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开版《系列世界地图》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湖北省地图院编制完成，其彩色缩影已于

近期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 $ % &。同时，四开版《系列世

界地图》也已编制完成 ’见附图 (。作为湖北测绘的创

新品牌，《系列世界地图》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关注

和好评。

《系列世界地图》分为“经线世界地图”——— “东

半球版世界地图”和“西半球版世界地图”，以及“纬

线世界地图”$ ! & ——— “北半球版世界地图”和“南半球

版世界地图”。一套共四种，以东、西、南、北四种视

角，从经度、纬度两种方向，全方位、多角度地将世界

地理和中国与世界的地理关系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

前。

《系列世界地图》既包含了我国现行的世界地图

’“东半球版世界地图”( 又进一步发展和拓宽了世界

地图领域，体现了当代中国人民立足华夏、放眼全球

的观念和大国意识。

“东半球版世界地图”适用于表达中国与东半球

的地理关系以及环太平洋地区的地理关系，“西半球

版世界地图”适用于表达中国与西半球的地理关系

以及环大西洋地区的地理关系，“北半球版世界地

图”适用于表达中国与北半球的地理关系以及环北冰

洋地区的地理关系，“南半球版世界地图”适用于表达

中国与南半球的地理关系以及环南极洲地区的地理

关系。

本文要特别强调的是，《系列世界地图》不仅可准

确和完整地表达中国与东、西、南、北半球的地理关

系，一套四种世界地图还可表示若干种不同的专题内

容。

在“东半球版世界地图”上，全世界四大洋中的太

平洋和印度洋位于图幅变形较小的中间，占据了整个

版面的主要位置，北冰洋位于图幅变形最大的图幅边

缘，大西洋则被经线分割成东、西两块。国际航海运

输主要集中在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北冰洋因其

常年冰雪不化，目前绝大部分还是航海空白区。“东

半球版世界地图”，因其世界海洋变形相对较小的图

面格局，用于表达国际航海线最为合适。在世界地图

上表示国际航海线，一般采用流线型的曲线连接各国

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航海线，优美、直接地表示了国际

航海线的走向。大西洋因其被分割在图幅东、西两

边，其沿岸城市的航海线对称地断在图幅两边线上，

《系列世界地图》上的专题内容
徐汉卿 %，汪冰 %，张寒梅 %，郝晓光 !

’ %) 湖北省地图院，湖北 武汉 #*""+%；!)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湖北 武汉 #*""++ (

摘要：继“纬线世界地图”于 !""% 年 , 月在第 !" 届国际制图大会及国际地图展上发表和展出之后，《系列世界地图》

于 !""! 年 # 月在湖北省地图院编制完成。《系列世界地图》不仅可准确和完整地表达中国与东、西、南、北半球的地理

关系，一套四种世界地图还可表示若干种不同的专题内容。

关键词：航海专题；时区专题；航空专题；南极专题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0 #/!* ’!""* ("% 0 ""!! 0 "!

!"#$%&’! () ’*% !%+,%! -(+./ 012
12 3456758%9 :458 ;758%9 <=458 345>?7%9 34@ 174@82458!

’ %) A4B C5DE7E2E? @F 32G?79 :2=45 #*""+%9 H=754I
!) C5DE7E2E? @F J?@K?DL 45K J?@B=LD7MD9 .M4K?>74 N757M49 :2=45 #*""++9 H=754 (

