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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地形图的比例尺 

 第二节 地形图的分幅和编号 

 第三节 地形图图外注记 

 第四节 地物符号 

 第五节 地貌符号——等高线 

 第六节 地籍测量基础知识（选学、自学） 



 地图 

按照一定的法则，有选择地在平面上表示地球
表面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图。 

 地形图 
按照一定的比例尺，用规定（GB）的符号表示

地物、地貌平面位置和高程的正射投影图。 
 地形图的构成要素 

图外要素（图名、图号、比例尺、接图表、密
级、制图单位、坐标参数、测绘人员、图廓）、地
图符号（地物符号、地貌符号、文字注记）及坐标
方格网。 



 一、地形图的比例尺概念 

由于地图投影过程产生长度变形，因此在不同制

图范围的情况下，比例尺的概念不尽相同。 

但在当测图的区域范围较小（R≤10km）时，近

似的将投影面看作为平面，距离变形可忽略不计。 

此时，比例尺的概念是指： 

地形图上任意一线段的长度与地面上相应线段的

实际水平长度之比。 1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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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比例尺表示方法 

数字表示法：如“1:500”或者“            ”； 

 

文字表示法：如“五百分之一”或“一比五百”； 

 

图示表示法：大比例尺地形图中应用较少，常见

于小比例尺地理图或专题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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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比例尺精度 

