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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古地理图集 》制图设计的认识

谢良珍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 )

《中国古地理图集 》 (下面简称《图集 ))) 属放概略性古地理 图
,

是一本八开本的综合性图集
,

由多种专业类型的全国性图件和地区性图件 1 23 幅及 20 万文字说明和英文摘要组成
。

《图

集》从设计
、

编绘
、

制版
、

印刷历时数年
,

经地质人员
、

制图人员
、

制印人员
、

出版工作者等多方通

力协作
,

现已正式出版发行
。

本文希望通过总结与探讨《图集 》制图设计与编制工作中的某些有

关间题
,

能有助于小比例尺大区域岩相古地理图的编制工作
。

一
、

对编制《 图集 》的认识

1
.

《图集》是地质科研成果

全国综合性古地理图集侧重放表现宏观的地理景观及其变化
,

从而反映控制这些自然地

理环境的构造内容
。

编制不同历史时期的古地理图集首先就要认识和恢复当时地壳上不同组

成部分的基本轮廓并把它置回于当时所处的位置上去
,

所以 《图集 》的编制是一项重要的也是

困难的基础地质研究工作
,

它是建立在广大地质工作者和地质研究工作者长期研究基础上的
,

是对我国三十年来地层古生物
、

沉积古地理
、

大地构造等学科的
.

系统总结
,

它是建立在各个基

础地质科学之上的
,

是地质学中的
“
上层建筑

” ,

在某种意义上讲
, 《图集 》的编制反映 了国家的

地质基础学科的研究深度和地质工作的程度
。

2
.

《图集 》是古地理客观环境的模型

打开 《图集 》就可以看到一幅幅不同地质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景观— 不同类型的海域分

布以及陆地上 的山脉
、

高原
、

丘陵
、

平原
、

盆地
、

河流
、

湖泊等
,

这些古代的地理景观人们无法去

直接观察和量测
。

然而
,

地质学家们可以根据不同时代的岩石和生物记录以及构造运动所造成

的痕迹来恢复它们形成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
。

《图集 》就是地质学家们在综合研究了不同地

区
、

不 同时期地层的岩石
、

矿物
、

生物组成以及有关的构造变动
、

岩浆活动后
,

分析
、

推断 出当时

的古地理环境
,

并借助于特殊的语言— 地图符号而形成的
。

图上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古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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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时空差异及其变化
,

因此
,

《图集》作为当时的古地理客观环境模型是显而易见的
。

首先
,

图上的各要素是按一定投影和 比例尺表示在图上
,

因而它具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和可量度性
,

另

外
,

还具有时空的相似性和内容上的对应性
。

然而
, “

模型
”

的含义绝不是古地理环境的写实或

罗列
,

而是编者根据编图目的
、

指导思想对客观环境的特征和变化规律经过一定的科学的制图

综合— 抽象和概括的结果
,

所以它是一种概念模型
。

换句话说
,

编制 《图集 》就是研究建立再

现古地理客观实际的模型
,

编者必须对古地理环境进行思维加工
,

提取各要素的特征和相互之

间的联系 (即进行制图综合 )
,

并借助一定的符号去描绘客观存在
,

才能编成地图
,

这是模型法

的核心
,

也是制作地图不可缺少的思维过程
。

因此
,

作为古地理客观环境模型的《图集 》
,

是按特

定的制图 目的和主导思想有意识地进行观察并选择性地抽象
、

概括的结果
,

是带有编者主观认

识成分的
、

按一定的数学法则
、

特定的语言制作的地图模型
。

3
.

《图集 》是古地理环境信息的载体

据上所述
,

《图集 》是研究成果
,

当然也是研究的手段
,

人们通过阅读
、

理解
、

分析
、

推理而从

图上获取信息
。

不言而喻
, 《图集 》浓缩和贮存了大量古地理环境信息 (包括位置信息和内容信

息 )
,

这些信息通过各种相应的地图符号传输给读者
。

所以《图集 》实际成了进行古地理分析研

究的基础
,

也是信息传输的中心环节
。

因此
,

把 《图集 》视为储存古地理信息的载体
,

用以传输古

地理信息
,

是恰如其分的
。

为了提高信息传输的效率
,

对制图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因为制图者

的专业水平会影响地图信息的表达和传输
,

从而影响用图者有效地获取信息
。

所以
,

制图者在

设计
、

编制地图时
,

要考虑信息的传输效果
,

在决定地图内容和形式时
,

不仅要体现制图者对地

理环境的认识和研究的水平
,

而且要考虑用图者的要求
.
在设计图形符号时

,

要从感受心理学
“

角度来研究符号的表达
、

结构形式
、

色彩和视受感受能力
;
在决定 内容取舍和地 图容量以及表

示方法时
,

要考虑突出地 图的主题和保证地图的易读性
。

制图者的成功取决于把客观存在所获

得的丰富的原始信息概括并变换成地图信息的能力— 使《图集 》成为信息传输的理想载体的

能力
。

二
、

《图集 》的内容和选题

任何一种地图集
,

就其质量而言特别重要的是地图内容的完整性和内部结构 的一致性
,

而

内容的完整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题的正确性
、

完整性和系统性
。

《图集 》选题的主要依据是
:

