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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大比例尺地形测图臀量的儿点樱麟

周 顺 麟

地表表面由于共桔构小同
,

和 自然侵仁帕 , 作用
,

形成了各种高低起伏 下规 的地形
, 这 忱是我卿在侧

量中所称的山顶
、

山脊
、

鞍部 二山谷
、

平原等等
。

共

次还有部份的丧面
,

因地壳的成因和自然侵触程度的

不同发展
,

形成了冲沟
、

雨裂
、

崩土等种种形态
。

在

地形测图时
,

必拍将这些各不相同的形态
,

正确地反

映在地图上
。

因此
,

在描糖地形时必角韶真研究地形

点的分布和地貌现图
。

兹将个人工作中的几点体介介

招如下
,

供大家参考指正
。

离
,

韭且山存义有一 定 的坡 趁
,

共高程是 不介 相同

的
。

如 澡将点 飞及 还成倾斜桂
,

均按比例分配等

高棒简跄
,

这样是不正确的
。

也就 是它 小是等齐的斜

面
,

分配起来就会产生一定的误差
。

因此
,

对地形点

的测定
,

不渝山 俘山谷
,

必披站立止确的位巡
,

小能

迁就敷衍
,

否则将影响等高枝的梢度
。

一
、

地形点的分布

地形点
,

是描箱地形形态的重要环节
,

也是决定

等高桃逆过点的主要依据
。

所以地形点的密度
,

是按

照比例尺的大小求分别进行侧定的
,

同时也根据实地

地形的繁简来分布的
。

譬如千分之一侧图 , 虽然在大

此例尺测量规范中规定当等高枝阴距为 公尺时
,

辣隔 公尺应有 一个地形点
,

但是在实 阮毛作中
,

仍须桔合具体的情况具体 分析运用
。

在地形 复 杂部

份
,

必须将地形 点的几服 精小
,

使达到征一地形变化

的起点与修点能以摊制
。

对于筒 单的地形
,

要冬缎大的

阴距最好不超过规定
,

以免影响等高楼的悄度
。

同时

对地形点分布
,

必须者虑沟谷的撇深
, 山脊的宽幅

,

尤
一

比注意立尺点的正确性
,

这样所描尔加勺地形
,

寸能

够洒具
,

等高枝的精度也能满足要求
。

现将 齐利情况

拭淞例分述如下

分 水 级 合 水 叹 必 须 测 红
‘

, 的 地 形 汽

从图 的八个地形点 们
、 、

飞
、 、 、 、

幻 来分

析
,

在形式上它是溉足 了密度的规定
。

可 】玉实 上椎未

发押征个地形 点的作用
。

臀 加 认 羊
,

二 个地形 以
, ’

臼虽

然不是十 分正确的摊制石分水褪
,

如 梁将 ’歹训丙汽

地 形 点 须 立在 正确 的 位 置

从图 中的地形点密度来看
,

它的阴距是合乎规

定的
。

如果对山脊的地形点进行分析
,

地形点 的位

置是偏于山脊的左侧边椽
,

往往就利用这个点与地形

点
、

速成主 干的地性拢
,

按比例分配等 高拢 的简

距
。

或者韶为点 位置偏了
,

以 目侧弥补这个缺点
。

这样单神的拿形态来祝
,

可能是近似的
,

但是应蔽考

虑到如果地形点的位置不正确
,

它会值接影响山脊的

扒蒋
,

同时若山脊的中心位置离地形点 有相当的距 令令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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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成倾刹枝
,

