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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系列世界地图》和全球数字高程模型，绘制出一

套四种的系列世界地势图，具体分为：“东半球版”、“西半球

版”、“北半球版”和“南半球版”．其中，“东半球版”和“西半球

版”为“经向世界地势图”，适用于表达东、西半球的地形和构造

分布；“南半球版”和“北半球版”为“纬向世界地势图”，适用于

表达南、北半球的地形和构造分布．新编世界地势图采用分层

设色的方法显示出各高程带的范围以及区域地貌形态、不掺杂

任何人为描绘成分、将全世界陆地和海底的地势起伏逼真地表

现了出来，为地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图形工具．目前，该图件

已经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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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系列世界地图》简介

传统的世界地图有两种，一种是亚太地区常用的世界地

图，以西经３０°经线为分割线、以东经１５０°为中央经线；另一

种是欧美地区常用的世界地图，以１８０°经线为分割线、以０°

经线为中央经线．这两种世界地图沿经线方向纵向切割地球

仪，故可称为“经向世界地图”．与之相对应，可以不同的纬线

为中央纬线，沿纬线方向横向切割地球仪，这就是“纬向世界

地图”．“经向世界地图”适用于表达东、西半球的地理关系，

“纬向世界地图”则适用于表达南、北半球的地理关系．“经线

世界地图”和“纬线世界地图”的有机组合，就形成了《系列世

界地图》（郝晓光等，２００３；徐汉卿等，２００３）．

《系列世界地图》实施了“双经双纬”的设计方案：“东半

球版”与“西半球版”为“经向世界地图”，“北半球版”与“南半

球版”为“纬向世界地图”．《系列世界地图》于２００２年４月在

武汉编制完成，并已逐步推广、开始得到应用（郝晓光等，

２００５；徐汉卿等，２００５；徐汉卿等，２００６；郝晓光等，２００６；郝晓

光等，２００７ａ；郝晓光等，２００７ｂ）．

２　全数字化“系列世界地势图”

由于世界地图为小比例尺地图，所以传统的世界地势

（地形）图绘制一般会掺杂一些手工描绘的方法来加强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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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的显示．虽然手工描绘能够加强地形效果的表达，但手

工描绘毕竟有“失真”的嫌疑，不符合地图绘制所要求的真实

原则．因此，新编系列世界地势图采用分层设色的方法和全

球数字高程模型，以不掺杂任何人为描绘成分的全数字化方

法绘制出各高程带的范围以及区域地貌形态，将全世界陆地

和海底的地势起伏逼真地表现了出来．（参见图１、图２、图３

图１　“东半球版”世界地势图

Ｆｉｇ．１　ＷｏｒｌｄＴｅｒｒａｉｎＭａｐ（ＥａｓｔＥｄｉｔｉｏｎ）

　　

图２　“西半球版”世界地势图

Ｆｉｇ．２　ＷｏｒｌｄＴｅｒｒａｉｎＭａｐ（ＷｅｓｔＥｄｉｔｉｏｎ）

图３　“北半球版”世界地势图

Ｆｉｇ．３　ＷｏｒｌｄＴｅｒｒａｉｎＭａｐ（Ｎｏｒ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

　　

图４　“南半球版”世界地势图

Ｆｉｇ．４　ＷｏｒｌｄＴｅｒｒａｉｎＭａｐ（Ｓｏｕ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

图５　从左至右是平原、高地和山区的渐变地形

Ｆｉｇ．５　Ｆｒｏｍｌｅｆｔｔｏｒｉｇｈｔｉｓｐｌａｉｎ，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ａｎｄ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图６　高原地区

Ｆｉｇ．６　Ｐｌａｔｅａｕ

和图４）

３　新编世界地势图的各类地形效果

新编世界地势图的制作使用带有空间位置特征（狓、狔、狕）

描述的数据源，选择适度的分辨率，在ＡＲＣＧＩＳ环境下，利用

扩展３Ｄ分析模块，采用正确的分层设色高度表，生成数字高

程模型，真实地把全世界陆地和海洋的地势起伏逼真地表现

了出来．生动地表达了世界地势的总体格局，世界各大陆的

地貌特点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色调分层显示得生动明晰；平

原、丘陵、山地等区域的分布一目了然，海盆、海沟、海岭纹理

清晰，分布态势直观，新编世界地势图也是一幅生动的立体

景观图．

由图５可见，河流从绿色的平原河谷穿过，缓缓爬上黄

绿色的丘陵地带，过度非常自然，低山微微起伏与中山地貌

连接在一起，构成了和谐的立体景观．

由图６可见，海拔３５００ｍ以上的高原被河谷切割，立体

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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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明显，山脊的走向、谷底的延伸，构成了庞大山体的形 态；海拔５５００～６０００ｍ雪线以上的区域冰雪覆盖，生动直观．

图７　山脉与海沟

Ｆｉｇ．７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ａｎｄｔｒｅｎｃｈ

　　　

图８　岛屿和海山

Ｆｉｇ．８　Ｉｓｌａｎｄａｎｄｓｅａｍｏｕｎｔ

图９　南极洲冰盖

Ｆｉｇ．９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ｉｃｅｓｈｅｅｔ

　　新编世界地势图的全数字化成图方式，使得看似平静的

海域呈现出千沟万壑的景象．由图７可见，秘鲁－智利约

５９００ｋｍ长的海沟是世界最长的海沟．最深处是在海平面以

下达８０６５ｍ，距离海岸１６０ｋｍ，地势图将深壑的海沟表达的

非常形象．

在图８中可见海平面下起伏绵延的海山，山体走向明

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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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山形与陆地看到的山体无异，只是蓝色的山峦区别于陆

地的山体．而图中的岛屿虽小却没有失去在蓝色的海域中的

存在感．

新编世界地势图的冰盖地貌分成设色时大胆采用藕荷

色，与以往出版的世界地势图惯用白色或灰色表达冰盖的效

果迥然不同．由图９可见，南极洲因选用了恰当的颜色第一

次让世人看到了冰盖地貌的优雅形态，南极中心区域平缓广

大的区域让人震撼，南极沿海岸线的冰川地形生动．

新编系列世界地势图为地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图形

工具，“东半球版”和“西半球版”适用于表达东、西半球的地

形和构造分布，“南半球版”和“北半球版”适用于表达南、北

半球的地形和构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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