①编图的 目的
、

学术思想
;②研究程度 ;③古地理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特点 ; ④今后研究工作的

需要等
。

作为一本概括大部分地质时代的综合性古地理图集
,

它牵涉到地层学
、

沉积古地理学
、

生物古地理学
、

古构造学以及古气候
、

岩浆活动等各方面
,

因此就需要 用多种类型的图件及有

关的文字说明分别予以表示
。

《图集 》包括古地理图 (全国性和地区性的 )
,

古构造图
,

露头分布

图
,

火山岩分布图
,

地层柱状剖面图
,

沉积剖面和构造剖面示意图
,

生物地理分区图
,

气候分带

图
,

冰川沉积示意图
,

冰川遗迹分布图
,

大地构造分区图等
。

按照地史年代及各发展阶段的特点
,

《图集 》专业图部分共分为晚前寒武纪
、

早古生代
、

晚

古生代
、

中生代和新生代五个断代
,

每个断代由不同的图组 ( 以纪为图组单位 )组成
。

从前震旦

纪一第四纪共划分为十三个图组
。

每个图组 (每个纪 )均编有古地理图若干张 (按
“

世
”

编制 )
,

以

及露头分布图
,

地层柱状图
、

地 层沉积剖面或构造沉积剖面 图
; 还按构造运动的阶段编制了分

阶段的古构造图
;
根据不同地质时期的特点按纪编制了古生代以前的生物地理图若干张

,

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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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后的古气候图若干张以及震旦纪的冰川沉积图等
,

作为各阶段构造运动的总结
,

还编制了
“

中国大地构造分区图
” ,

因此从内容上看《图集 》的选题是较全面的
。

三
、

《图集》内容的表示方法

在《中国古地理图集 》上
,

其专业内容不仅要反映古地理环境的空间分布
,

还要反映各要素

的特征
、

相互联系以及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带来 的古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
,

特别要反映出
“
活

动论
” 和

“

阶段论
”
的学术主导思想

,

而且 由于地图种类较多
,

各类图上所反映的内容有不同的

特点和不 同的侧重面
,

因而表示方法问题就成了设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据回顾
,

《图集》主

要采用了点状符号法
、

线状符号法
、

质底法
、

范围法
、

等值线法
、

晕渲法
、

剖面法等表示方法
。

具

体一幅图采用那种或那几种方法 以及如何搭配使用这些方法
,

主要考虑以下原则
。

( l) 为了明显地
、

突出地反映地图的主题内容
,

所采用的表示方法要适当
,

并要与地图内容

的概括程度相适应
。

(2 )各种表示方法要互相配合
,

当同时采用两种接近的表示方法时
,

要 突出主要的
,

还要特

别注意色彩的选择和搭配
,

以确保地图清晰易读
,

如在古地理图上
,

古海域以分层设色表示不

同的深度
,

以花纹表示海相沉积组合类型
,

以花纹的范围法表示岩浆活动
,

这三者是相互叠加

的
,

在彩色选择上
,

海域采用中蓝
,

海相花纹采用深蓝绿色
,

岩浆岩花纹用红色
,

结果图面效果

较好
。

( 3) 各种方法的配使用可以充分发挥其优点
,

很好地反映制图区各种特征
,

但绝不是所有

方法都可以联合使用的
,

因此在选择表示方法时要特别注意各种方法之间的搭配问题
。

表 1

是《图集》中各类图上主要专业内容所采用的表示方法
。

四
、

《图集 》的制图设计

1
.

制图设计的环节
:

如何以科学的理论作指导
,

以合乎逻辑的
,

能为常人所能接受的方式以及在目前的技术条

件
、

经济能力所许可的范围内将古地理研究成果反映在地图上
,

是制图设计的任务
。

作者在 《图

集 》设计中
,

有意识地注意了以下几个环节
:

①反复研 究
,

领会精神
:

对编图的目的
、

学术指导思想
、

地 图用途和要求
,

以及《图集 》中各

类专业图的内容和特点要反复研究
,

特别要理解主编的意图和要求
。

②调查了解
,

搜集有关资料
:

一方面要调查了解国内外地图制图的现状和水平
,

特别是同

类图的情况
,

并研究它们的特点
,

加以借鉴
.

