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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程第一版于2000年出版，至2006年已进行十次印刷，发行量近十万册。
随着对地图科学的理解，教学改革的发展，我们认为适时地再版教程是必要的。
我们回顾了第一版的内容和听取读者的意见后，认为陆漱芬教授、陈述彭院士在原序中对地图学和编
写教材的意见精辟，对我们编写第二版和指导学生学习具有现实意义。
在第一版编写时，陈述彭、高俊、陆漱芬、廖克、张力果、祝国瑞和陈丙成等老师对地图学教材编写
的分析意见，仍然是新编教材应掌握的方向。
我们特别怀念第一版作者蔡孟裔教授和已故田德森教授，是他们开拓了新编地图学教程的道路，才使
我们能继续前进。
2006年初，我们酝酿了第二版教程的编写大纲，从体系、章节到内容，进行了较大的改动，并在同年
编写第二版，内容力求吸取近年地图科学的研究成果，简明地阐述地图科学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术。
对地学本科生而言，本教程的教学时数为2～3学分（36～54学时），而实习课时数则由各专业掌握。
教材的组成还包括另一册实习教程和一盘电子教案。
因此，将与教材紧密联系的技能练习（如初步的测绘技术方法、地形图内各种地形特征的表示和图上
量算等）安排到实习教程中，将只有用彩色才能显示好的插图安排到电子教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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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地理类专业的基础课教材。
 本次修订，调整了各章节的层次，系统阐述了现代地图学理论、地图学基本知识和地图学新技术的发
展。
全书贯穿了地图一数字地图的学科体系，使传统地图知识与高技术制图紧密结合，内容满足地理类专
业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要求。
 全书共分10章，包括：地图与地图学、地球体与地图投影、地图数据源、地图概括、地图符号化、地
图表示法、地图编制、数字制图、地图复制和地图分析各部分。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编地图学教程>>

书籍目录

第1章　导论　第1节  地图的特征、地图的定义    一、地图的基本特征    二、一些学者对地图定义的讨
论    三、地图的定义　第2节  地图的功能和分类    一、地图的功能    二、地图的类型　第3节    地图的
历史与现代发展    一、古代地图制作的成就    二、中世纪西方的黑暗时代和我国的地图传统    三、地
理大发现带来的测绘进步    四、信息时代的地图进展　第4节  地图的成图方法    一、实测成图法    二、
编绘成图法　第5节  地图学的定义与相关学科    一、地图学定义的讨论    二、地图学的学科体系和理
论的发展    三、与地图学相联系的学科  复习思考题  参考文献第2章　地球体与地图投影  第1节  地球体
   一、地球体的基本特征    二、地理坐标　第2节  大地测量系统    一、我国的大地坐标系统    二、大地
控制网    三、全球定位系统  第3节  地图投影    一、地图投影的概念    二、地图投影的变形    三、地图
投影的分类    四、投影计算举例    五、地图投影的选择    六、地图投影的变换　第4节  地图比例尺    一
、地图比例尺的含义    二、地图比例尺的表示    三、变比例尺    四、比例尺与多尺度概念  复习思考题  
参考文献第3章　地图数据源  第1节  地面测量数据    一、小区域控制测量    二、碎部测量    三、地面测
量的现代方法  第2节  多源遥感数据    一、遥感的概念    二、航空像片    三、卫星图像　第3节  全球定
位系统（GPS）数据    一、系统结构    二、提高GPS接收精度的方法　第4节  制图数据与处理    一、地
理资料    二、数据的预处理  第5节  地理数据库    一、数据库的特征    二、数据库基本模型    三、面向
对象的数据模型  复习思考题　参考文献第4章 地图概括第5章 地图符号化第6章 地图表示法第7章 地图
编辑第8章 数字制图第9章 地图复制第10章 地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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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导论本章提要心象地图是人类存储空间信息的手段，当它用量测方法和图形符号表示在实物上
时，它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地图。
地图的基本特征是：遵循特定的数学法则，具有完整的符号系统，并经过地图概括的地理信息载体。
经过许多学者的讨论，形成了我们对地图的定义的认识。
地图学的定义近年也引起广泛的讨论，当前的定义是信息时代特征的反映。
地图和文字一样有着4000多年的历史。
从手绘地图到印刷地图，从纸质地图到数字地图，回顾地图的历史，看到我国从上古到现代地图事业
的蓬勃发展，更体会到人类创造文明的伟大。
地图至少有四方面的功能：地图信息的载负功能、地图信息的传递功能、地图的模拟功能和地图的认
知功能。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地图的功能应放在智能的深加工上来。
第1节地图的特征、地图的定义以图形作为人类传递地理信息的工具，已经存在了几千年。
人们通过实践和知识的积累，形成了地理环境的心象，然后他们在纤维、陶片、金属、骨殖、织物上
，保存和传递对地理环境的观念，孕育了最原始的地图。
经历了近5000年来社会的发展，人类以地图作为认识客观世界、传递时空信息的方式之一，不但没有
被其他形式所替代，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制作精度不断提高，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应用功能不
断扩大，理论体系日趋成熟。
地图成为生产建设、科学实验、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工具（图1—1），地图学在地球空间信息科学中占
有不可或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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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编地图学教程》是地理类专业的基础课教材。
本次修订，调整了各章节的层次，系统阐述了现代地图学理论、地图学基本知识和地图学新技术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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