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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中国文物地图集·福建分册》县(市、区)文物分布图组的设计与编制，包括设计思想及地理底图、专

题内容的设计。图集编制采用新技术，取得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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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中国文物地图集 ·福建省分册》，是国家文物

局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丛书之一，是根据国家

文物局1986年3月关于出版《中国文物地图集》的

决定而编制的。

    本图集为16开本，是一本综合性地图集，由序

图组、专题文物图组、县(市、区)文物分布图组、重

点文物图组、文物单位简介和索引五大部分组成。

本文着重介绍县(市、区)文物分布图组。

2 设计思想

    《中国文物地图集·福建省分册》

    用地图语言反映文物点的名称、类别、年代、保

护级别和地理分布等内容，具有一定难度。必须充

分发挥专题制图有力手段和计算机高新技术，运用

逻辑性和艺术表现力，准确、生动、丰富地表达主

题，并有所创新。该图集是一部完整而统一的科学

作品，必须具有统一的结构思想、地理基础、设计原

则和编制体系。

    县(市、区)文物分布图组是本图集五大组成部

分之一。它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制图单元，表示该制

图区域各文物单位的名称、年代、等级、类别、地理

分布等信息;并配置城区图、扩大图和名镇名村图

来详细表示;以插图形式表示制图区域的古城，反

映各县的历史文化;用位置图表示该制图区域在我

省的地理位置。

3 县(市、区)文物分布图组地理底图设计与

    编制

    地理底图是地图的数学和地理基础，是专题内

容的骨架。它对专题内容起着定向定位的作用，同

时也是与专题内容密切联系的不可缺少的地图内

容。县(市、区)文物分布图组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

制图区域，一般情况按一个县(市、区)为一个展开

页来编制地理底图(特殊情况除外)。由于各个制

图区域内需表示的专题内容— 即文物单位的数

量是不一样的，存在不平衡问题，所以在图幅安排

上可以机动，视专题内容的多少而定。文物单位多

的可一个县安排两个甚至多个展开页。

    根据图集表示的专题内容的需要，在底图内容

的选取、比例尺系列等方面也作了周密的考虑。确

定了统一的底图内容选取及密度、线划粗细、符号

大小、整饰规格，使底图保证统一协调性。地图比

例尺的确定是为专题服务的，该图组比例尺一般控

制在1，3万一1，35万之间。鼓浪屿区尽管区域

范围小，但文物点密集，共有74个，用1:9000的比

例尺、一个展开页表示。

    分析考虑以上因素和根据地区编排顺序的原

则，县(市、区)文物分布图组共由95 幅图组成，在

图集中所占比重较大，是图集的重要组成部分。

认真做好这个图组的前期、骨架工作— 地理底

图的设计、编制，为更好地表示后续专题内容打好

了基础。

    考虑到专题内容是图集主题，而地理底图是基

础、是骨架，应放在第二、三层面，所以除水系用蓝

色、部分道路用浅绿色外，地理底图的其它要素都

用黑色、灰色和深棕色。这样设计的地理底图层次

感丰富，既不喧宾夺主，也美观大方。

    由于底图用省地图集作为基本资料，对于底图

邻区范围不够的部分，分别用相应主区图幅在电脑

上缩放到相同比例尺，再利用经纬网线、等高线、水

系、道路等线状要素控制套合，拼接成满幅完整的

地理底图(按成图尺寸统一套框)。拼接后套好框

的编稿底图须作一备份，以备临时专题内容所用，

再进行现势资料补充和各要素的综合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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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题内容的设计与编制

    文物点是该图集的专题内容。如何详细、准

确、客观地表现制图区域各文物的名称、年代、等

级、类别、地理分布等信息，是图集的关键。

    县(市、区)文物分布图组是其它图组的基础

图，专题文物图组是在此图组的基础上分类表示

的，而且图集的各部分内容前后呼应，相辅相成。

因此，在“五定表”的基础上，正确运用现有的资料，

准确标绘文物点位、提高制作质量，是编好本图组

的关键。对文物的归类、定位不能只凭“五定表”，

还要从文物简介资料、地名录和文物工作者的实地

勘察、调绘来敲定。

    分布图制图表现手法不多，但充分应用计算机

技术，在图名配置、色带、衬边、符号及色彩设计上

下功夫，也能得到较好的艺术效果。地图设计在保

证内容准确的前提下，力求做到清晰、新颖、典雅、

凝重。

    色彩在视觉图形传输中，不仅能增加地图的信

息载负量，而且能提高地图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图

组的色彩设计除了遵循常用的规律外，更加注重把

色彩作为重要表现手段，紧紧围绕地图内容来选择

主色调、增强色彩对比度，运用色彩对视觉的冲击

力，使色彩设计不仅贴切地反映地图内容，更能增

加图形的清晰度。该图组采用分地区设面积底色，

即同一个地区的县文物分布图设相同的底色。同

时以清淡素雅的浅基调为底图衬底，衬托、突出文

物单位，使专题内容鲜明地凸显在第一平面上。

    根据图集编辑大纲要求，图集收录的文物分七

大类，我省文物工作者结合福建省区域文物的特

点，又细分为29 种小类，通过精心设计，用 29 种不

同符号区别表示。在文物年代上，从旧石器时代到

近、现代分七个阶段，用深暗的紫色到明亮鲜艳的

洋红七种色彩表示。用文物点的符号大小表示文

物保护单位等级，即国家级、省级、市县级和未定级

四种。

    总之，在符号及色彩设计时注意考虑了色彩对

比区别，显目易读。图组共表示了不可移动的文物

10310多条(未含子目)，一个文物点一般只在图上

出现一次，即不在城区图、扩大图或主图上同时表

示，以免造成误解或给制作索引造成麻烦。

    图组中名镇名村，收集了我省第一批国家级历

史文化名镇名村n个(1999年评选的)，在相应县

图内以插图形式表示，详细、突出地反映了名镇名

村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古城区图，则利用数

码相机和Photosh叩 软件把旧县志中“县城图”详

细、准确地表示出来，在色彩、符号设计上，统一用

棕色系来体现历史地图古色古香的特点。

    图集为了方便读者的使用、理解，针对县(市、

区)文物分布图组的每幅图编制了相应文物单位简

介和索引。

5 结束语

    此次县(市、区)文物分布图组的设计与编制思

想充分运用了GIS技术、数据库技术和数字印前技

术的最新成果，它们在图组的编制过程中，得到了

实践的检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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