然后再尽其三个点的关系进行分配等高

枝简距
,

是不会发生大的改差
。

但是 及 两点的位

置
,

既不是分水钱义不是合水枝
,

仅根据
、 、 、 、

、

六个地形点
,

来描糖其合水筱形态
,

表面上看起

来好象合水枝的周围有点可以拉制
, 不会产生什么尚

题
,

但事实上只能韶为其形态近似
,

其等高楼的精度

是不能令人痛意的
。

因为沟谷没有一个地形
』

点按制
,

等高枝的简距是无从伙据的
。

千分之一侧图与小比例

尺侧图不同
,

它的等高距是一米
,

用 目 戈则或估舒小

易达到要求
,

尤其平蔽沟谷 或坡度 更难半另
。

同

时若是居高临下对地形形态观察
,

常常把陡的程为平

的
,

影响其形态的通冥
。

所以照图 中沟谷的形态来

进行地形点的分币
,

最后 利用 标高
、 、

再 加 上

韶号的点卞比顿恰 当
,

这样所描糖的等高枝也

易于达到要求
。

水枝与沟谷的交点
,

在图上是难以钊定的
。

如果韶为这

个点就是谷会点
,

别无他点林制
,

就用这个点采用 邑

侧来描糟沟谷形状
,

那么就小能正确地表现沟谷的形

状
。

沟谷的撇深办必布成适当的地形点
,

否则单想边

椽的点描糖等高楼
,

假如 恰好 边林有个 别的 点不正

确
,

那久就更难保征等高枝的精度
。

由此司见
,

在测

定沟谷的地形点时
,

必须以林制沟谷的边释
二

谷会
、

分

水枝 与沟谷的交点
、

沟谷的默深为原则
。

尔 图 中再

加上 又 ‘

言己
一

号的六个点来分布
, 一

缕所描新的地形对

等高桃的精度和形态
,

寸是比较恰当的
。

测 山 夯 宽 度 必 须 两 侧 立 古

从图 的形态看
,

地形点分布的简跟是将合规定

的
,

对 一般形态是满足了描 糟的要求
。

但 是在 标高

山 顶 的 形 状 必 佰 用 地 形 点 拉 制

从图 的形态来看
,

它是平援的丘陵地带
,

山顶

也是比杖平坦的
。

对地形点的分布
,

必须能将上层等

高楼及鞍部加以林制宇算正确
,

否则就会值接影响等

高枝的精度
。

而图 中所示山硕仅有 的地形点
,

其余的地形点都是分

布于山腰 或 山 麓 部

份
,

根据这些地形
』

点

来进行描桔等高楼
,

共 米的等高筱
,

就

不一定正确地达到附

图自勺形态
。

同时其相

互关系的等高爷遥脚全

受到影响
。

所以在山

顶平坦时
,

对地形点

的分布
,

必须在四周

边林侧定 是 正 确

的
。

图

的部份
,

突然

变为 特 殊明 显的 山

脊
。

根据地形点分布

的原则
,

必须按制起

伏变化的赶点 与格点

及其宽度
,

这样描扮

起来 才 能使 形态 毕

肯
。

就图 上的地形

点来分析
, 山脊的宽

度仅摊制 户一边
,

这样往往会将尖鱿的画咸
「

圆滑的

圆滑的画成尖锐的
。

如果 在 标 高 议 的左侧加测

一个地形 点
,

则既可以正确地显 示共形态
,

又 可满足

等高楼的要求
。

门户州引
图

沟 谷 地 形 点 的 分布

从图 沟谷的形状来看
,

地形 点的分泊 仅摊制着

沟谷的边椽
,

员然有密集的地形点
,

但是不能发挥它

每个地形点的作用
。

就沟谷的总貌根据地形点认
、 弓、

、 、

六点来貌
,

可以肯定是有尚题的
。

以 点为例
,

它上侧向有一个支谷
,

这个点是否就是谷会抑或是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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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 部 地 形 点 的 分布 飞 沟 谷 的 脚 示

鞍部的类型很多
,

主要的分为狭小 与宽汀黝 种
。

图 所示的是狭小形态
,

仅有一个 似 的地形点
,

就

决定
一

鞍部部分的等高楼通过点
,

如再在对称的山脊

与沟谷
,

用适当的地形点拉制
,

就能正确的反映其形

态
。

宽栩的鞍部对地形 点的分布
,

就 与狭小的鞍部小

相同
,

如 共仍然以一个地形点摊制其形 杏
,

是不 易勉

冥的
,

同时会影响周围

等高桃的正确性
。

所以

需要增加几个地形点
,

以避免将宽润的鞍部画

成尖鱿的鞍部
。

如按图

所示来挽明宽润的鞍

部及周围地形点的分布

情况是正确的
。

沟谷由于地表的土终秋硬 胜笠小 己
,

和
’

川踌枯构

关系
,

耗过水力的冲刷
,

逐濒形成‘叭 川形态
。

在招棺

地形时
,

有水流的冲沟
,

确 映
“

尔闷卡却勺走 司比蛟

容易
。

但是一般的沟谷
,

书」断比恢 刊书
,

如 ’冬
一

在描棺门」

能将地形点和形态加以系祝注意
,

则所 川吹的形 态能

够令人渝意
。

惟在实际工作中
,

在地形油 ’
、 ’

