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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我们到了一个陌生地方，只需动动手指，打开手机上的电子导航地图，便可以定位

当前所在位置。那么，古代的地图是怎样的呢？地图发展过程中的变与不变是什么呢？

其实，不断发展变化的是地图制图技术，不变的是地图绘制原理。

让我们在自然资源部第三地理信息制图院重点实验室专家的带领下，一起穿越时空，探寻一下地

图的“前世今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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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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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制图流程中，我国制图人

员使用卫星拍摄遥感影像数据、无人

机拍摄城市影像数据和实地测量矢量

数据等方式，获取带有方向和距离属

性的数据后，再对获取的数据进行批

量化整理、生产、质量检查，然后再匹

配形象的地图符号，最后利用自然资

源部第三地理信息制图院研制的快速

地图制图系统，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

一幅地图输出。

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黑神话：悟空》

国产游戏，悟空经历的各个地图关卡场

景，使用了三维立体渲染技术来构建，让

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大家可能会想，

在二维的地图上只能有横纵方向，三维

空间在地图中该如何表达？

原来，三维立体渲染技术的出现让

地图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现在制

图人员可使用带有高度的数据，在三维

渲染软件中进行高度的拉伸恢复出真

实的地形模型，并将高分辨率遥感卫星

影像作为模型纹理贴图，构建出地理场

景。同时，调整灯光、环境、相机等参

数，这样就可以得到具有超真实感的地

理景观图了，而且还可以使用3D打印技

术将三维地图打印出来。

穿越了时空，感受了中国地图的发

展，大家是不是对地图更感兴趣了呢？

李刚梅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叶海燕

本文相关资料来源：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

自然资源部第三地理信息制图院供图“计里画方”禹迹图。

珠穆朗玛峰3D打印模型。

贡嘎山三维冰川景观图。

距离、方位、比例尺

是地图的三要素，古人

是怎么确定这三种要素

的呢？

在古代传递紧急公文

时，有一种说法是：“八百

里加急”，那么，古人如何

确定日行八百里呢？西汉

时发明了一种专门用来丈

量行驶距离的马车，名为

“记里鼓车”，这种车有上

下两层，车每行一里路，敲

鼓一下，车每行十里，敲打

铃铛一次，驾车人通过记

录鼓声和铃声次数，就知

道走过的距离了。

当送信使者查看下

一个驿站地图时，驿站方

位是不能错的。中国古代

用来指示方位的是指南

车，与指南针利用地磁效

应不同，它不依靠磁性，仅

利用齿轮传动来指明方

向。驾车人使用车上的木

人指示方向，不论车子转

向何方，木人的手始终指

向同一个方向。

有了距离和方位，就可

以简单描述一个地物的位

置了，如一条河流：长度八

十里，起点向东，二十里后

向东南，再十里后转向南。

但是，上述两种方法

只能绘制局部地图，当古

人要绘制全国地图时该怎

么做呢？西晋有个很厉害

的地图学家裴秀，他设计

出了“计里画方”的新型地

图绘制方法。这是一种按

比例尺绘制地图的方法

——绘图时以方格边长代

表实地里数，然后按方格绘

制地图内容，测量出的山

川、河流要素，就可以成比

例缩小放在方格内了。

宋代《禹迹图》就是使

用这种绘制方式，图上标

注了“每方折地百里”，即

图上一个小方格代表实际

100里，1里约等于现在的

500米，一个小方格约1.1

厘米，换算得出整幅图的

比例尺约1：450万左右。

该地图横向70格，竖向73

格，一共5110格，可根据

格子数量直接推算整幅图

的面积。这种方法沿用了

1500余年直到清初，在我

国和世界地图制图学史

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