学基础外，把尺度及其
相关理论、地图空间认知理论、地图感受论、地图模型论、色彩及其相关理论等作为地图设计与编绘的理论基础，并阐述了这
些理论是如何指导地图设计和编绘的，既继承了传统的精华，又有新的理念和思维。第三章，制图资料分析与处理。这既是
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新问题，除介绍制图区域研究与制图资料分析评价的一般内容、方法和制图资料选择原则外，还重点介
绍了地理要素分类分级量化处理，并列举了分类分级量化处理的示例; 既吸取了优秀传统经验，又反映了地图制图数字化的
现代特点，特别是专门介绍了“地理要素数据整合处理”，显然这是针对制图资料( 数据) 的多源异构特点提出的，具有明显的
现代特征。第四章，地图总体设计。这是地图设计的核心和基础，有非常雄厚的经验积累，除介绍一般总体设计内容、总体设
计书的撰写外，重点介绍了电子地图的总体设计和电子地图打印输出设计，分析了电子地图与传统地图在总体设计上的区别
和联系。第五章，地图符号设计。这是地图设计的关键之一，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纽带，作者把地图符号作为一种科学语言，
分析了地图符号的基本概念和特征、地图符号的分类、地图符号的功能、地图符号设计的基本方法和步骤，还介绍了地图注记
和配置设计以及电子地图注记的特殊要求。第六章，地图色彩设计。色彩对传统地图和现代地图都是很重要的，除介绍地图
色彩的作用和设计要求外，还分别介绍了地图符号、电子地图、地貌分层设色、虚拟地景等的色彩设计。第七章，地图内容表
示方法设计。这应该是地图设计理论基础、制图区域研究与制图资料分析、地图总体设计、地图符号设计和地图色彩设计的
综合运用和体现，重点介绍了地图的二维表示法、地貌表示法、电子地图特别是移动网络电子地图表示法，分析比较了各种表
示方法的特点及其应用。第八、九章分别论述了地图制图综合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以及地图内容各要素的制图综合。从传统
意义上讲，这当然是地图编绘的核心;从现代意义上讲，就不仅是对图形的综合，也是对数据、地理空间信息和模型的综合。
关于地图综合的制约因素和基本方法，在坚持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基础上，对长期地图综合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实践经验进行了
科学的抽象;而在地理信息综合的内容和方法部分，则主要介绍基于地理空间数据库的地理信息综合的内容和自动综合的方
法，包括基于模型、算法、规则、知识和人机协同的综合。至于地图内容各要素制图综合，则是地图综合基本理论和方法在各
要素( 水系、地貌、植被、居民地、交通运输网、境界等) 综合中的应用，最后还给出了典型地区各要素制图综合示例，体现了理
论与实践、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第十章，电子地图多尺度表达。这实际上是在电子设备上数字地图的多尺度表达问题，由于
显示介质、阅读环境、显示机制同传统地图相比都发生了变化，所以电子地图的多尺度表达既要采用地图综合方法但又与传
统地图综合有区别，在分析两者区别的基础上，论述了电子地图多尺度表达的制约因素、表达方式和实现方法( 点状、线状、面
状) ，并给出了电子地图多尺度表达的实例。第十一章，几种地图的编辑设计特点。分析论述了普通地图、专题地图、地图集、
电子地图等的设计特点，这是一般和特殊的结合，基本理论与方法终归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类型地图的设计上来，给出的几种
典型地图集和电子地图设计示例则更能体现地图设计理论和方法的具体应用。此外，除了每章都附有“思考题”供学生课外
学习参考外，作为教材的附录还给出了 19 项课程教学实习的目的、内容和要求的提纲，基本涵盖了地图设计与编绘的方方
面面。

测绘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封面设计、责任校对为《地图设计与编绘》一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十分精细的工作，书中插图绘制
精美，一部分插图采用彩色印刷，插图与正文结合紧密，印刷装帧精美，体现了测绘出版社的一贯作风。

地图设计与编绘作为地图制图的一个重要部分，既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更需要有充分的实践积累。现在的理论和方
法是过去实践的提炼和总结，但地图制图学的理论与技术是发展的，社会对地图需求的多样性，都必将使得地图设计与编绘
的实践更加丰富多彩，人们对地图设计与编绘的理论和方法的认识也必将会进一步深化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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