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图学知识点整理 

地图学知识点整理 第一章 导论 一．地图的定义与基本特征 1.地

图的定义：地图是依据特定的数学法则，通过科学的概括，并运用符

号系统将地理信息表示在一定载体上的图形，以传递客观现象的数量、

质量特征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规律和发展变化。 2.地图的基本特征： 

地理信息的载体——多样性 数学法则的结构——（地图投影，坐标系

统，比例尺） 有目的的图形概括——（地理信息形成地图信息的过程，

图形的形状变化和尺寸变化） 符号系统的运用——（地理信息的图形

借助地图符号，地图是符号的模型） 二、地图的功能与分类 1.地图的

功能： （1）.地图信息的载负功能 地图信息分为直接（从图中直接反

映）和间接信息（分析）组成， （2）.地图的传递功能 将制图者和用

图者联系起来，统一在地图信息的传递过程中 （3）.地图的模拟功能 

所需表示的对象，在众多特征中抽取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进行实物

的模拟 （4）.地图的认知功能 用图者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对图形

进行联想和推演和各种分析 2.地图的类型 （1）按尺度划分： 大比例

尺地图：大于比例尺 1:10 万的地图 中比例尺地图：比例尺 1:10 万

~1:100 万 小比例尺地图：比例尺小于 1:100 万 （2）按区域划分（了

解） A.星球图、地球图 B.世界图、半球图、大洲图、大洋图 C.国家图、

行政区图 D.局部区域图 （3）按照地图的图型划分 普通地图（自然地

理和社会经济一般特征的，不偏重哪一个要素，分为地形图和地理图） 

专题地图（各自学科体系进行层次细分，构成地图的主要内容） （4）

按地图的维数划分 平面地图和立体地图 （5）按其他指标分类 按用途 

按语言种类 按历史年代 按出版和使用方式 三、地图学 1.地图学的概

念：地图学是以地理信息可视化为核心，探讨地图的理论实质、制作

技术和使用方法的综合性科学。 2.地图学的学科体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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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图学的相关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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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图的数学基础 

一、地球体与大地坐标系 



1.大地坐标系：大地坐标系是指描述地球表面空间位置的数学参

照系。 

2.大地水准面：一个与静止的平均海水面相重合，并假想其穿过

大陆、岛屿形成一个闭合曲面 

3.参考椭球：与某个区域的大地水准面最佳拟合的地球椭球 

4.坐标系分类：天文坐标系、大地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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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国的高程系统：1956 黄海高程系、1985 国家高程基准 

二、地图投影 

1.地图投影的概念：依据一定的数学法则，将不可展的地球曲面

运用特定的数学方法展示到平面上，最终在地表面点与地图平面点之

间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 

书 48 

2.地图投影变形：（类型）书 51 

（1）长度（距离）变形： 

（2）面积变形： 

（3）角度（形状）变形 

3.地图投影的分类 

（一）按地图投影的构成方法分类： 

（1）几何投影：源于透视几何原理，以几何特征为依据，将地球

面的经纬网投影到平面上或可以展成平面的圆柱面和圆锥面等几何面

上从而有 

（1）方位投影 

（2）圆柱投影 



（3）圆锥投影 

（2）非几何投影：通过数学解析方法，不借助辅助投影面，根据

制图的特定要求选择合适的投影条件，求出投影公式，来确定平面与

球面之间点与点的函数关系 

（1）伪方位投影 

（2）伪圆柱投影 

（3）伪圆锥投影 

（4）多圆锥投影 

（二）按投影变形性质分类 

（1）等角投影（球面上小范围的地物轮廓投影后，仍保持形状不

变，角度想等） 

（2）等积投影（面积相同） 

（3）任意投影（长度，面积，角度变形同时存在） 

4.地图投影的选择（64） 

（一）投影选择的依据 

1.制图区域的地理位置，形状和范围 

2．比例尺 

3.地图的内容 

4.出版方式 

（二）世界地图投影方式的选择 

1．多圆锥投影 

2.圆柱投影 

三、地图的比例尺与分幅计算 

1.主比例尺：对地球半径缩小的比率 

2.复式比例尺：每一条纬线(或经线)单独设计一个直线比例尺，将

各直线比例尺组合起来就成为复式比例尺。 

3.分幅及其计算： 

（1）分幅的方法：矩形分幅与经纬线分幅 

（2）分幅的具体过程与计算 

分幅： 



 
 

