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４卷第６期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现　代　测　绘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Ｖｏｌ．３４，Ｎｏ．６
Ｎｏｖ．２０１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资源经济地图集》编辑特点

丛战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测绘院，新疆 乌鲁木齐８３０００２）

摘　要　介绍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资源经济地图集》编制意义，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地图集中内容结构、地理底图、

编图资料、编辑设计等方面的编辑特点，以及地图集编制工作中的一些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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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２０１０年中央召开了新疆工作会议，为新疆大建

设、大开 放、大 发 展 提 供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历 史 机 遇。
编制一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资源经济地图集》（下

称“地图集”），对 于 更 好 地 向 国 内 外 人 士 介 绍 新 疆

的地缘优势、资源优势，展现新疆的资源状况，展现

良好的投资环境及发展前景，展示新疆经济社会发

展，宣传新疆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

战略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一步促进新疆跨越

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

２　编辑特点

２．１　内容构成

地图集分八个图组，图组主要内容及编排顺序

如下：
序图：包括卫星影像、政区、地势、地理区位、资源

优势、地方特色等，反映新疆地理位置，地势特点，行政

辖区演变，以及与周边地区相邻关系，尤其是突出展示

了新疆的区位特色、资源特色、地方特色。
自然 资 源 与 环 境：包 括 金 属、非 金 属 矿 产，石

油、天然气，煤炭、光热条件、地表水、地下水，植被、
草地、旅游资源、生态建设等，涉及１６个专业部门，
是对新 疆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及 新 疆 未 来 大 建 设、大 开

放、大发展的环境资源和地理条件的全方位透视。
经济：包括 综 合 经 济、农 村 经 济、粮 食 作 物、畜

产品、电力工业、纺织、化工业，新农村建设、综合交

通运输、国内贸易等，涉及１８个专业部门，全面介绍

了新疆当前各行业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改

革开放以来新疆经济建设的巨大发展。
区域经济：包 括 新 亚 欧 大 陆 桥、天 山 北 坡 经 济

带、乌昌经济、产业园区等，展示了新亚欧大陆桥经

济链上新疆与部分省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以及

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等区域内经济的发展状况。

社会事业：包括人口、民族、劳动 力、基 础 教 育、
科学技术、文化、医疗卫生等，涉及１４个专业部门，
主要表现新疆当前社会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改

革开发以来新疆社会事业的巨大成就。
发展蓝图：包括中央支持和各省市对口援疆、能源

基地建设规划、农业发展规划、交通规划、旅游规划等，
展现了中央和各省市对口援疆政策、项目规划，以及新

疆能源、矿产、农业、交通等中长期发展蓝图。
生产建设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包括生产建设兵

团农牧团场、生 产 建 设 兵 团 综 合 经 济、生 产 建 设 兵

团教育、生产 建 设 兵 团 医 疗 卫 生 等，反 映 新 疆 生 产

建设兵团地理位置，当前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和在全

区经济社会事业中所占的比重，以及改革开放以来

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重大建设项目：包括“十一五”期间重大建设项

目、“十二五”期 间 规 划 建 设 重 点 项 目 等，以 地 图 辅

以文字的 形 式，对 新 疆“十 一 五”期 间 建 设 及“十 二

五”期间规划建设重点项目的空间分布进行展示。

２．２　地理底图

地图集的地理底图分为世界、全国、新疆 区 域、
新疆地州区域、乌鲁木齐市街区五大类。其中：

世界图：采 用 中 国 地 图 出 版 社 出 版 的《世 界 地

图》（２００６年６月）作底图（缩小），保留国界、国名、
经纬网线。采用等差分纬线多圆锥投影。

全国图：采 用 新 疆 测 绘 局 编 制 的《新 疆 维 吾 尔

自治区地图集》（２００９年更新再版）中的中国政区图

作底图（缩小），保留国、省、自治区、直辖市界，国界

以外一律不表示。采用双标准纬线等积圆锥投影。
新疆区域图：将２００９年更新再版的《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地 图 集》中 新 疆 政 区 图 更 新、补 充，缩 编，
编制６种地理底图。这些不同比例尺的地理底图，
统一采用双标准纬线等角圆锥投影，以便于各种专