!""* 年 / 月

第 "% 卷第 % 期

O25) !""*
PQR) "% SQ) %

地 理 空 间 信 息

JTQN-.UC.R CSVQWA.UCQS



·!"·第 #$ 卷第 $ 期 徐汉卿等：《系列世界地图》上的专题内容

在图边采用航海线上配通达注记的形式注明其要到

达的城市，比较清晰易读。

“西半球版世界地图”是以 # 度经线为“中央经

线”的世界地图，国际日期变更线分布在图幅两边，

分别与左边经线和右边经线相重合，东经和西经对

称排列。因此，“西半球版世界地图”适用于表示世界

标准时区分布。世界标准时区的划分是以经过英国

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原址的本初子午线 %即 # 度经

线 & 为标准，从西经七度半至东经七度半划为“中时

区”%又称 # 时区 &。在这个时区内，以 # 度经线的“地

方时”为标准时间，这就是格林尼治时间，又称世界

时。从“中时区”的边界分别向东、西每隔经度十五度

划一个时区，东、西各划出十二个时区，东十二区和

西十二区重合，全球共划分成二十四个时区。世界标

准时区是以整 $’ 度经线划分的，在“西半球版世界

地图”上，用时钟符号表示各时区间的时间差别，用

分区注记注明全球二十四个时区分布。

在“北半球版世界地图”上，从投影变形的角度

来看，她将最大变形点推入海洋中，陆地离最大变形

线较远，保持了全图陆地的面积和形状没有巨大变

形，并将全世界的陆地完整地绘制在一个平面上，没

有产生类似于现行世界地图上陆地被切割成两部分

的情况。南、北极点及其与周围地区的相对关系在该

图上非常明确。由于世界 ! ( " 的陆地和 ) ( ’ 的国家

位于北半球，而我国也位于北半球，所以，“北半球版

世界地图”适用于表示国际航空线这个专题。在世界

地图上表示国际航空线，一般采用直线连接各国城

市与城市之间的航空线，直观、清晰地表示国际航空

线的走向。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 !##! 年 * 月开通了

北京经北极直飞纽约的航线，这是北京飞纽约同类

航线中最短的一条，单程飞行比过去减少三个多小

时。在“北半球版世界地图”上，可以直观地标注这条

“北极航线”，但在现行的世界地图上，北极点由于处

于图幅的最北端，成为变形最大的地方，北极点变成

了“北极线”，“北极航线”无法直观标注。另外，北京

至莫斯科的航空线，在现行的世界地图上，为了绕过

“哈萨克斯坦”，这条航线被刻意地绘成弧线，但在

“北半球版世界地图”上，可以直观标注这条航线，直

线连接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首都，并不经过“哈萨克斯

坦”。可见，在“北半球版世界地图”上表示国际航空

线，比较恰当、直观，具有明显的优势和较强的可读

性。

在“南半球版世界地图”上，南极洲的形状和面

积变形较小，适用于表达各国在南极地区的南极科

学考察站。南极洲是一块神秘的土地，也是迄今为止，

世界上最大的没有领土归属、没有国界的大陆 + " ,。它

严酷的奇寒和常年不化的冰雪，长期以来拒人类于

千里之外，人类为了征服南极，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 多个国家、数以千计的探险家、科学工作者投入南

极的探险活动。从南极大陆被发现以来的 !## 年间，

人类没有停止过探险活动，!# 世纪 )# 年代至今，南

极洲上建立了 -# 多个科学考察站。科考站分常年站

和夏季站，在“南半球版世界地图”上，红实心圈符号

表示全年站，红空心圈符号表示夏季站。$*.) 年 $!
月，中国在南极洲的乔治王岛建立了“长城站”，$*.*
年 ! 月，中国在南极大陆建立了“中山站”，就象两颗

璀灿的明珠镶嵌在南极洲银白的土地上。南极洲上

的科考站，不仅仅是为了科学考察，更反映了世界各

国的领土意识和国家主权意识，也包括我国的领土

意识和主权意识。我们为我国在南极洲上拥有一席

之地，为南极洲上飘扬着的五星红旗而骄傲和自豪。

实际上，也只有“南半球版世界地图”才能表达出“长

城站”和“中山站”与祖国大陆的地理关系。由此可认

为，“南半球版世界地图”是唯一能够完整表达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世界地图。

《系列世界地图》以不同的世界地图版本，根据

各自的特点和优势，侧重表达不同的专题内容，一套

四种，扬长避短，互为补充，各具特色，自成风格，形

成全新的“世界观”，构成一套完整的世界地图作

品。

以上我们从《系列世界地图》制作专题图方面做

了初步的探讨和尝试，相信随着《系列世界地图》的

公开发行，更多的、适用于各部门需要的各种专题

图，也将应运而生。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世

界地图》争创中国特色的世界地图品牌，为繁荣地图

市场、弘扬地图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致 谢 在《系列世界地图》的编制过程中，湖