;
另一方面

,

要了解我国制图实际情况
,

特别要了解

制印厂的实际情况和 技术可能性
,

做到心中有数
。

③虚心学习
,

取人之长
,

多方听取意见
,

特别对不同意见和方案
,

一定要认真加以考虑
,

从

中吸取长处
。

④进行各种试验
:

对于制图设计中各项技术要求
,

要进行各种试验
,

以取得经验
,

如开本
、

比例尺系统
,

图集结构
,

拼版方式
,

版面配置
,

整饰规格
,

花纹符号
,

彩色设计
,

地理底图的内容

选取指标以及装帧设计等
,

通过试验和 比较
,

选择和采用最佳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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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图集》中各类图上主要专业内容的表示方法

T a b le 1 S y mbo l n o at 吸io n 加 r n一a ps a n d dia g r a sm in t he a咤la s

图图 类类 上要内容及图上用色色 表小方法法

点点点点点 线线 质质 范范 等等 刊刊 晕晕 运运

状状状状状 烤欠欠 底底 1同同 f江江 l自 lll 汽觉觉 动动
符符符符符 符符 法法 法法 排排 法法 法法 线线
号号号号号 号号号号 法法法法 法法
法法法法法 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古古地理图图 古海岸线
、

古河流
、

古湖岸线
、

海底隆起界线 (蓝 ) ;
各各各

甲甲甲甲甲甲甲甲

种种种构造线 (祸 ) ;
消减带 (蓝 )))))))))))))))))))

古古古陆 (棕 ) ;
古海域 (蓝

.

分层设色 ) ;
海相沉积花纹 (蓝蓝蓝蓝 VVVVVVVVVVV lll

绿绿绿色 ) ,山脉
、

高地
、

丘陵 (粽
,

分层设色 ) ;
盆地 〔按性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

设设设色 ) ;
非制图区 (灰色

.

包括现代海域 ) .
占地理 单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

(((((黑 )))))))))))))))))))

火火火山活动(红 ))))))))) 对对对对对对

等等等厚线 (褐 ))))))))))) 习习习习

口口化化化石
、

矿点 (按不同情况设色 ))) VVVVVVVVVVVVVVV

口口
海海海侵方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

口口
古古构造图图 大陆型地壳 (按时代设色 + 花纹 ) .

过渡型地壳 (蓝色色色色
丫丫丫丫丫丫丫

网网网 )
;
大洋型地壳 (蓝 ) ;

地壳后期消减带 〔蓝 )
.
构造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

元元元 (按时代设色 )))))))))))))))))))

构构构造单元界线 (褐 ) ;
各种构造线 (按时代设色 ))))) 甲甲甲甲甲甲甲

口口
构构构造域界线 (紫 )))))))))))))))

、、

口口火火火山活动 (红 ))))))) 丫丫 叼叼叼叼叼

口口
露露头分布图图 地层分布 (按时代设色 ))))))) 甲甲甲甲甲甲

口口
资资资料点

,

古地磁 钻孔 (黑 ))) 丫丫丫丫丫丫丫丫

口口
地地地层界线 (褐 ))))) 了了了了了了了

口口住住状剖面图图 柱状剖面 (褐 )))))))))))))
、、、

口口
化化化石 (黑 )群组名称 (黑 ))) VVVVVVVVVVVVVVV

口口底底底色 (按时代设色 ))))))) VVVVVVVVVVV

口口
沉沉积剖面及构造造 剖面结构线 (钢灰 )))))))))))))

、、、

口口
剖剖面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 沉沉沉积相及基底 (按性质设色 ))))))) 侧侧侧侧侧侧

口口
生生物地理图图 古陆 (棕 )古海域 〔蓝 ) 生物地理分区 (蓝绿网 ))))))) 甲甲甲甲甲甲

口口化化化石 (黑 ))) 甲甲甲甲甲甲甲甲

口口火火山岩分布图图 岩石组合
,

火山岩分布区区区区区 VVVVVVVVV

口口不不不同时期火山岩分布布布布布 了了了了了

口口
火火火山岩分区界线 (紫 ))))))))))))))) 甲甲

」」构构构造线 (红 ))))) VVVVVVVVVVVVV

口口
古古气候图图 盆她 (按性质设色 ))))))) 订订订订订订

口口气气气候分区 (按性质设色
,

按温度加网 ))))))))) 丫丫丫丫丫

口口
气气气候分区界线 (紫 ))))))))))))))) 寸寸

口口气气气候分区标志 (按性质设色 )))
、 zzzzzzzzzzzzzzz

口口冰冰川遗迹分布图图 不同时期冰川分布布布布 创创创创创创

口口
冰冰冰缘分布区区区区区 VVVVVVVVV

口口
冰冰冰川遗迹点〔黑 ))) VVVVVVVVVVVVVVV

口口
冰冰川沉积示意图图 不同时期冰川沉积范幽〔按时代设色 ))))))))) 甲甲甲甲甲

口口
古古古陆 海域 冰盖区区区区 侧侧侧侧侧侧

口口
不不不同时期冰川沉积范围界线 (按时代设色 )))))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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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图集》制图设计的指导思想
:

制图设计工作者的指导思想
,

往往反映到设计成果 上
,

因此至关重要
,

《图集 }}0 勺制图设计

主要考虑了以下几点
:

①要有整体观念
,

使 《图集 》不仅从内容上
,

而且在表示方法上
,

在格式和

风度上给人以整体协调统一的感觉
。

②要尽可能正确
、

合理
、

美观地表达科学内容
。

③既要严

肃
、

庄重
、

古雅
、

体现民族风格
,

又要活泼新颖
,

体现进取精神
。

④既要有创新精神
,

又要实事求

是
,

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们的视觉感受能 力
。

⑥考虑技术可能性和制图成本
。

3
.