题内容按 行 政 区 域 的 面 积 进 行 比 较。根 据 专 题 内

容的特点，地 理 底 图 的 内 容 选 取 较 为 单 一，即 只 取



地州、县市界，省 级、地 级、部 分 县 级 行 政 中 心 及 大

的河流、湖泊，对国界省界线以外的内容不表示。
新疆地州区域、乌鲁木齐市街区图：以２００９年更

新再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集》中部分地州区

域、乌鲁木齐市街区作为编图的基本资料，同时用现

势资料对其更新、补充，缩编得到所需地理底图。

２．３　编图资料

地图集信息量大，综合性强，所需资料极多、类

型繁杂。本图集汇集了新疆各行业、多学科的众多

资料，包括地 图、统 计 数 据、照 片、文 字 介 绍 及 其 他

研究成果。资 料 均 由 新 疆 各 委、厅、局 及 有 关 部 门

提供。资料截止日期绝大部分为２０１０年底。
序图、自然资源与环境图组所采用的资料主要

是各委、厅、局及有关部门提供的作者原图，其他则

是《新疆 统 计 年 鉴》（２０１１）。经 济 等 其 他 图 组 使 用

的资料，除直接由各部门提供资料外，《新疆统计年

鉴》（２０１１）、《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统 计 年 鉴》（２０１１）
是主要的编图资料。

当各委、厅、局 及 有 关 部 门 提 供 的 数 据 资 料 与

《新疆统计年鉴》（２０１１）矛盾时，以《新疆统计年鉴》
（２０１１）为准。统计数据一般是全区数据，数据中不

包含生产建 设 兵 团 的 统 计 数 据 时，在 图 中 标 注，以

便读图方便。自治区４个直辖县级市石河子、五家

渠、阿拉尔、图木舒克因统计资料不全，部分指标未

表示。图例中“各地州市”系指新疆７个地区、５个

自治州、２个 地 级 市、４个 直 辖 县 级 市；“各 市 县”系

指新疆２个地级市、４个直辖县级市、７个州辖市、８
个地辖市、６２个县、６个自治县。

地图集中 所 有 统 计 数 据 均 由 自 治 区 统 计 局 审

核同意公 开 发 表。所 有 图 组 图 幅 及 专 题 地 图 地 理

底图均通过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自治区测绘局的

地图公 开 出 版 保 密 审 查，通 过 了 自 治 区 国 家 保 密

局、新疆军 区 的 保 密 审 核。地 图 编 制 完 成 后，所 有

地图上的专 题 内 容 都 已 经 各 委、厅、局 及 有 关 部 门

审核定稿并同意公开发表。

２．４　编辑设计

地图集涉及多个行业，所需编图资料众多，有作

者原图、统计数据、文字及照片等。为保证图幅表示

的正确性，采取向新疆各委、厅、局及有关部门呈送有

关图幅的资料提交清单、图幅编绘初稿、图幅样稿等

形式，落实图幅的资料提交及图幅内容审定工作。
地图集地理底图的选择，均依据总体设计书及

图幅编辑指示书要求予以选定，即根据每一幅图所

表达的主题内容及表示方法，合理选择所需比例尺

的地理底图及确定内容综合程度。
内容的表现形式采用多单元混合编排的方式。

即地图单元与统计图表和文字介绍、相关照片混合

编排，使图形 的 直 观 易 读 性 与 文 字、数 字 的 准 确 性

共存，使表现 的 内 容 更 加 直 观 深 刻，信 息 量 更 加 丰

富、图面配置更加活跃美观。
在色彩 设 计 方 面，为 提 高 地 理 底 图 上 专 题 符

号、线划、文字说明的表现效果，地图底色以复色为

主，符号、线划采用间色表现，第一平面色彩与第二

平面色彩多为互补色关系。
地图集全部采用先进的计算机编图技术，充分

利用制 图 软 件 的 设 计 功 能，提 高 图 幅 设 计 制 作 水

平。在保证成图质量的前提下，力求从设计到编制

优化成图工艺和方法，缩短成图周期。

２．５　其他

地图集既 是 一 个 科 学 结 晶，也 是 一 个 艺 术 品。
在编制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正确性与艺术性的关

