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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世界地图》编制完成  

发表日期：2003-10-22 点击次数：116

 

      中科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郝晓光博士等继《纬线世界地图》于２００１年８月在第２

０届国际制图大会及国际地图展上发表和展出之后，又于２００２年４月在湖北省地图院编制完

成《系列世界地图》。《系列世界地图》一套共四种，它作为一件完整的世界地图作品，以东、

西、南、北四个视角，从经度、纬度两种方向，全方位展现世界地理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地理关

系。      ２００２年９月，《系列世界地图》在成都召开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２００２年学术

年会上首次发表。２００３年８月，《系列世界地图》在南非德班召开的第２１届国际制图大会

上再次发表。      郝晓光等指出：我国地处东、北半球，但是，我国现行的《世界地图》适用

于表达中国与东半球的地理关系，却不适用于表达中国与北半球的地理关系。为了准确和完整地

表达中国与东、西、南、北半球的地理关系，郝晓光博士等以一套世界地图作为一件完整的世界

地图作品，提出了“双经双纬”编制《系列世界地图》的设计方案，即：系列世界地图（东半球

版）、系列世界地图（西半球版）为“经线世界地图”；系列世界地图（北半球版）、系列世界

地图（南半球版）为“纬线世界地图”。      ２００３年５月，郝晓光博士等在我国测绘类期

刊《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２００３年第２期上，发表了题为“系列世界地图”的论文及全开

版《系列世界地图》的彩色缩影。      “系列世界地图（东半球版）”以东经１５０°为“中

央经线”的世界地图，适用于表达中国与东半球的地理关系，该图完整表达环太平洋地区的地理

关系，也可称为“太平洋版世界地图”。“系列世界地图（西半球版）”以０°经线为“中央经

线”的世界地图，适用于表达中国与西半球的地理关系，该图完整表达环大西洋地区的地理关

系，也可称为“大西洋版世界地图”。“系列世界地图（北半球版）”以北纬６０°为“中央纬

线”的世界地图，适用于表达中国与北半球的地理关系，该图完整表达环北冰洋地区的地理关

系，也可称为“北冰洋版世界地图”。“系列世界地图（南半球版）”以南纬１５°为“中央纬

线”的世界地图，适用于表达中国与南半球的地理关系，该图完整表达环南极洲地区的地理关

系，也可称为“南极洲版世界地图”。      郝晓光等认为：中国既处于东半球、又处于北半

球，既属于环太平洋地区、又属于环北冰洋地区。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地图应该是两张，

一张是经线世界地图，即“东半球版世界地图”，它很好地表达了环太平洋地区的地理关系；另

一张是纬线世界地图，即“北半球版世界地图”，它很好地表达了环北冰洋地区的地理关系。中

国与周边的地理关系在这两张图上都得到了充分地表达。虽然“东半球版世界地图”和“北半球

版世界地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地图，也就是说，对我国来说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但是，

“西半球版世界地图”和“南半球版世界地图”对中国来说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和使用价

值。      《系列世界地图》不仅可准确和完整地表达东、西、南、北半球的地理关系，还可表

示不同的专题内容。２００３年６月，湖北省地图院副总工程师徐汉卿高工等在新创刊的测绘类

期刊《地理空间信息》杂志２００３年第１期上，发表了题为《＜系列世界地图＞上的专题内

容》的论文及四开版《系列世界地图》的彩色缩影。      在“系列世界地图（东半球版）”

上，世界海洋的变形相对较小，适用于表达世界航海线。在“系列世界地图（西半球版）”上，

东经与西经对称排列，适用于表达世界标准时区分布。在“系列世界地图（北半球版）”上，世

   



界陆地的变形相对较小，适用于表达世界航空线；例如，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于２００２年９月２

７日开通了北京经北极直飞纽约的航线，这是北京飞往纽约中同类航线最短的一条航线，在“北

半球版世界地图”上可以直观标注这条“北极航线”，但在传统的《世界地图》上却无法直观标

注这条“北极航线”。在“系列世界地图（南半球版）”上，南极洲的变形较小，适用于表达各

国在南极地区象征国家主权和领土意识的南极考察站。      《系列世界地图》包含了我国现行

的《世界地图》，不仅表达了“中国与周围地区的地理关系”、而且表达了“中国与世界所有地

区的地理关系”。       一本记叙《系列世界地图》坎坷经历的《苹果里的五角星——系列世

界地图诞生纪实》已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著名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剑雄

教授为其作序，他认为：“有必要将这本书推荐给更多的读者，因为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世界地

图本身”。他写到：“本书的主要部分是论述作者研制新版世界地图的历史背景、科学原理、文

化意义和具体过程，也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反映在这个过程中的激烈争论，并全文收录了有关报道

和反对者的批评意见。反对者都是地图专家或主管部门负责人，既专业又权威，但他们的意见却

并非都是从地图和测绘本身出发的，这就相当耐人寻味。”    (信息来源：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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