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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圣武，副教授，工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在河南理工大学任教，中国GIS理论与方法专业委员会委
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空间数据基础理论研究和遥感图像处理。主讲“地图学”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本
科生课程，以及“误差处理与可靠性理论”、“地图数据库”和“遥感图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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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地图及地图学1.1 地图的基本特征和定义地图，对于每个人都不陌生，在中小学课本及课堂上
都见过，在新华书店和一些机关单位也见过不少，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亚洲地图、世界地图、旅
游地图、矿产分布地图等。地图是先于文字形成的用图解语言表达事物的工具，它是认识、分析和研
究客观世界的常用手段，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一直没有被其他方式所代替。只是近几十年来，由于摄
影技术和运载工具及传输技术的发展，曾有人主张用正射相片或卫星图像代替地图；又当计算机技术
引进地图制图领域之后，也有人预言传统的地图将完全被数字信息的存储与处理设备所代替。但事实
证明，影像和计算机技术的巨大价值更主要的在于扩大了地图制图实践的领域，提高了地图生产的效
率，而地图仍以其特有的性质按自己的规律继续存在和发展。为什么地图能长期发展和流传下来？地
图和地面摄影相片、航空相片、风景画到底有哪些不同？为了能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研究地图的
基本特征和地图的定义。1.1.1　地图的基本特征早期人们把地图看做是地球表面缩小在平面上的图形
。今天看来，这种认识不很全面也不很确切。因为地面的风景照片和风景画也适合这个含义，特别是
现代的地图并不局限于表示地面可见的现象，还要表示那些在地理环境中存在、但又无形的现象（如
气温、气压等）。因此要认识地图，就必须分析地图区别于风景照片和风景画的一些特性，即构成地
图的数学法则，表达空间诸要素的地图语言和地图概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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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多实践的指导，地图语言一章我喜欢
2、具体的我还没看，看完再说
3、内容编排一般
4、地图学课程的参考资料
5、这本书是我们专业的必修课教材，书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编的，感觉一般吧，如果不是老师指
定要这本书我想我们是不会用这本书的~当当的书挺便宜的
6、好东东，从中学到一些知识
7、基础的教材
8、刚刚收到书，专业书需要仔细看，以后再对内容作评论，预计应该对工作会有帮助，扩大一点知
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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