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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介绍了 Ｍａｐｇｉｓ在松潘—阿坝东缘野外地质综合调查中的应用。包括在野外工作 Ｍａｐｇｉｓ结合

手持ＧＰＳ数据点直接成图，室内作综合地质图的基本方法和操作步骤，重点阐述了图层划分和属性编辑。

关键词：Ｍａｐｇｉｓ；地质制图；属性编辑

　　Ｍａｐｇｉｓ软件为地质制图提供了现代化的技术

手段。它提高了地质制图过程的自动化，形成现代

化数字制图流程；可实现地质图形数字化，建立图形

和属性数据相结合的数据库，实现地图数据分层管

理。可灵活对地图信息进行查询、编辑、统计和分

析。借助 Ｍａｐｇｉｓ软件，缩短了地质制图的修编周

期，提高了地质图件的应用价值（李妩巍，２００５）。

在松潘—阿坝地块东缘综合地质调查的目的之

一是在已有图件的基础上，通过现场考察，修改图中

与实地不一致的地方，Ｍａｐｇｉｓ贯穿着从野外工作到

室内工作的整个流程，充分体现了它强大的功能和

在地质应用中的良好前景。

１　 室内工作

室内工作是野外工作的铺垫，首先开始的室内

工作主要是影像校正和地图矢量化工作。

１．１　地图影像校正

本次野外考察涉及的地质图比例尺为１∶２０

万，共７幅，分幅图拼接如图１所示。

影像校正的目的是赋予这几幅图真实的坐标，

使其出现在实际的坐标位置上，这样矢量化的时候

就可以将７幅图拼接成一幅完整的区域地质图。

影像校正的步骤为：

（１）图像转换：因为直接扫描的图件一般是

ＪＰＥＧ或ＴＩＦＦ格式，用 Ｍａｐｇｉｓ不能直接打开进行

编辑，所以首先用图像处理模块中的镶嵌配准功能

将电子图件转换为 Ｍａｐｇｉｓ系统默认的 ＭＳＩ格式，

再进行处理。

图１　地质分幅图拼接

Ｆｉｇ．１　Ｐａｓｔｅｕｐｏｆｆｒａｍ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ｍａｐ

（２）控制点编辑：控制点编辑是图像校正中最

重要的一环，直接影响到校正后的精度，因此需要仔

细选取控制点。本次用的地质图都有大地坐标网，

所以选取大地坐标网的交点为控制点，选点时注意

让点均匀布满整个图面。本次校正采用一阶多项式



几何校正，因此每幅图采集了９个控制点，最后校正

残差在允许范围内。

（３）影像校正：对校正图像按校正控制点信息

进行几何校正并重采样，生成一个新 ＭＳＩ图像，即

为校正后的图像。新图像在系统中具有与实地大地

坐标一致的坐标，在系统中就会自动按其真实空间

位置出现，可以直接进行矢量化工作。

图２　地质点属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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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矢量化

由于地质图中线划要素复杂，线条间相互交割，

若选用全自动矢量化，将给线编辑、线剪断、结点平

差等带来巨大工作量，也将为拓扑造区造成困难。

因此笔者选择了交互式矢量化。矢量化是本次工作

中工作量最大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图层划

分和拓扑建区。

１．２．１　图层划分

矢量化之前必须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对地质要

素进行分层组织，使得每一层上的信息尽可能单一，

划分细致有利于图形编辑和检索处理，避免要素间

相互干扰，也有利于不同用户从数据库中调用数据，

生成满足不同专题地图要求的基础数据（郑贵洲等，

２００２）。首先认真读图，对整个图形主要结构有一个

了解，然后根据一定的目的和分类指标对底图上专

题要素进行分类，按类设层，每类作为一个图层，对

每一个图层赋予一个图层名。本次工作综合考虑了

图上地质要素的类别后，对文件进行分层（表１）。

对地图进行分层，有助于图形编辑，当对地图编

辑时可以调入相应的图层，关闭某些无关图层，这样

进入工作区的图形数据就可大大减少，从而

清楚地显示所需要部分，避免了无关图形干

扰编辑者视线。如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拓扑

造区，在拓扑造区中的一项工作就是自动剪

断线，如果把所有的线要素都存在一个图层

中，就会把所有的线包括断层线、坐标网格

全部在交点处剪断。这样一是不利于以后

进一步编辑断层线和坐标网格，二会因为许

多无用的干扰线存在使拓扑造区出现很多

麻烦甚至使造区失败。分成不同的图层后

问题就变简单了，编辑地质界线时通过改层

开关，打开地质界线，关闭其他无关线图层，

将地质界线图层调入工作区，就可避免其他

线干扰，同样编辑断层线时只要将断层线图

层调入工作区，就可避免地质界线等干扰。

１．２．２　拓扑建区

地质图矢量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拓

扑建区，建区成功才能对区域填充适当的颜色，代表

特定的地层或岩体。拓扑建区的工作是在线状地质

界线的基础上实现的，线状地质界线的精确度是区

域能否准确表达的关键。

表１　地质图图层划分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犻狏犻犱犻狀犵狅犳犾犪狔犲狉狅犳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犿犪狆