《图集 》的制图总体设计
:

主要对制图设计原则
,

总的目标以及要达到的制图水平提出初步设想和要求
.

如《图集 》的

开本
、

比例尺
、

地图投影
、

地理底图
、

制图工艺
、

地图结构和图面整饰
、

符号 系统
、

设色
、

任务
、

人

员分工等
。

这些设想是在深入了解任务要求和地图用途基础上
,

参考 国内外同类图并结合我国

以往的编图经验
,

充分考虑制印厂的实际以后提出的
,

而且要编制成文
,

以便在编图过程中统

一 口径和作为成果审查验收时的主要参考资料和依据
。

4
.

《图集 》的开本
、

比例尺和数学基础
:

地图的用途和专业 内容的研究程度
,

是确定《区集 》开本
、

比例尺
、

地 图数学基础 的主导因

素
,

另外还要考虑成图的尺寸
,

纸张的尺寸及其充分利用
,

制图区的区域范围
,

图幅的配置和图

页的样式等因素
。

(( 图集 》采用八开本
、

满版印刷和 一 r Z 0 0 0 0 0 o
、

一 15 0 0 0 0 0 0
、

z :
.

2 5 0 0 0 0 0 0
、

l , 6 0 0 0 0 0 0
、

l , 9 0 0 0 0 0 0 的比例尺系统是以上诸因素的综合结果
。

例如全国性古地理 图
,

如按

八开本成图有边框设计
,

其 比例尺为 l : 1 4 0 0 0 0 0 0一 1 : 1 5 0 0 0 0 0 0
,

由于采用满版印刷
,

因此 比

例尺扩大到 l : 1 2 0 0 0 0 0 0
,

这也正是根据用途要求和研究程度较合适的 比例尺
;
而露头分布图

和分阶段的构造图如按 ] : 12 0 0 0 0 0 0 比例尺
,

图面就显得比较空
,

因而采用 一 1 8 0 0 0 0 0 0 比例

尺横向排列
;而根据华北

、

华南前震旦纪几幅古地理图的情况
,

采用 1 :
9 0 0 0 0 0 0 比例尺拼版排

列显然比较合适等
。

根据各种投影的变形情况以及古地理内容对于投影变形的要求
,

《图集 》采用了统一的等

积割圆锥投影
,

保持了面积大小的正确性
。

5
.

《图集 》的结构和版面配置
:

地图集不是各种地图简单的汇编和机械的凑合
,

而是根据统一的要求编制的彼此有联系
、

相互补充的各种地图的系统汇编
。

因此
,

图集内部结构和版面配置的统一协调性
,

成为衡量图

集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
。

所谓图集的结构
,

指的是地图集内部各部分的设置及地图编排的次序
,

例如图集将由哪些

部分和哪些图组成
,

每一组包括哪些图幅以及它们的编排顺序等
。

《图集 》是由地图和文字两部

分组成的
。

地图部分按照古地理学科本身的逻辑性和系统性
、

阶段性
,

分为五个断代
,

12 个纪
,

并以纪为单位自成体系
,

按照时代的新老关系编排
.

老的在前
,

新的在后
。

在每个大的断代内一

般以不同阶段的古构造图为始
,

而每个纪的图幅又以露头分布图开始
。

为了说明古地理演变的

结果
,

《图集 》将
“

中国地势图
”

作为序图
,

而将
“

中国大地构造分区图
”

作为构造演变的总结置于

地图的最末
。

这样
,

打开地图
,

读者就可以一 目了然地饱览中国地壳 自 18 5 0M
a 以来发展演变

的历史一几次大的构造运动及古地理环境的发展
、

演变
、

包括生物
、

气候
、

岩浆活动
、

冰川等
,

如果想了解进一步 的情况
,

则可阅读后面的文字说明
,

它为你提供 f 大量的
、

系统全面的 基础

地质依据和远景材料
。

为了降低地 图成本
,

《图集 》采用了两面印刷
,

因此正
、

背页地 图的配置和编排十分重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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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集 》在处理正
、

背页 图关系时
,

原则上将主要图幅
、

双页整幅图
、

颜色多的图放在正面页
,

将

辅助性图
、

拼幅图
、

颜色少的图幅置于背面页
。

这样确保了整幅图的完整性
,

避免了将整幅图分

成两半的现象
,

同时也保证了主要图件
,

印色多的图幅的印刷质量
。

图面配置和整饰也是制图设计的重要任务之一
,

尤其《图集 》的拼幅图多
,

拼幅图的类型也

不尽相同
,

有双页整幅
,

双页双幅
,

双页三幅
,

双页四幅几种拼幅形式
,

而且
“

出血裁
”
又增加了

设计的难度
.