系。正确性和 艺 术 性 是 地 图 集 的 生 命。在 地 图 集

编制中，科学 的 正 确 性 是 基 础，艺 术 性 是 正 确 性 的

外在表现形式，艺术性是正确性的需要。

３　地图集序图图组中《历史沿革》图幅编辑范例

３．１　图面配置

３．１．１　《西汉时期》、《唐时 期》、《元 时 期》３幅 图 以

画轴的形 式 依 次 配 置 在《历 史 沿 革》图 幅 内 图 廓 线

内的左边，《西汉时期》、《唐时期》、《元时期》图例配

置在图内右上角适当位置。

３．１．２　《乌鲁木齐城区变迁》图幅配置在画卷右上

适当位置，其下配置其文字。

３．１．３　红山、西大桥、南门新旧６幅对比照片配置

在《乌鲁木齐城区变迁》右上角。

３．１．４　《新疆行政区划》４幅 图 配 置 在《历 史 沿 革》
图幅内图廓线内右下角适当位置，其说明分别配置

在该图的左上角或右下角适当位置。

３．２　内容表示

３．２．１　《西汉时期》、《唐时期》、《元时期》３幅图是以

新疆至西安区域１：２０００万地理底图为基础，主要反

映西汉、唐、元时期新疆行政区域的演变，历史事件的

发生，与长安（西安）的关系。专题方法：质底法。

３．２．２　《乌 鲁 木 齐 城 区 变 迁》是 以 乌 鲁 木 齐 城 区

（南到红雁 池 水 库，北 到 三 工，东 到 水 磨 沟 公 园、西

到老满城）为基础，反映乌鲁木齐城区在１８、１９、２０、

２１世纪变迁状况。专题方法：范围线法。

３．２．３　《新疆行政区划》４幅图以新疆区域１：２０００
万地理底图为基础，反映新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９０
年代行政区域变化状况。专题方法：质底法。

３．２．４　照片反映乌鲁木齐红山、西大桥、南门５０年

代到现在的变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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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５文字说明反映新疆西汉时期行政区域的演变

及乌鲁木齐城区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情况。

３．３　基本资料情况

３．３．１　中 国 地 图 出 版 社 出 版 的《简 明 中 国 历 史 地

图集》中《西汉 时 期 全 图》、《唐 时 期 全 图（一）》、《元

时期全图（一）》可作为编制《西汉时期》、《唐时期》、
《元时期》３幅图的基本资料。

３．３．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测绘院２００９年编制

的《沧桑巨变看 今 朝》中 的《乌 鲁 木 齐 城 址 变 迁 图》
可作为编制《乌鲁木齐城区变迁》的基本资料。

３．３．３中 国 地 图 出 版 社 的《新 疆 省》（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年）、《新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１９５５—１９５９年）、《新 疆

维吾尔自治区》（１９７７—１９９９年）及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第二测绘院２０１０年编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可作为编制《新疆行政区划》４幅图的基本资料。

３．３．４　自治区档案局的《红山》、《西大桥》、《南门》

６幅照片可作为所需照片的基本资料。

３．４　技术方法和程序（略）

４　结　论

地图集以 科 学 发 展 观 为 指 导，秉 持 以 人 为 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力图在内容体系、图

形选择、色彩运用、整饰装帧等方面有所创新，充分

体现了新疆 的 自 然 与 人 文、现 状 与 未 来、发 展 与 潜

力，是一部精心编绘制作的融思想性、科学性、艺术

性、实用性和时代性于一体的综合性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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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地图发展的一个方向，现代的地图必须符合现

代人的审 美 观 点，应 精 心 设 计，大 胆 创 新。随 着 计

算机技术和测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给地图制图技

术带来了新的工艺技术革新，应充分利用高新技术

及先进设备所提供的强大支持，借助于制图软件的

地图设计使地图设计更趋于灵活，设计的效果更加

合理。三维 景 观 地 图 的 设 计 与 编 制 是 一 项 复 杂 的

工程，充分应 用 地 图 制 图 理 论 和 现 代 制 图 技 术，在

总结以往经 验 的 基 础 上，不 断 探 索 和 创 新，不 断 提

高地图产品的艺术价值，是我们制图人共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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