肉眼在图上的最小分辨率为01.mm，因此常把图

上0.1mm所对应的实地水平长度，称为比例尺精度。 

 比例尺精度的作用： 

根据比例尺精度，可以获知测图时距离测量的精

细程度。 

如“1:1000”比例尺的地形图，比例尺精度为

1000×0.0001m，即0.1m。量距时，应读数至分米位，

小于0.1m的地物轮廓无法再图上表示。 



 一、标准比例尺地形图分幅与编号的规则（旧式） 

 1:100万地形图的分幅与编号 

1:100万的世界地图使用统一分幅和编号； 

以纬差4°为一行，自赤道向北极编号：A，B，…，V 

以经差6°为一列，自本初子午线向东编号：1，2，…，60； 

每幅1:100万地形图的编号以“行号－列号”方法编号。 

如：北京的经纬度为116°24′20″E和39°56′30″N，

则其所处的1:100万地形图编号为“J－50”。 



 一、标准比例尺地形图分幅与编号的规则（旧式） 

 1:10万地形图的分幅与编号 

1:10万地形图分幅和编号以1:100万地形图为基础； 

以纬差20′ 为一行，一幅1:100万共计分成12行；以经差30′ 

为一列，一幅1:100万共计分成12列； 

合计144幅，按照自左向右，自上向下依次编号：1、2、…、

144；1：10万地形图编号为“行号-列号-序号”。 

如：北京的经纬度为116°24′20″E和39°56′30″N，

则其所处的1:100万地形图编号为“J－50 －5”。 



 一、标准比例尺地形图分幅与编号的规则（旧式） 

 1:50000地形图的分幅与编号 

1:5万地形图分幅和编号以1:10万地形图为基础； 

以纬差10′ 为一行，一幅1:10万共计分成2行；以经差15′ 为一列，

一幅1:10万共计分成2列； 

合计4幅，按照自左向右，自上向下依次编号：A、B、C、D； 

1：5万地形图编号为“行号-列号-序号(10W)-序号(5W)”。 

如：北京的经纬度为116°24′20″E和39°56′30″N，则其

所处的1:100万地形图编号为“J－50－5－B”。 



 一、标准比例尺地形图分幅与编号的规则（旧式） 

 1:25000地形图的分幅与编号 

1:2.5万地形图分幅和编号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 

以纬差5′ 为一行，一幅1:5万共计分成2行；以经差7′30″ 为一列，

一幅1:5万共计分成2列； 

合计4幅，按照自左向右，自上向下依次编号：1、2、3、4； 1：

5万地形图编号为“行号-列号-序号(10W)-序号(5W)-序号(2.5W)”。 

如：北京的经纬度为116°24′20″E和39°56′30″N，则其

所处的1:100万地形图编号为“J－50 －5－B－2”。 



 一、标准比例尺地形图分幅与编号的规则（旧式） 

 1:10000地形图的分幅与编号 

1:10000地形图分幅和编号以1:10万地形图为基础； 

以纬差2′30″ 为一行，一幅1:10万共计分成8行；以经差3′45″ 为一

列，一幅1:10万共计分成8列； 

合计64幅，按照自左向右，自上向下依次编号(1)、(2)、…、(64)； 

1：1万地形图编号为“行号-列号-序号(10W)-序号(1W)”。 

如：北京的经纬度为116°24′20″E和39°56′30″N，则其所

处的1:100万地形图编号为“J－50 －5－(15)”。 



 一、标准比例尺地形图分幅与编号的规则（旧式） 

 1:5000地形图的分幅与编号 

1:5000地形图分幅和编号以1:1万地形图为基础； 

以纬差1′15″ 为一行，一幅1:1万共计分成2行；以经差1′52.5″ 为一

列，一幅1:1万共计分成2列； 

合计4幅，按照自左向右，自上向下依次编号a、b、c、d； 1:1000

地形图编号为“行号-列号-序号(10W)-序号(1W)-序号（5000）”。 

如：北京的经纬度为116°24′20″E和39°56′30″N，则其所

处的1:100万地形图编号为“J－50－5－(15)－a”。 



 一、标准比例尺地形图分幅与编号的规则（旧式） 

 1:5000地形图的分幅与编号 

1:2000地形图分幅和编号以1:1万地形图为基础； 

以纬差25″ 为一行，一幅1:1万共计分成3行；以经差37.5″ 为一列，

一幅1:1万共计分成3列； 

合计9幅，按照自左向右，自上向下依次编号1、2、…、9； 1:1000

地形图编号为“行号-列号-序号(10W)-序号(1W)-序号（2000）”。 

如：北京的经纬度为116°24′20″E和39°56′30″N，则其所

处的1:100万地形图编号为“J－50－5－(15)－9”。 



 二、标准比例尺地形图分幅与编号的规则（新式） 

各种比例尺地形图均以1:100万地形图为基础图，沿
用原分幅各种比例尺地形图的经纬差，全部由1:100万地

形图按相应比例尺地形图的经纬差逐次加密划分图幅，
以横为行，纵为列。 

 

 



 二、标准比例尺地形图分幅与编号的规则（新式） 

由于1:5000地形图将1:10万地形图分幅的最大结果为
192×192，故新式编码采用10位字符码的编码方式。 

 

 



 某1:5000地形图的旧编号为“J－50－5－(15)－

9”，试问新地形图编号为多少？ 



 三、大比例尺地形图编号的规则 

1:1000与1:500比例尺地形图通常采用坐标编号法，

即以地形图图幅范围西南角的坐标公里值作为地图编号。 

如：某1:500地形图，西南角的坐标为： 

 

 

则，该地形图的编号为“326.4－28.5”。 

326400.00

28500.00

x m

y m







 一、图名和图号 

 图名 

即本幅地形图的名称，通常是以图幅范围内最著

名的地名、厂矿企业和村庄的名称来命名。 

 图号 

即地图的编号。 

图名和图号标注在地形图北方图廓上方中央。 



 二、接图表 

说明本图幅与相邻图幅的关系，共索取相邻图幅

时使用。 

通常中间一格画有斜线，代表本幅图，四邻分别

注明相应的图号（或图名），并绘注在图廓的左上方

（大比例尺地形图）。 



 三、图廓 

图廓是地形图的边界，分为内图廓和外图廓。 

内图廓也是地形图的坐标网格线和图幅的边界线。

内图廓的四角点处注有坐标值（公里值），内图廓上

每隔10cm绘制横线或纵线，交叉形成整幅地形图的

坐标网格。 

外图廓是最外层的粗线，起装饰作用。 



 四、其他图外要素 

 密级：地形图保密等级，绝密、机密、秘密、保密；

标注于地形图图廓外右上方； 

 测图时间及坐标系统：包括测图时间、平面坐标系

统、高程坐标系统、地形图图式版本，标注于地形

图图廓外左下方 

 测图作业成员：测量员、绘图员、检查员，标注于

图廓外右下方； 

 比例尺：标注于地形图图廓外正下方。 

 



 地物是指地面上天然或人工形成的物体。 

 地貌是指地面高低起伏的状态。 

 地物和地貌合称为地形。 

 地图符号的绘制应按照国家测绘总局办法的《地形

图图式》中规定的符号表示于图上。 

 地图符号按照地物属性类别可分为：测量控制点、

水系、居民地及设施、交通、管线、境界、地貌、

植被与土质、文字注记。 

 



 地物符号按照地物几何形状分布，又可以分成：比

例符号、非比例符号和半比例符号三种。 

一、比例符号 

对于地物的轮廓较大，如房屋、稻田和湖泊等，

它们的形状和大小可以按照测图比例尺缩小，并用规

定的符号绘制在图纸上，这种符号称为比例符号。 



 