因此
,

设计时不仅要考虑到科学内容内在的逻辑性
,

还要从出版印刷等方面的技

术条件
,

纸张的尺寸
,

美学
,

心理学
,

视觉均衡性以及一些特殊的要求等
,

并分别根据不同情况

确定各图幅在 《图集》中的相对位置
,

所占的版面
,

它的排列方向
,

以及图幅的名称
、

图例
、

图号
、

擂图的位置
,

中英对照的方式和对照关系
,

各拼幅图之间的距离
,

背页图粘贴边的距离
, “

出血

裁
”
图上注记

、

独立符号等与图边的距离
,

裁切边及裁切误差
,

规矩线等作出统一的规定
。

作为一本图集的内部结构
、

版面配置和整饰
,

应有统一的风格
、

统一的要求
,

但也不是绝对

的
,

对于特殊情况要有特殊的对待
,

要做到既严谨又具艺术感染力
,

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

既

有统一性又有特殊性
,

才能形成统而不死
,

活而不乱的图集整体系统
。

6
.

《图集 》的地理底图
:

地理底图是专业内容的基础和骨架
,

在图上起定向
、

定位和正确反映专业要素地理分布特

征的作用
,

地图的质量不仅取决于专业内容的研究程度和编绘质量
,

而且直接受地理基础的影

响
,

以往编图因地理底图问题而走弯路甚至返工的情况也不无存在
,

因此
,

为《图集 》制作统一

的
、

多种比例尺的
、

既合乎精度要求又能确保公开出版的地理底图系统是十分重要的
。

《图集 》的地理底图
,

不仅有较合适的比例尺和数学基础
,

而且在地理内容的取舍方面进行

了周密的设计和规划
,

除按一般地理图编绘原则外
,

还特别注意满足专业的需要
。

①保持制图

区域相同的同类型图幅比例尺和地理内容及其表示方法的一致性
,

如全国性古地理图统一采

用 1 / 12 0 0 0 0 0 0 比例尺地理 底 图 (个别 图幅例 外 )
,

各阶段 的构造图
、

露 头分 布 图均 用 l/

1 8 00 0 0 0 0 比例尺地理底图
,

气候图统一用 1 / 2 5 0 0 0 0 0 0 比例尺地理底图等
,

这样保证了《图集 》

地理基础底图的统一性
。

②在内容选取上体现了不同比例尺底图之间的统一协调性
。

③充分

考虑了专业上的特殊需要
,

如为了真实地反映华北古陆与华南古陆之间在 8 0 0 0 0 0 a0 前为大洋

壳相隔
,

在专业上分别编绘了古地理图
,

为了满足专业需要
,

专门编绘了分开的地理底图
,

在地

理内容选取上也作了特殊的处理— 在华北 四张古地理图上
,

未表示修沟
一

玛沁对接带以南的

现代地理
,

而在华南两张古地理图上未表示出该对接带以北的现代地理等
。

④考虑 了现势性和

公开 出版的要求
,

尤其对地区性图幅
,

在确定制图区范围截幅时
、

充分注意了这些要求
。

⑤保持

表示方法的一致性
,

虽然制图区域
、

比例尺不同
,

但在表示方法上
,

如线划的粗细
,

符号的形状
、

大小
、

位置
、

颜色
,

注记的字体
、

字大
、

图面配置
、

整饰等是基本一致的
。

7
.

制图工艺及其特点
:

制图工艺是否科学
、

合理
,

对地图编制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确保其质量关系很大
.

尤其 图集

的制图工艺设计
,

是较为复杂的工作
,

事先要进行调查研究
,

摸清情况
,

才能制定出较为切实可

行的工艺方案
。

现将《图集 》的制图工艺列表示之 (表 2 )
,

以供参考
。

《图集 》制图工艺有以下特点
:

①编稿原图采用薄膜编绘
,

编稿图的花纹符号采用制作分色样的方法
,

减少了工作量
。

②制图区域相同的同比例尺图件
,

清绘公用地理底图
,

图上各专业要素与地理要素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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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盖关系以及不同的图例区 ((( 图集 》中该问题较为突出 ) 问题
,

必须在公用底 图上处理好
,

否则

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该出现的间题
,

诸如地图内客和图例内容互相压盖或出现漏 白现象等
。

③花纹符号采用菲林片与透明花纹相结合的方法
。

岩相花纹符号是古地理图的主要内容
,

面积大
,

种类多
,

常用花纹符
一

号重复使用率高
,

为了保证 化纹符号的质量
,

减少清绘工作量
,

对

常用花纹气号制作 了专用非林片
,

对于图面出现较少的花纹符号
.