北省测绘局张必贵局长、王卫群副局长、姜殿惠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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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新，扫描矢量化又取代了手扶跟踪数字化。扫描

矢量化即扫描仪配合矢量化软件，对地形图进行矢

量化，生成电子地图。

# %白纸测图内业数字化优缺点

白纸测图内业数字化优点在于传统的生产模式

对作业员素质要求不高，生产成本及设备投入成本

低，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原有的地形图资料。但是这种

方法的缺陷在于精度较低，除了白纸测图中各项误

差的影响外，还存在数字化过程中图纸变形，扫描精

度及采样精度等影响，这种生产方式生产的地形图

精度实际上低于常规白纸成图精度，这种生产方式

在不发达地区的县城及乡镇大面积测图中仍广泛在

使用。

$ %用全站仪检测电子地图

为了能实地验证全野外数字化生产的电子地图

与白纸测图内业数字化生产的电子地图的平面精

度，我们在罗田县城对这两种方式生产的电子地图

进行了实地试验与检核。检核方法是在图根点上用

平板仪施测一幅 &’ ("" 地形图，进行内业数字化制

成电子地图。用全站仪在图根点上进行全野外测图

生成电子地图。然后在微机上对两种方法生产的电

子地图随机捕捉 #" 个相同点坐标，最后用全站仪在

实地检核两组坐标，其误差为碎部点相对于图根点

的误差。白纸测图内业数字化地形图碎部点相对图

根点精度图上为 ) "* !+,,，实地为 ) &$(,,。全野外数

字化地形图碎部点相对图根点精度图上为 ) "* "(,,，

实地为 ) !(,,。全野外数字化测图精度远远高于白

纸测图内业数字化精度。

( 结束语

& % 用传统方法尤其是导线测量方法建立城市四

等及以上控制网，边角测量误差积累较大，控制点的

绝对误差较大，点位精度分布不均匀。利用 -./ 定位

测量可大大提高点位精度，保证精度的均匀性，因此

城市四等及以上基础控制网宜采取 -./ 定位测量。

! %-./ 定位测量观测前制定观测计划，根据星历

预报选择观测时段，可以提高观测卫星的数据质量。

# % 大气折光对电磁波测距代替四等水准测量精

度，具有显著影响，应选择成像清晰，天气稳定，观测

条件好的时间段观测。对范围不大，边长较短或跨越

山谷、河流、连测岛屿等进行水准测量不便的地区及

建筑物顶的控制点应用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导线测

量特别适用。

$ %白纸测图内业数字化，只是一种过渡性的生产

方式，随着测绘科学技术的发展将逐步被淘汰。大比

例尺航空摄影测量虽有其特殊优势，但难于消除高层

建筑投影差的影响，房檐及被遮挡物的处理也是一大

难题，其在小比例尺测图及部分特定领域如公路带状

图测量中具有广阔前景。而在范围不大的城市大比

例尺测绘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信息化测绘仪器的

成本的降低，全野外数字化测图将是今后主要发展方

向。

参考文献：

0 & 1 23!""& 4 +!，全球定位系统 5-./ %测量规范 0 / 1 *

0 ! 1 2667 4 ++，城市测量规范 0 / 1 *

0 # 1 杨德麟，等 * 大比例尺数字化测图的原理、方法与应用081*

作者简介：王波 5 &+9:; %，男，工程师，湖北省第一测绘院分院

长。

5上接第 !# 页 %
长、范良培总工程师、孙仁义助理巡视员、地图管理

与质量监督处郭建华处长、政策法规与测绘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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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四开版《系列世界地图》缩影 5见彩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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