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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机技术、卫星遥感及地理信息系统等一系列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地图制作技术和应用方式发生了
革命性的变革。
本教材紧紧围绕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根据生产单位对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地学类
、测绘类等地图制图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应用性高技能人才的要求，系统地传授先进、实用的地图学
知识与技能，传授计算机制图、遥感制图、数字地图制图等地图制作的新技术、新方法。
配合每章教学内容安排系列实验，使学生在掌握理论的同时进行实践操作，培养学生的动手与动脑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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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图学与地图绘制》阐述了地图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及地图绘制的基本技术和方法，《地
图学与地图绘制》分四部分十章，第一部分为地图基础理论，第二部分为地图制图，第三部分为地图
分析与应用，第四部分为课程实验，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提高实践操作的能力。
《地图学与地图绘制》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地学类、测绘类等地图制图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教学用
书，也可作为相关专业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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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地图基础理论第一章 现代地图学概论存储和传输信息的方式多种多样，与语言和文字相比
，图形有着前者不可比拟的直观、形象和简洁等优点。
地图是一种“其他信息传递形式所不能代替的最有效的方法”（高俊），地图不仅能反映制图对象的
形态、特征和对象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且还能表示出空间现象的分布规律以及随时间的变化。
一言以蔽之，“千言万语不如一幅图”。
地图学（cartography）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
说它古老是因为它的形成不亚于文字，说它年轻是因为它随着社会需求的发展，地图制图内容不断丰
富，制图精度不断提高，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制图理论日趋成熟，制图技术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
步。
地图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已成为国民经济建设、科学实验及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地图学作
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形成了自己完善的理论、技术与应用体系。
要弄清什么是现代地图学，必须先弄清什么是现代地图。
第一节 现代地图与现代地图学概述一、现代地图的定义（一）国外地图定义的演变地图的定义是随着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发展变化着的。
20世纪中叶以前，人们把地图说成是“地球表面在平面上的缩写”。
该定义简单明了，但不确切，因为它同样适合于风景画、地面素描和照片、航片、卫星照片等。
这一定义不能充分表达地图所具有的特性，也无法与上述风景画和各种像片明显准确地加以区别。
20世纪中叶以后，有的学者提出：“地图是周围环境的图形表达”，“地图是空间信息的图形表达”
。
该定义强调了地图的符号图形抽象功能，但没有重视地图的信息传输等功能。
有学者认为，“地图是反映自然和社会事物与现象的形象符号模型”，该定义重视了客观世界模拟功
能，但却忽略了地图的信息传输等功能。
还有人提出，“地图是信息传输的通道”。
该定义强调了地图的信息传输的功能，但未重视地图对客观世界的模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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