采 用透明压敏花纹
。

④《图集》首次在地质专题图中采用无边框形式
。

它具有扩大制图比例尺
、

充分利用纸张有

效面积
、

增加地以内容
、

哭出主题
、

减少部分整饰工作量
,

以及使得地图形式 活泼新颖的优点
。

⑤地图和文字均采用两面印刷
、

降低了地图成本
。

⑥简化了制图工序
。

8
.

《图集毋的符号设计
:

地图符号是地图的语言
,

是表现地图内容和认识地图的基础
,

所以在地 图设计中
,

地图符

号的设计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

古地理图
,

尤其是综合包括多种图类的古地理图集
,

尚未建立起

符号系统
,

因此
,

《图集 》的符号设计显得尤为重要
。

现在
,

根据不同性质进行分类分级
,

分别以

不同形状
、

不同结构
、

不同方向 (角度 )
、

不同颜色和不同尺寸等视觉变量因素设 计白
`

!点状
、

线状

和面状符号系统已建立并为《图集 》所用
。

( 1 ) 《图集 》符号的分类原则
。

根据符号的形状分为点状
、

线状和面状符号
。

①点状符号
:

用龄表示点状地物或定点分布的符号
.

用符号的形状表示事物的性质
,

颜色

表示种类
,

大小表示等级
。

A )几何符号
:

如用三角形
、

圆形
、

棱形
、

正方形等几何符号
,

通过其大小
、

形状
、

颜色
、

结构

分别表示不同的点状分布物的位置
、

性质
、

种类等特征
。

如气候图上用绿色习
\

州 友示铜的位置
,

用黑色长方形小块表示煤
,

红色的小三角形表示铁
,

红色棱形符号表示石膏等
。

B )象形符号
:

设计这类符号要注意美观
、

形象
、

使符号与所表示的地物之间有 决种程度的

联系
,

如用鱼状符号表示鱼化石
,

用树状符号表示植物化石等
。

)C 文字符号
:

它要求所代表的目标要正确
,

如在生物古地理图上用 化石名称的开头一
、

二

个字母代表化石的属种
,

如大写字母 G 代表化石伽脚之如` , P 代表化石 剐妙
了,l( ,

以。印姚
,

c H 代表

化石 确它如偏闭等
。

②线状符号
:
用于表示断层线及各种构造线

、

古河流
、

古海陆分界线
、

古湖泊岸线等线状分

布的地物或具有一定空间范围的轮廓界线
、

以线划的粗细表示规模或等级
,

分别以实线
、

短虚

线
、

点线表示实测
、

推测和组合界线
,

用颜色表示性质或时代 (如古地理 图上古海岸线
、

古河流

用蓝色 ;古构造图上不同时什纳勺断层线用不同的颜色
;如用紫色表示加里东期

,

绿 色表示燕山

期等 )
。

③面状符号
:

用以表示地物的位置和空间特征
,

如古地理 图上的岩相花纹符号
.

用 符号的

不同图形和不同结构表示不同的沉积组合
,

用符号的方 向表示沉积类型 (如垂直花纹表示活动

类型
,

水平花纹表示稳定类型
,

斜方向花纹表示过渡类型 )
,

符号颜色表示沉积环境 (蓝色表示

海相
,

棕色表示陆相
,

蓝底色十褐色花纹表示过渡相 )
,

符号的密度表 示事物的变化 (如气候图

上温度越高网纹的密度越大 )
。

( 2) 符号的设计原则
:

①强调整体性
,

体现差别性
,

并要形成系统
。

②科学性和艺术性相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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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习惯用法和创新相结合
。

④要直观
、

明了
、

易于绘制
、

便于记忆
。

⑤符号的含义要明确
,

外形不易混淆
,

图形结构要严谨
,

尺寸要合适
,

设色要协调
,

符合视

觉原理和变量规律
。

⑥符号的组合要科学
、

合理
。

⑦要体现《图集》的主导思想 (如古地理图上三条蓝色的消减带
,

它们标志着统一的中国大

陆地壳拼合的位置
,

这是体现
“

活动论
”

观点的一种表示方法 )
。

9
.