少化平稳

的情况下
,

会常常发生忽略现象
。

纵洲 钧 ,

弱

米等高苯如勺走向
,

是 小正常的
,

二
、

地貌现图

图

地形点的分布
,

是

描棺地形形态的重要环

节
,

也是决定等高精的主要依据
。

但是由于地形点周

有一定的背距
,

如果单想地形点的位置及高程就进行

一

红所反映冲沟自勺等高

牟芝是冲
,、 乞汗

,

’
一

也

夫 叮 丈七牛丁殊大现
,

显然是小 余不 ,
。

因

此
,

必怕韶微到沟谷

积‘过雨水 工千,万川后是逐

次低斗的
, 卫力过沟 补

的等高楼 多址冲向 几

游
一 尹

回
,

一

七才干
一

的形状也是协 如勺
。

邸韵
一

勺等高辛等
,

如 浪

硫示苍所 小 , 七一胶从

劫
。

,

雄缝
下

袄斋
图

描箱
,

往往会产生 各

种不台理的现象
。

同

时地形点 又 是 密 布

的
,

如不加注意极易

混乱
。

因此
,

最好是

采用实步也对
一

照描系曹的

方法进 行作业
,

以求

对地貌的显示更加履

沉
。

图

等 离 爪乏的 走

地形由于自然侵触
,

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类型和特

征
,

其形态多有
,

一定的规律
。

在每一变换阶段都是逐

洒发展的
,

只有岩层桔构的表面及变形地
,

才有突变

的表现
。

因此
, 一 般自赞也形对于等高楼的显 示

,

如果

符合自然变化规律
,

其所反映等高枝走向是均匀的
,

也有一定的规律
。

伍是在实际工作中
,

常常在原图上

可以发现等高钱零乱的情况
,

同时地形特证与类型及

水系起源
,

冲沟洽岸变化
,

也没有加以体会
,

仅单袖

依靠地形点决定形态
,

致产生各种不同的改差
。

现举

实例分述如下

图

以 己脚川一般地形的等

高枝走向是有 即 比的
,

从图

可以很明 显的石日
。

了足

地 么的 午化
, ,

的是 自然

形成的
,

有的 程人 创衫成的
。

在自然形成 方 一
’

有雨裂
、

为均

土等变形地
, ’

州涂在龙化部

份等商尔苍的街 扭 略了」
‘

郊 界

外
,

在 龙形地 勺部 内形 态所

反映的等高枝
,

走向还是有

致 卿的
。 日人 形 成 的 之

化
,

人 在 力芝 「伴 沙 也
,

少

者防 卜雨水冲万洲介冬筑土坎
,

和矿山开采等等
,

它的等高枝走向是小规则的
。

从图

的形态来看
,

料 米 与 米的等高枝走向是小相同

的
,

这是因为在标高 附 近有一条士坎
,

士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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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
,

所以影响
一

了等高钱

的走向
,

形成了不规则的

状态
。

七次 在描 棺 地 形

中
,

常常还出现两种不同

的形式
。

一种是在坡上忽

然产生平 坦的 形 态 如

图
,

这种形态有的是

从人工形成以后
,

樱过长

期没有耕种农作物成 了荒

地
,

若不仔釉观察则不易

刹别
。

这种非天然形态
,

从图拐山脊形态来看
,

它的等高拨走向是小正常

的
, 而且凹凸亦不相称

,

灵示零乱
。

虽然千分之一测

图地貌的显示以碎貌为主
,

但亦小会发生上面的等高

摊表现凸出形态 下面的 等高枝表现凹进的状态
。

例

如类似 地形点简所画的形态都是不合理的
。

现

在按地形实况重新按比例分配其等高枝通过点
,

进行

描糟 如图
,

融明等高半婆的走向仍然 是有 规 期

的
。

道 路 横 断 沟 谷 或 与 坡 时
,
对 等 高线 的 硕 示

图
道路分小路

、

乡村路 大草路
、

公路
、

默路

等
。

由于修筑方式各不相同
,

通常小路和 乡村路
,

是

少

图 图

一

传等高楼的走向
,

将表现着小规则状

态
。

另一种是天然

的形态
,

由于显示

地形时没有 很好的

观察地形
,

对地形

形态 没 有 进 行分

析
,

产生了等高拢

小规则的状态
。

图

讼中实拢所示的等

广石楼
,

即 呈现出这

种现家
,

如果对地

形点和地形形态加

以粽合考虑
,

桔果

就会 画成虚筱所示

的状态
,

这 徉的等

高楼 走 向 是 正常

的
。

匕 习
图

跟着地形自然 起伏伏

态而变化的
。

大 率路

是在平坦地区随 着冲

沟 与乡村道混合 粗成

的
,

它对地 形改变是

很微小的
,

在 地貌显

示方面影响很 微
。

但

是公路 和铁路
,

由于

宽度与坡度 所限
,

在

挖土与琪土中切断了

沟谷山坡形态
,

有的

形成深沟
,

有的形成土魄状态的斜坡
,

改变了天然形

态
。

若形成的形态是深沟
,

须在边橡侧定地形点 如

图 中之 阴
,

矛能易于显示形态
。

假如沟谷蛟

平坦
,

道路横断沟谷时形成凸状
,

这时描愉地形应考

虑其固有的地形 是 没 有 多 大 改 变 的
。

从 图 拓 中

义 及 邓 附近 地形 来看
,

一 是 平 坦 的 沟谷
,

另一是低华 的护谷
,

共所 画的 等高 枝都 是 务 自回

归
,

道路 西侧形成 六个小相速的形态
,

这 是 小 正确

的
。

因为对地形别断小够清楚
,

忽略了原始形态
。

因

此
,

必须将两处的等高麟 肠 及 邪 米 座接起来矛

是正确的
。

如图 中打 欠 一段曲枝应去掉
,

应

与道路另侧同高的曲楼相速
,

如虚拢所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