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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
项 目 申 报 表

项目名称:中国古地图中地物符号的演变探究

学校名称 长沙理工大学

学生姓名 学 号 专 业 性 别 入 学 年 份

王蓝星 201528010207 测绘工程 女 2015

颜晓航 201528010221 测绘工程 男 2015

吴立亭 201528010208 测绘工程 女 2015

唐文娟 201528010205 测绘工程 女 2015

黄东鑫 201528010220 测绘工程 男 2015

指导教师 丁美青 职称 讲师

项目所属

一级学科
测绘科学与技术 项目科类(理科/文科) 理科

学生曾经参与科研的情况

我们小组的成员都是我校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测绘工程专业大二学生，此前我

们参加过全国、全校数学建模比赛、英语演讲比赛等，但是没有参加过科研项目，

这项创新实验项目是我们团队首次承担和参与的科研项目。

指导教师承担科研课题情况

1.湖南省教育厅科研课题，土地整理区土壤有机质遥感定量反演研究、

2010/6-2012/12；

2.长沙理工大学公路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基于遥感的公路

环境下土地覆被动态监测研究、2012/01-2013/12；

3.湖南省科技厅重点研发科技计划项目，基于多光谱技术的农田典型重金属

含量遥感预测模型研究、2015/1-2016/12；

4.长沙理工大学教研教改项目，测绘专业《地图学》课程考试改革，

2012/09-2014/12；

5.长沙理工大学教研教改项目，独立学院土建类专业测量实践能力的培养改

革与实践，2013/06-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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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研究和实验的目的、内容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研究和实验的目的：

地图是根据一定的数学法则，将地球（或其他星球）上的自然和社会现象，通

过制图综合所形成的信息，运用符号系统缩绘到平面上的图形，以传递它们的数

量和质量，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布和发展变化。

在古代人们把山川、道路、树木如实地画进地图里，是外出狩猎和出门劳作或

旅行的指南。《管子·七法》里说：“故兵也者，审於地图，谋十官。”《雁门关》

诗：“秦月秋鸣镝，并人夜控弦。地图经百战，山势锁三边。”《周礼·地官·土训》：

“掌道地图，以诏地事。”唐杨衡《送人流雷州》诗：“地图经大庾，水驿过长沙。”

更有：“地图，谓敌国险易之形，军之部置。地图之学，我国自古重之。这足以看

出地图在生产、生活中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被广泛应用在资源的勘测、规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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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古地图一般存世不多，且记载零零散散、五花八门，要怎么样才能找到尽

可能多的研究资料？

2、古地图中地物符号的演变到底如何？有着怎样的演变规律?

3、人类生产生活是怎样改变地图中地物符号的演变进程？

4、地图中地物符号的演变又是怎么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

5、在如今的信息化时代，地图中地物符号又有怎样的发展？未来又会怎样？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

当今国内对于中国古地图的研究处在蓬勃发展时期，但其中对古地图中的地

物符号演变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在已有的研究资料中可以发现，对地物符号的

演变缺乏系统的研究，只是有大量零碎的提及。近年来相关科研人员已经在对中

国古地图的探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关于地物符号都有许多提及，这些都可

以从国内相关报道中得知，例如郭庆胜对古地图符号的研究涉及了原始期，远古

期，中古期，近古期，并且每个时期都做了尽可能详细的研究；姜章道则对中国

古代地图的画法做了深入地探讨，突出成就体现在“计里画方”的制图方法上，

“计里画方”是古代制图最常用的方法，这也是我国古代地物符号演变的高峰和

特点，它是我国古代地图最初涉及比例尺概念的制图方法，是比例尺出现的萌芽。

韩朝阳对明清时期地图地物的视觉表达方法进行分析，这个时期，地图地物符号

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地物符号已经形成了系统，一些常用的地物符号已经形成规

定，从现代地图中还能找到当时的缩影；高顺祥发表的“中国古代地图中河流图

例应用中”从多方面阐述了河流这一地物符号的演变；除了以上叙述的几例研究

成果，对单个地物符号的研究还有很多，但总体来说缺乏将他们联系起来系统研

究的项目，因此，在中国古地图地物符号演变的这一研究项目中，还有大片的未

知领域等待着研究者去开发，在这一项目上正需要着大量的科研力量的投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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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学生有关的研究积累和已取得的成绩

我组成员均是我校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测绘工程专业大二的学生。入学以来我

们一直认真学习各类课程，尤其对本学年开始的专业课程十分重视，在学习的过

程中，通过与老师们的交流，参加各类与专业相关的讲座，在专业课程的学习过

程中查找许多相关资料等途径逐渐了解了我们的专业，不再是刚来时似懂非懂的

状态。

在专业知识方面的积累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除了正在学习的《数字测图》、

《地图学》、《地球科学概论》等基础课程之外，在业余时间，我们去图书馆查

找借阅了相关书籍，并且在学术网站上找到并阅读了许多宝贵的研究资料。同时

我们积极地参与学校以及学院组织的关于本专业的专家讲座，来获得与我们专业

相关的前沿消息。在学习了许多理论知识之后，我们开始对学科的延伸方面产生

了兴趣。地图学这门课让我们看到了日常生活中简单地图的复杂背景，我们计划

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也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相信，通过我们大家的实践一

定可以对我们专业课程的内涵有新的体会。

这次学校为我们提供了这样宝贵的学习机会，我们非常希望可以抓住这次机

会，在老师的指导和大家共同的努力下，进一步提高我们的专业技能。

以前学习过的计算机和文献检索等课程也给我们的研究提供很大的便利，使

我们能够有方向有目标地去获取我们想要的资料，并用专业的手段加以分析、整

理、综合，使整个立项和学习过程更加数字化、现代化和专业化。我们由于共同

的兴趣和理想组建了这个团队，想利用我们的专业素养和学科基础认真完成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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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标和工作内容（分年度写）

（1）2017 年 5 月-2017 年 12 月，确定进行研究的主要途径，搜集基础的古地

图资料，同时学习相关的知识，丰富专业相关方面的素质，并及时与老师沟通交

流；

（2）2018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根据之前积累的知识和已获取的资料做更深

入细致的研究，探索中国古地图道路、河流、居民地等典型地物符号的演变规律，

在演变发展的主体脉络中挖掘出更深层次的发展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发现问题时

及时考证解决，根据小组成员能力侧重的不同，各司其职，继续进行计划中的内

容；

（3）2019 年 1 月-2019 年 5 月，把研究过程中所有获得的资料和成员总结出来

的部分相整合，得出研究成果，并总结研究过程中的收获和解决的主要问题，准

备完成立项课题。

指导教师意见

包含着丰富历史信息的古地图具有直观、承载信息量大的特点，是古代城市

形态研究中的重要资料，古地图中的地图符号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研究较少。

本组同学以中国古地图地物符号演变为主题，探索中国古地图演变的过程，组长

和组员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探索精神，具有很强的自学能力，相信他们能

圆满完成该创新实验。

签字： 日期：

注：本表栏空不够可另附纸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