《图集 》的彩色设计
:

为提高地图的表现力
,

丰富地 图的内容
,

利于分类
、

分级和 区别事物的质量特征
、

数量特

征
,

增加地图美感
,

彩色设计也很重要
。

《图集 》中的色彩主要用于点状符号
、

线状符号
、

面状符

号
、

分级底色
、

质别底色
、

区域底色
、

衬托底色等方面
。

由于色彩类别不同
,

设色要求也不仅相

同
,

而且由于地图种类较多
,

图上色彩类型往往交替
、

重叠出现
,

因此只单独考虑一类色彩是不

够的
,

应着重研究两种以上色彩的组合
、

协调和对比规律
,

才能使彩色设计产生好的效果
;
还要

考虑地图的性质和用途
,

不同图类对色彩有不同的要求
,

在专业图上 要突出专业内容
,

使之置

放第一层面
,

而非专业要素置放次要层面
;
另外对于桌面用图

,

无论何种色彩类别
,

都应和谐
、

秀丽
、

素雅
。

( l) 点状符号的设色要求
:

点状符号的面积较小
,

因此宜用对比和色
,

使之有较强的对 比

度
,

达到清晰易读的目的
。

点状符号的色彩还应尽量与实物的固有色相似或采用习惯用法
,

如铜用绿色与孔雀石相

近
,

铁用红色与铁矿石颜色类似
,

而煤用黑色等
。

( 2) 线划符号的设色要求
:

根据地图的性质和用途将线划符号区分为不同的层次
,

以表示

线划符号的主次关系
。

主要线划一般用色较深
、

线划较粗 ;次要线划用色较浅
、

线划较细
。

在有

的专业图上
,

线划符号还要区分不同的时代
,

如不同时代的断裂线等
,

原则上表示时代较老的

线划用色较深较暗
,

较新的用色较浅较鲜
。

( 3) 面状符号的设色要求
:

①用以显示质量特征的面状色彩
,

应能正确反映其不同的特点和差别
,

如以不同颜色的不

同深浅分别表示海域的各种深度和陆地上的不同高差
。

②设色要有象征性
,

如以蓝色表示海
,

棕色表示陆地
,

绿色表示潮湿气候
,

桔红表示千早气

候等
。

③要能反映数量概念
,

如古地理 图上海水越深颜色也越深
,

气候图上温度越高网密度越

大
。

④表示区域分布的面状色彩
,

应用对比色
,

使不同区域间具有明显的差别
。

⑤在面色和面状符号色重叠时
,

面色要浅
,

符号色要深
,

才能扩大反差
,

形成两个层面 ;在

面色与面状符号
、

范围符号重叠时
,

由于范围符号分布往往比较稀疏或不连续
,

因此其色彩要

鲜明突出
,

如古地理图上海域部分表示 了三种内容
,

一是海域的分布和不同的深度
,

二是不同

类型海域的不同沉积组合类型
,

三是岩浆活动
。

设计时
,

用蓝色分层设色表示海域的不同深度
,

以较深的蓝绿色花纹表示沉积组合类型
,

在一片蓝色调中叠加了红色花纹符号表示岩浆活动

的分布
,

较突出明显
,

取得了较好效果
。

⑥对起衬托作用的颜色
,

如非制图区
,

现代海域
,

颜色要浅淡素雅 .而对于象柱状剖面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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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图幅
,

其衬托色不仅是一种装饰
,

还体现了时代的特点
,

因此《图集 》中的柱状图由于按地

层时代国际通用色作底色
,

加强了图幅的时代概念
,

也使柱子的内容衬托得更突出了
。

作为综性古地理 图集的彩色设计
,

应有以下要求
:

①整体性
、

完整性和系统性
,

色标是为

《图集 》整体所用
,

就要求有整体的概念和整体韧效果
,

而对不同的图类
、

不同的图幅在设色上

要体现其差别
,

使之形成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的《图集 》彩色系统 ; ②科学性要强
,

一方面要反映

古地理学科本身的科学概念
,

另一方面从制图学
、

制印学
、

色彩学
、

美学
、

心理学
、

视觉原理上符

合科学规律 ; ③突出主题
、

层次分明
,

如在古地理图上要突出海
、

陆的分布
,

同时又要清楚地反

映不同海域的深度和陆地高差的变化
,

以及不同的沉积环境等
; ④要体现特点和差别

,

即从设
、

色上体现不同图类的特点和差别
;⑤颜色要柔和

、

协调
、

美观
,

对比色的应用要注意协 调
,

柔和

色要有差别
,

面色要浅
,

线符色要深
;⑥尊重 习惯用法 ; ⑦体现时代概念 ; ⑧作为一本图集的色

标
,

色块可适当多一些
,

使之有可供选择的余地
,

但每幅的用色要尽可能减少
,

以降低地图成

本
。

10
.

《图集 》的装帧设计和封面设计
:

主要对 《图集 》的装帧
、

封面
、

护封
、

里封
、

扉页等提出要求和设计方案
。

《图集 》在这方面具

有其它图集共同的要求
,

但有它自己的特点
,

主要是
:

①有古色古香的特点
,

反映在设色
、

图集

名称的字体和封面的压印花纹等方面
,②与《图集 》的主题内容互相联系互相呼应补充

,

如《图

集》护封所选的照片
,

以及里封所反映的是三条对接带的卫星影象图
。

11
.

