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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世界地图》的投影方法采用经线分割地球

仪 ,可称之为“经线世界地图”。这种世界地图有一

个缺点 :南北两极地区的变形较大且与周缘地区的

相互关系不太明确。譬如 ,在地球仪上 ,南极大陆的

图形面积约为澳大利亚的图形面积的 1. 8 倍 ,但在

传统的《世界地图》上 ,南极大陆的图形面积却约为

澳大利亚图形面积的 3. 8 倍。再譬如 ,南极大陆的

形状在地球仪上像一只开屏的孔雀 ;但在传统《世界

地图》上则完全不同。同理 ,在北极地区也一样 ,传

统《世界地图》上的俄罗斯北部、加拿大北部和格陵

兰北部 ,均产生了形状和面积的巨大变形。

为了克服“经线世界地图”的缺点 ,采用纬线分

割地球仪的投影方法绘制的世界地图 ,可称之为“纬

线世界地图”[1 ] 。“纬线世界地图”克服了“经线世

界地图”的缺点 ,但自身也有缺点 :东西两端地区的

变形较大且与周缘地区的相互关系不太明确。所

以 ,“经线世界地图”的短处恰好是“纬线世界地图”

的长处 ,而“纬线世界地图”的短处又恰好是“经线世

界地图”的长处 ,二者互为补充。

我国地处东、北半球 ,现行的《世界地图》适用于

表达中国与东半球的地理关系 ,却不适用于表达中

国与北半球的地理关系。实际上 ,“经线世界地图”

适用于表达东、西半球的地理关系。而“纬线世界地

图”适用于表达南、北半球的地理关系。

为了准确和完整地表达中国与东、西、南、北半

球的地理关系 ,我国测绘工作者突破了编制世界地

图的传统理念 ,以一套世界地图作为完整的世界地

图作品 ,提出了“双经双纬”编制《系列世界地图》的

设计方案 ,即

《系列世界地图》(东半球版、西半球版) ,为“经

线世界地图”;《系列世界地图》(北半球版、南半球

版) ,为“纬线世界地图”。

全开版《系列世界地图》于 2000 年 4 月至 2002

年 4 月在湖北省地图院编制完成 (见附图) 。

《系列世界地图 (东半球版)》即我国现行的《世

界地图》,以东经 150°为中央经线 ,适用于表达中国

与东半球的地理关系。该图完整表达了环太平洋地

区的地理关系 ,也可称为“太平洋版世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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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世界地图 (西半球版)》即“零经度世界地

图”,以 0°经线为中央经线 ,适用于表达中国与西半

球的地理关系。该图完整地表达了环大西洋地区的

地理关系 ,也可称为“大西洋版世界地图”[2 ] 。

《系列世界地图 (北半球版)》于 2001 年 8 月在

第 20 届国际制图大会上发表[3 ] ,是以北纬 60°为中

央纬线的世界地图。世界 2/ 3 的陆地和 4/ 5 的国家

都位于北半球 ,所以“北半球版世界地图”显得特别

重要 ,适用于表达中国与北半球的地理关系。该图

完整地表达了环北冰洋地区的地理关系 ,也可称为

“北冰洋版世界地图”。

《系列世界地图 (南半球版)》以南纬 15°为中央

纬线 ,适用于表达中国与南半球的地理关系。该图

完整地表达了环南极洲地区的地理关系 ,也可称为

“南极洲版世界地图”。

中国既处于东半球 ,又处于北半球 ,既属于环太

平洋地区 ,又属于环北冰洋地区。因此 ,具有中国特

色的世界地图应该是两张。一张是经线世界地图 ,

即“东半球版世界地图”,它很好地表达了环太平洋

地区的地理关系。另一张是纬线世界地图 ,即“北半

球版世界地图”,它很好地表达了环北冰洋地区的地

理关系。中国与周边的地理关系在这两张图上都得

到了充分表达。

“东半球版世界地图”和“北半球版世界地图”是

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地图 ,也就是说 ,对我国来说具

有较强的实用性。但是 ,“西半球版世界地图”和“南

半球版世界地图”对我们中国来说也并不是没有用

处 ,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系列世界地图》不仅可准确和完整地表达东、

西、南、北半球的地理关系 ,还可表示不同的专题内

容。在《系列世界地图 (东半球版)》中 ,世界海洋的

变形相对较小 ,适用于表达世界航海线。在《系列世

界地图 (西半球版)中 ,东经与西经对称排列 ,适用于

表达世界标准时区分布。在《系列世界地图 (北半球

版)》中 ,世界陆地的变形相对较小 ,适用于表达世界

航空线。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于 2002 年 9 月 27 日开

通了北京经北极直飞纽约的航线 ,这是北京飞往纽

约中同类航线最短的一条 ,单程飞行比过去减少 3

个多小时 ,在“北半球版世界地图”上 ,可以精确地标

注这条“北极航线”。但在传统的《世界地图》上 ,这

条“北极航线”却经过太平洋。在《系列世界地图 (南

半球版)》中 ,南极洲的变形较小 ,适用于表达各国在

南极地区象征国家主权和领土意识的南极考察站。

从传统的《世界地图》上看 ,南极洲的形状和面积变

形很大 ,南极洲与南美洲、非洲和澳洲的关系呈直线

分布。而实际上 ,南极洲与南美洲、非洲和澳洲的位

置呈等腰三角形 ,这在“南半球版世界地图”上得到

了准确的表达。

2002 年 9 月 ,全开版《系列世界地图》在“中国

科学技术协会 2002 年学术年会”的“地图学与地理

信息系统学术报告会”上首次发表。2003 年 1 月和

4 月 ,全开版《系列世界地图》又分别在“湖北省测绘

学会”召开的“综合学术年会”和“全国测绘科技信息

网中南分网第十七次信息交流会”上再次发表。

《系列世界地图》包含了我国现行的《世界地

图》,不仅表达了“中国与周围地区的地理关系”,而

且表达了“中国与世界所有地区的地理关系”。

16 世纪末 ,利玛窦编制的《山海舆地全图》将欧

洲的“地圆说”带到了当时还是“天圆地方”的中国 ,

促进了中国的科学发展[4 ] 。21 世纪初 ,我国测绘工

作者豪迈跨越历史长河 ,《系列世界地图》以东、西、

南、北四种视角 ,从经度、纬度两种方向 ,准确地将中

国与世界的地理关系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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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中国科学院高俊院士 ,中国测绘学会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王家耀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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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图 :全开版《系列世界地图》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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