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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地形图的测绘、更新是一个古老的问题，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加快和对测绘保障服务能力要
求的提高，城市地形图的测绘、更新、建库呈现出新的活力。
由杨伯钢、张保钢、董明联合编著的《城市地形图的持续更新方法》试图从城市地形图数据库的建设
环境及库体设计、建立、数据采集、更新、共享与可视化几个方面给出城市地形图数据库持续更新的
完整解决方案。
本书的最后还探讨了多尺度城市地形图的一体化建库与更新。

《城市地形图的持续更新方法》适合测绘、地理信息系统、地理等地学相关领域的科研、生产、开发
人员使用，也可供测绘工程、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参考使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地形图的持续更新方法>>

书籍目录

第1章 概述
§1.1 城市地形图与城市地形图数据库
§1.2 城市地形图更新的背景和意义
§1.3 城市地形图数据库更新的过程与方法
第2章 城市地形图数据库建立的软硬件及网络环境
§2.1 城市地形图数据库建立的硬件环境
§2.2 城市地形图数据库建立的软件环境
§2.3 城市地形图数据库建立的网络环境
第3章 城市地形图数据库的设计
§3.1 用户需求分析与资料分析
§3.2 城市地形图数据库的空间分区设计
§3.3 城市地形图数据库的时态分库设计
§3.4 城市地形图要素的分层设计
§3.5 城市地形图要素数据字典的结构设计
§3.6 城市地形图要素的数据库结构设计
§3.7 城市地形图符号库的设计
§3.8 城市地形图元数据库的结构设计
§3.9 城市地形图数据库的功能设计
第4章 城市地形图数据采集处理与入库
§4.1 城市地形图数据采集的方式及数据采集基本过程
§4.2 资料的收集与分析
§4.3 数据采集前的预处理
§4.4 数据采集与编辑
§4.5 相关文件的编写
§4.6 地形图数据入库前的质量检查
§4.7 地形图数据人库的几种方法
§4.8 入库地形图数据的后处理
§4.9 地形图数据归档
第5章 城市地形图数据库数据共享与可视化方法
§5.1 地形图数据的共享方式
§5.2 地形图数据共享的服务内容及实现
§5.3 地形图符号库的建立
§5.4 城市地形图数据库数据的可视化
§5.5 城市专题电子地图的制作方法
§5.6 常见城市电子地图的编制特点
第6章 城市地形图数据库的持续更新
§6.1 城市地形图数据库更新中的有关概念
§6.2 城市地形图变化检测
§6.3 城市地形图更新
§6.4 更新数据入库与历史数据维护
§6.5 城市地形图数据库历史数据的恢复
§6.6 拓扑关系的重建与元数据更新
§6.7 城市地形图数据库数据的增量信息发布
§6.8 城市地形图数据库派生产品的增量更新方法
第7章 多尺度城市地形图的一体化建库与更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地形图的持续更新方法>>

§7.1 城市地形图数据一体化建库与联动更新的数学原理
§7.2 多尺度城市地形图数据建库研究
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地形图的持续更新方法>>

章节摘录

　　4.图面视觉效果设计　　专题地图有专题要素和地理底图要素之分，地理底图要素是为专题要素
服务的，因此专题要素居于上层平面，地理底图要素居于下层平面。
有的专题地图上有十分丰富的内容，由于重要程度或逻辑次序不同，有的内容安排在上层平面，有的
安排在下一层平面；虽然有的专题内容之间无明确的主次之分，但为了提高图面清晰度，也需要拉开
视觉层次；还有的是不同内容用不同的表示方法，在表示方法的配合使用中对各自表达的内容要求产
生不同的层次感。
对于同类专题要素来说，等级较高的要素处于上层平面，等级较低的要素处于下层平面。
　　在进行地图设计时，首先，要保证地图主题得以充分实现，信息的传输符合合理的程序，保证地
图主从关系明确。
这要求表现主题的主图幅面要大，避免附图和图表在总面积上超过主图的现象发生。
其次，主图在空间上要占据优势位置，如幅面的中间位置，当附属的图件较多时，将主图安排在左上
方位置。
最后，主图在其符号、符号结构或色彩上应表现出较强的力度，例如对有两幅或两幅以上主图的多元
地图，将重要的用较大比例尺，并置于左上方，次要的用较小比例尺，居于右下方。
　　另外地图构图要符合一般意义上的形式美法则，即对称、均衡、和谐、统一。
所谓均衡是指均匀平衡。
当一幅图中有若干幅同比例尺主区图时，可采用对称均衡布局，如左右对称或对角线对称，当有多幅
不同比例尺主区图时可用不对称均衡布局。
均衡并不完全指表现主区地图间的均衡，还包括附属于这些主区图的图名、比例尺、注记、图例、图
表的位置安排，以及各主区图间的疏密安排。
当某专题地图有较多的附属图件时，这类图面的构图不应将主区图的比例尺设计得过大，以免图面塞
得过满；而要给各图形单元留出一定的空白，给人以宽松的、有变化的、轻快的感觉。
　　构图的和谐统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构图紧凑，在图面有效范围内，各制图单元和非制图单元
都要排列紧凑，避免松散；二是关系要协调，各单元配置时要明确各单元问的从属关系，同一单元内
各单独的构图要素之间距离应小于各单元之间的距离，图形问不应发生冲突。
三是要整齐一致，图内各单元间在内容上各有表述，各单元的图例、图表都环绕其主体配置，但对整
图幅而言，要视它们为一整体，所以由各单元组成的整体外围要按图面、版面的统一规格安排到位，
外围整齐。
图名、图边、版心大小等都必须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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