中国地势图的制图设计
:

《图集 》中的
“

中国地势图
”

与一般图集中的不同
,

它除了具有一般晕渲表示的地势图共同

点之外
,

以下三方面是具有特色的
:

①从形式上它要和 《图集 》中其它图件取得一致
,

因此在版

面设计上也采用满版形式
,

在彩色设计和符号方面也要和专业图取得基本协调
; ②在内容上 ,,

一

它除了按一般地势图表示中国地势概况及其特点外
,

还配合专业内容着重反映了中国境内与
·

现代地形相吻合的各主要对接带
、

叠接带以及反映新构造运动的断裂
、

火山
、

海底地貌及构造

特征
,③图上的地理名称较专业图上多

,

并全部中英对照
,

一方面可起到地名索引的作用
,

另一

方面弥补了专业图上地理名称未予中英对照的不足 (因专业图上要突出专业内容
,

因而仅将专

业内容的注记采用中英对照
,

地理名称未予对照 )
。

五
、

《图集 》的统一协调

统一协调是衡量《图集 》科学水平和制图水平的标志之一
,

其目的是保证 《图集 》形成一个

有机整体
,

使各图幅相互补充
、

彼此协调使之具有可比性
,

它是 《图集 》编制中最为复杂
、

困难的

问题
。

.

首先要在内容上反映主题
,

阐明它们的动态和发展
,

无论是何种大型图件
,

如古地理图
、

古构造图
、

生物地理图
、

古气候图
,

不管它们的制图区域是反映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
,

应形成

一个有机的整体
,

互相依存
,

互相制终
。

在表现形式上无论是图式图例
、

颜色还是图面整饰都应

力求一致
。

但是《图集 》的统一协调并非强求一切要素或现象的机械统一或外表的一致
,

主要是

强调内在的联系和表现形式的一致性
。

《图集 ))0 勺统一协调主要体现在
:

①设计
:

要有统一的设计
,

并在设计中体现协调统一
。

②内容的统一协调
: 。 )要有统一的学术观点 , b) 图面内容及其容量的统一协调

; 。 )各要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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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图设计的认识

质最特征和数量特征
、

分类分级原则的统一协调
;
d) 专业内容取舍原则及各要素关系的统一协

调
; 。 )图例的统一协调

:

主要指图例应有统一的分类分级和对应的排列顺序
;
f) 同一幅图 图面

与图例的统二协调
;妇同时代不同图种之阿的统二协调 ;的 同类图之间统一协调杯 )不同时代

图幅之间以及图组与图组之间的统一协调 犷力图和文字之
,

间的统一协调 ; k) 文字本身的统一协

调
。

总之
,

无论是纵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
,

从深度或广度都应该是统一协调的
。

③地理底图的统一协调
:

主要是地 图投影
、

比例尺和地理内容方面
。

④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协调
。

⑤形式上的统一协调
,

如符号
,

色彩
,

图面结构和整饰
,

拼版形式以及《图集 》风格上的统一

协调
。

.

⑥古地理与现代地理之间的统一协调等
。

六
、

结束语

1
.

从系统工程理论认识
,

《图集 》的编制包括了科学研究
、

技术
、

上产 以 及竹理等务方而的

工作
, .

从擎体的目标出发
,

备邵分平作 lt[ 互形
.

系
,

相互制约
·

实际上形成
一

r 《图集 》编制的系统工

碌潇望今后进一步以系统工程理 j臼观亲
、

研究
、

处理编甲工作中的各刊
, }闷题 (对此刁乍者曾有

专门论述
,

见 1 9 8 8 年第 18 期中国她质科学院院报用系统工程原理认识 《中国古地理图集》的

编制一文 )
。

2
.

对于小 比例尺大区域性 (如制图区域为全国或省区
,

构造域
,

构造单元等 )古地理图的制

图设计
,

有其共同的原则和要求
,

、

《中国古地理图集 》则属龄其中的一个实例
,

既有共性又有特

性
,

因此
,

文中所述仅对区域性小比例尺古地理图制图设计提供某些参考
。

3
.

大区域小 比例尺古地理 图或岩相图的水平
,

一方面取决龄对制图区域沉积地质学研究

的深度
,

另一方面制图设计如地理底图
、

制图 工艺
、

地图的表现形式等直接影响到地图的质量
,

对于地质学家来说往往重视前者忽视后者
。

《中国古地理图集 》之所以能达到较高水平
,

除了地

质学家的努力而外
,

制图工程师发挥了重要作用
。

地质制图学是一门专业性强的学科
,

它是一

门包括地图制图学
、

测量学
、

数学
、

化学
、

物理学
、 ; ,

摄影学
、

制印学
、

美学
、

色彩学
、

心理学和地质

学等多种学科的边缘科学 ;不仅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

也具有极强的应用性
,

在实际编图工作

中是不可缺少的
。

因此要十分重视岩相古地理图的制图设计和制图工作
。

’

一 扭
,

文中所述《图集 》设计中的某些经验
、

认识
、

思路
,

是作者多年编图实际的体会
,

希望通过

反复实践得 以检验
、

补充和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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