 地物符号按照地物几何形状分布，又可以分成：比

例符号、非比例符号和半比例符号三种。 

二、非比例符号 

有些地物，如测量控制点、独立树、里程碑等，

轮廓较小，无法将其形状和大小按比例绘制到图上，

则不考虑其实际大小，采用规定的符号表示，这种符

号称为非比例符号。 

非比例符号的中心位置与地物实地的中心位置关

系，随着地物而异。 



 规则的几何符号：以图形几何中心点为实地地物的
中心位置。 

 底部为直角形的符号：以符号的直角顶点为实地地
物的中心位置。 

 宽底符号：以符号底部中心为实地地物的中心位置。 

 几种图形组合符号：以符号下方图形的几何中心为
实地地物的中心位置。 

 下方无底线的符号：以符号下方端点连线的中心为
实地地物的中心位置。 

 非比例符号均按直立方向绘制，即与南图廓垂直。 





 地物符号按照地物几何形状分布，又可以分成：比

例符号、非比例符号和半比例符号三种。 

三、半比例符号 

对于带状或线状延伸的地物，其长度可按比例尺

缩绘，而宽度无法按比例尺表示的符号称为半比例符

号。 

这种符号的中心线，一般表示实地地物的中心位

置。栅栏、围墙等绘制在中心线一侧，道路、管线等

中心对称。 





 地物符号按照地物几何形状分布，又可以分成：比

例符号、非比例符号和半比例符号三种。 

四、地物注记 

用文字、数字或特有符号对地物加以说明，称为

地物注记。 

名称注记：城镇、工厂、河流、道路的名称。 

属性注记：建筑结构和层数、桥梁宽度和载重、

河流流向和流速、植被的类别等。 





 一、等高线的概念 

        地面上高程相同的点连接而成的 

连续闭合曲线。 

 二、等高距和等高线平距 

         地形图上相邻等高线之间的高差，称为等高距。

随着地形图比例尺的变化，等高距的大小由比例尺

决定，如表所示。 

 

    

1:500 1:1000 1:2000 

平地 0.5m 0.5m 0.5m、1m 

丘陵 0.5m 0.5m、1m 1m 

山地 0.5m、1m 1m 2m 

高山地 1m 1m、2m 2m 



 二、等高距和等高线平距 

         相邻等高线之间的水

平距离称为等高线平距。

等高线平距与坡度有关，

坡度约陡峭，等高线平距

越小；反之，等高线平距

越大。同理可证，等高线

越密集，地势越陡峭；反

之，等高线越稀缓，地势

越平坦。 



 三、典型地貌的等高线 

  1.山丘和洼地 

  山丘和洼地的等高线都是一组闭合的曲线，却别在

于：山丘的内圈等高线高程大于外圈等高线高程；而

洼地与之相反。一般在地形图上，为便于快速识别，

用示坡线来表示。 

 

 

    



 三、典型地貌的等高线 

  2.山脊和上谷 

  山脊是沿着一个方向延伸的高

地。山脊最高处的棱线称为山脊

线。山脊的等高线表现为一组凸

向低处的曲线。  山谷是沿着一

个方向延伸的洼地。山谷最低处

的棱线称为山谷线。山谷的等高

线表现为一组凸向高出的曲线。    



 



 三、典型地貌的等高线 

  3.鞍部 

  鞍部是相邻山头之间呈马鞍形的低凹部位。鞍部往

往是山区道路通过的地方，两个山脊和两个山谷汇合

于鞍部。等高线的特点是在大的闭合线圈里，包含有

两组小的闭合线圈。 

 

 

    



 三、典型地貌的等高线 

  4.陡崖和悬崖 

  （1）坡度的概念：地面

上两点间高差与平距的比

值，称为坡度。 

  （2）坡度大于70°以上

的陡峭崖壁称为陡崖。 

  （3）上部突出，下部凹

进的陡崖称为悬崖。    



 四、等高线的分类 

  1.首曲线 

      在同一幅地形图上，按规定的等高距描绘的等高

线称为首曲线，也称为基本等高线。 宽度0.15mm，

首曲线是地形图上最多的等高线。   



 四、等高线的分类 

  2.计曲线 

      为读图方便，凡是高程能被5倍基本等高距整除

的等高线称为计曲线，需要加粗表示。   



 四、等高线的分类 

  3.间曲线和助曲线 

      当首曲线不能显示地貌的特征时，需按1/2基本

等高距描绘的等高线，称为间曲线（用长虚线表示）；

为显示局部地貌特征，按1/4基本等高距描绘的等高

线，称为助曲线（用短虚 

线表示）。 



 五、等高线的特征 

  1.用一条等高线上所有的点高程都相等。 

  2.等高线是闭合曲线，即是不再本幅地形图中闭合，

也必然在图外闭合； 

  3.除了在悬崖或绝壁处以外，等高线在图上不能相

交或重合； 

  4.等高线的平距小，表示坡度陡；平距大，表示坡

度缓； 

  5.等高线与山脊线、山谷线正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