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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MAPGIS 技术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已经得到充分完善与优化。其与 GIS 数据中心相结合，并同和了

GIS 功能与遥感技术，能够针对地下、陆空以及其他空间展开 3D 一体化图像分析。对此，本文阐述了 MAPGIS 地图制

作流程，并介绍了 MAPGIS 应用要点，希望能够为相关单位与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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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MAPGIS technology has been fully improved and optimized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development. It 

is combined with the GIS data center, combined with GIS functions and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and can carry out 3D 

integrated image analysis for underground, land and air and other spaces.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MAPGIS map 

making process, and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points of MAPGIS,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units and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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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改革开放政策深入实行过程中，促使我国科技与

经济水平得到充分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日常用品日

益丰富。工业在科技生产力水平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诞生一

些高科技。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保证地图制图需求得到充分满

足，我国研发了 MAPCAD 系统，即色彩地图系统，促使计算

机制图发展更进一步。之后中地数码公司与教育部三维工程研

究中心、中国地质大学建立合作关系，根据地理信息技术完成

了 MAPGIS 系统研制工作，充分促进了地图制图技术发展[1]。 

1 MAPGIS 地图制作流程 

1.1 准备工作 

开展专题地图制作前，需要认真开展资料准备工作，为制

图工作提供保障。（1）应该对地图编汇规范与技术标准进行查

阅以及收集。（2）对原始图件相关精度、准确度展开严格审查，

确保其与出版要求相符。（3）预处理以及录入地质底图、地理

底图和配图等图例，可以充分强化图像清晰度，保证图中不同

要素之间能够降低干扰问题。（4）基于系统相关图库为基础，

根据专题地图相关要求，构建相关颜色库、图案库、线型库、

符号库等。 

1.2 制图程序 

相关人员开展制图活动时，主要通过制图流程进行反映，

进而才可以有效开展制图活动，防止因为操作过程过于混乱，

导致最终结果无法进行有效利用。第一，准备工作：资料准备

以及预处理图件。第二，输入数字化输仪与扫描矢量化。第三，

检查，主要以图形精度内容为主，若是检查结果不合格返回到

上道程序中。第四，矢量化编辑。第五，检查，主要以地理内

容为主，若是检查不合格，返回到上道程序。第六，区域编辑。

第七，检查与修改，若是检查结果不合格，返回到上道工序。

第八，全要素样图输出。第九，成果图输出[2]。 

2 应用操作要点 

2.1 输入数据 

对于 MAPGIS 系统，能够针对 GPS、数字化仪器以及扫描

矢量化等数据源直接转换等方面提供高效、灵活、便捷输入方

式，而数据接口转换装置能够对各种系统数据文件之间交换提

供保障，进而实现资源共享目标。所以，能够接受 Map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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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INFO、AutoCAD 以及其他软件的图件数据，同时能够进