编辑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编辑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编号： 

1：100 万图的编号 

列号：从经线 1800 算起,自西半球向东半球每 60 为一列,全球



3600,共分 60 列,依次用阿拉伯数字 1、2、3、4、5……60表示。我国

位于东半球，因此其列号总是大于 30。 

行号：从赤道算起，向两极每 40 为一行，用大写字母 A、B、

C……V表示，南北半球各分 22 行。 

1：100 图幅编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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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国首都北京所在的 1：100 万地形图的编号为 J50； 

纬度 60-760 为双幅, 如某图号为 P3、4； 纬度 76-880 为四幅，

如某图号为 T25、26、27、28； 

1：50 万--1：5000 地形图的编号 

以 1：100 万地形图编号为基础,采用行列编号法 

将1：100 万地形图按所含各比例尺地形图的经差和纬差划分成若

干行和列, 

横行从上到下用阿拉伯数字编号 

纵列从左到右用阿拉伯数字编号 

均采用三位数表示(不足三位时前面补 0) 

取行号在前,列号在后的排列形式标记,加在 1：100 万图幅的图号

之后。 

为了使各种比例尺不至混淆，分别采用不同的字符作为比例尺的

代码 



比例尺 1：50 万 1：25 万 1：10 万 1：5 万 1：2.5 万 1：1 万 1：5000 

代码 B C D E F G H 
具体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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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图概括 



一、地图概括概述 

1.概括的含义：采用分类选取、简化、夸张、符号化等科学手段，

提取空间数据中的主要的、本质的数据。 

2.影响因素：地图的用途与主题、比例尺、地理区域特征、数据

质量和图解限制。 

3.目的：详细性与清晰性的对立统一、几何精确性与地理适应性

的对立统一 

4.基本原则：表示主要的、舍弃次要的-----相对的 

5.基本步骤： 

（1）分类-----减少性质和数量差异 

（2）化简——显示空间信息的重要特征，删弃次要的细部 

（3）夸张—— 提高或强调符号的重要特征 

（4）符号化——视觉化 

二、地图概括的基本方法 

1.选取： 

（1）资格法： 

数量指标——按选取最小尺寸选取 

质量指标——按数据的等级高低进行选取 

（2）定额法：按新编地图上单位面积选取对象的个数或密度确定 

（3）资格与定额联合 

2.简化：显示空间数据的重要特征，删除不重要的细部。（质量

特征、数量特征、图形特征与内部结构） 

3.夸张：突出重要的信息，减少冗余的信息。主要包括：不依比

例尺的放大和移位 

4.分类：层次分类、数量分级、等级归并 

5.符号化 

三、数量分析（要考计算） 

1.图解计算法： 

（1）居民地面积载负量的构成：居民地符号的面积、居民地名称

注记的面积 



2）一般计算公式 

S = n*(r+p) 

n:每 cm2 居民点的个数 

r:居民点符号面积 

p:居民地名称注记的面积 

p = 3.5d2 

（3）已知实地密度 q（个/100km2 ）的计算公式 

S = n*(r+p) 

n = k*q 

K = (M/106)2 

（4）按居民地等级分级计算面积载负量 

∑Si = S1+ S2+ …+ Sn  

Si = ni*(ri+qi) 

（5）求出每一级居民地的个数：ni = Si /(ri+qi) 

2.开方根规律法： 

（1）基本公式： 

新编地图与原始地图的比例尺之比的开方根即为两种比例尺选择

地物的数量之比。即： 

NB =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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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 新编图地物数量 

NA 原始图地物数量 

MB 新编图比例尺分母 

MA 原始图比例尺分母 

（2）公式特点： 

直观显示了地图概括从重要到一般的选取标准 

公式是线性方程，比例尺固定，地物选取比例一致 

缺憾：没有考地理差异，特别是密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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