文件 内容 图层名 图层号

点
文
件

线
文
件

线
文
件

地层符号、岩体符号、岩脉符号 地质符号 １

产状符号 产状 ２

构造符号 构造 ３

图例各类注记 图例注记 ４

大地坐标数据 大地坐标 ５

地名 地名 ６

地层界线 地层线 １

断层线 断层线 ２

岩体标志线 岩体标志线 ３

图例控制线 图例控制 ４

公路 公路 ５

图廓、坐标网格线 坐标网格 ６

沉积岩 沉积岩 １

变质岩 变质岩 ２

岩浆岩 岩浆岩 ３

为了避免干扰，只把地层界线调入工作区，而把

其他的线状图层关闭。建立拓扑的基本流程是：消

除微短线—→清重坐标及自相交—→检查重叠弧

线—→自动剪断线—→自动结点平差—→线转弧

段—→拓扑错误检查—→拓扑重建。建区成功后就

可以根据与特定地质体相应的颜色对区域进行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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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最后对图幅接头处进行修饰，这样７幅图就形

成了一幅完整的电子地质图。

２　野外工作

在野外 Ｍａｐｇｉｓ主要与手持ＧＰＳ相结合进行工

作，在地质观测点用ＧＰＳ采集完坐标后，即可通过

坐标转换软件将坐标转换成系统默认的坐标。用系

统的“点定位”功能在现场就可将实地观测点投到地

质图上，这样就可以将图上前人的成果和现场观测

的相比较，从而得出正确结论。

图３　常规方法处理线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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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外对地质观测点的属性编辑也

非常重要。一个观测点包括许多内容，如

岩性、产状等。这时就可以通过对点属性

进行编辑，将大量的信息输入到属性数据

库中去，便于下一步查找、研究。这就体

现了 Ｍａｐｇｉｓ的最大优越性：空间数据和

属性数据的统一存贮和管理，从而为地质

信息的管理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属性编

辑采用系统提供的属性管理子系统来完

成，本例针对观测点所采集的信息对地质

点进行属性编辑，如图２所示。

３　室内修改整理

主要是对图中与实地不符的区域进行修改，对

有问题的地层通过现场观察、室内分析等手段确定

其真实的名称、时代等要素，然后确定区域边界，在

地质图上进行修改。

４　图形输出

图形输出通过 Ｍａｐｇｉｓ输出系统来完成，它是

Ｍａｐｇｉｓ系统的主要输出手段，读取 Ｍａｐｇｉｓ的各种

输出数据，进行版面编辑处理、排版，进行图形的整

饰最终形成各种格式的图形文件，并驱动各种输出

设备，完成 Ｍａｐｇｉｓ的输出工作。用户可根据需要

分别采用 ｗｉｎｄｏｗｓ输出光栅输出或ＰＯＳＴＳＣＲＰＴ

输出，一般情况下，多采用光栅输出，它可输出高质

量的图件（陈练武，２００２）。

５　造区技巧

拓扑建区中拓扑错误检查后会出现一些错误，

主要是区域不封闭，出现悬挂弧段或弧段相交，改错

方法主要有弧段节点平差、弧段上移点、删除弧段

等。这些错误需要一一修改，造成很多麻烦，严重影

响工作速度，弄不好还会前功尽弃。笔者通过大量

实践，摸索出一种方法，供大家参考。

这种方法与常规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处理地质

界线的交点问题上。笔者画线的时候采取从宏观到

局部的方法，先画图幅边界的四条直线框出整个图

件框架，再逐块画出内部地层边界线。本方法不使

用Ｆ１２键的“捕捉”或“靠近＋加点”功能，而是故意

使线全部延长相交，如图３、４所示。

因为线接头都是延长相交情况，所以用本方法

建立的拓扑关系肯定会出现大量错误，但这些错误

都属于同一类错误，即存在“悬挂弧段”，而不会出现

区域不封闭的情况。改错时只要用鼠标右键点击错

误，选择“删除所有悬挂弧段”就会所有错误一次改

完，拓扑重建成功。再从弧段中提取线，代替最初的

线文件，这样也处理了存在线接头的问题。经过实

践，这种方法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图４　新方法处理线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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