行成本系统矢量结构转换，充分提高地图制图便捷性与灵活

性。 

（1）扫描矢量化输入。借助扫描向计算机输入地图原图，

要求图像清晰，可以对图中相关要素进行正确区分。对于扫描

图像，借助栅格方式，并借助 TiFF 格式对图像文件进行存贮，

TiFF 文件能够直接进行矢量化处理，采用矢量化方式追中图

件，能够对实体空间位置进行确定。矢量化基本过程为：①将

光栅文件装入；②新建数据文件；③图元矢量化；④数据文件

保存。矢量化主要涵盖封闭单元、交互式、全自动三种矢量化

方式。进行矢量化过程中，能够对图像展开全面浏览、自动调

整窗口位置以及任意缩放，确保矢量化导向光标移至屏幕中央

位置。按照底图质量能够选择任意矢量化方式开展矢量化处理

工作。 

对于扫描矢量化输入而言，和数字化输入存在一定差异。

后者主要借助数字化仪实现数据接收，同时借助矢量方式完成

存贮，所以数据完成采集工作之后，能够直接开展高程或是编

辑处理，对于扫描输入法主要借助扫描仪对扫描原图直接进行

扫描。通过栅格形式完成图像文件存贮工作，之后进行矢量数

据转化，向点文件或是线文件进行存贮。两种文件分别储存点

元信息与线元信息，对于取文件面元，主要是通过线进行弧段

转换，并进行拓扑处理所构建。面元可以通过手工与自动化方

式实现，其中，自动化方式主要借助拓扑处理生产区域；手工

方式主要借助光标顺序，在跟踪轮廓过程中形成的区域，并向

区文件中进行保存[3]。 

（2）GPS 输入。因为 GPS 所测定 3D 空间位置主要借助数

字坐标进行表示，所以无需进行转换，能够向数据库中直接输

入。在地质图件方面，可以选择扫描矢量化与数字化两种方式，

现阶段前者较为常用。通常地质底图与地理底图等需要分别展

开矢量化扫描，促使相关要素的干扰进行充分控制，充分强化

矢量化质量。 

2.2 编辑处理 

完成原图图件矢量化扫描之后，应该开展图像编辑活动。

MAPGIS 中的图形编辑系统，对图元矢量结构面、线、点进行

编辑修改。地图编辑功能基较为灵活。不仅能够对图形避让以

及压盖关系进行处理，同时可以对不同颜色图斑进行精准嵌

套，进而实现特殊与复杂图形绘制工作。编辑子系统主要涵盖

以下功能： 

（1）可视化定位检索功能非常先进。一般操作图形窗口，

就是串口移动与缩放等。（2）线元编辑较为便捷、灵活。可以

通过操作旋转、光滑、缩短、延长、连接、复制、移动、删除

等措施修改属性以及参数等。（3）点元编辑较为强大。可以借

助坐标对齐、定位、复制、移动等操作实现对点属性与参数修

改工作。（4）面元编辑较为有效与快速。可以充分修改花纹图

案以及颜色，同时能够对边界弧段展开相关操作。（5）可以实

现图形信息分层管理。用户可以对图层名自行修改与定义，可

以随时打开图层。 

因为采集数据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错误，此时可以借助检

查系统对错误数据进行检查。通常涵盖以下类型数据：①区拓

扑关系；②图元参数越界。例如弧段“8”字形、微小区自相

交与一条弧涵多于 1 个左右取等。对错误进行确定之后，需要

及时开展编辑修改工作，保证错误及时修复，不然会对结果图

件质量以及系统输出等产生影响。对地形线以及相关曲线展开

矢量化处理之后，应该展开光滑处理，主要涵盖三次 Bizer 差

值、二次 Bizer 光滑以及三次 B 样条插值等。一般采用三次 Bizer

插值，距离主要在 0.5—0.8 范围内。处理图件图元过程中，需

要尽量保持仔细、认真态度。 

2.3 误差校正 

进行数字化输入时，一般因为操作误差、图纸变形以及数

字化仪器精度等因素，导致输入图形和具体图形位置之间存在

偏差，就是存在误差。因此，需要进行误差校正，才可以保证

具体要求得到充分满足。以理论角度分析，按照图形变形情况，

对其校正系统上进行计算，之后按照校正系数对变形图形进行

校正，主要涵盖以下步骤：（1）对图形控制点进行确定，图形

控制点数值涵盖理论值与实际值两种类型，选择控制点过程

中，需要做到全图覆盖，同时还应该保证均匀性。如果图件较

大，同时具有较大的精度要求，则应该增加控制点数量，在区

域地图方面，控制点主要选择经纬网交点、水准点以及三角点。

（2）图形采集环节中，控制点实际数值，通常直接在图上进

行采集。（3）理论值采集，能够通过键盘直接进行输入。（4）

校正参数设置，采用相关文件开展校正工作。（5）校正文件效

果检查，如果没有满足设计精度要求，可以重复前述步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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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图幅接边 

部分专题地图通常需要借助图幅接边合成转换，进而才可

以充分套合地理底图。MAPGIS 中图库系统具有良好接边功能，

能够对图幅帧展开合幅、分幅处理，同时对图幅展开手动接边、

半自动接边以及自动接边等操作。开展接边处理时，系能够对

接合误差进行自动清除。此过程，应该构建图库，主要涵盖等

高度跨度与经纬跨度等分幅方式，按照各种分幅方式，将相应

参数输入其中。地质背景图主要分为四幅图，需要采用等高度

跨度方式。图幅接边强调图库库类的线文件、点文件结构有效

添加，开展图幅输入过程中实现图幅文件插入，同时进行图幅

参数输入，输入接边图幅之后，进行接边参数设置并开展图幅

接边工作。处理区文件过程中，在完成接边处理之后，建立相

关区域。 

2.5 质量检查与图幅输出 

（1）质量检查。涵盖以下内容：①进度是否满足要求；

②内容齐全性；③相关要素位置等信息正确性；④图面整饰是

否满足设计要求；⑤色彩正确性等。 

（2）图幅输出。MAPGIS 具有较多输出格式，例如矢量输

出、光栅输出等。 

结语：在 GIS 技术快速发展过程中，社会各个领域中的

MAPGIS 应用更加广泛，其功能系统也得到充分提升与优化。

MAPGIS 技巧繁多、功能丰富，通过将其应用于地图制图中，

可以充分强化工作人员效率，工作人员通过积极探索实践，可

以将 MAPGIS 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实际应用过程中，需要充分

重视输入数据、编辑处理等环节，进而高质量完成地图制图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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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班列运输淡季，货运行业可以适当调低运费价格。 

3.提高服务水准，有利于加快中欧班列订舱业务的发展与

推进，让铁路订舱成为标准化、常态化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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