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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产 ＭａｐＧＩＳ 软件是国内应用范围较广的地理信息系统之一，不仅绘图功能强大，而且向用户提供了二次开

发库。 笔者简要介绍了物探图件表现形式和图例制作要求；针对航空物探项目中的图件绘制特点，利用 ＭａｐＧＩＳ 组

件，以 Ｃ＃语言为平台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可快速实现大批量图件裁剪、图例制作以及图面配置等工作，有效地减

少了人为误差的引入，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文中对程序设计中的关键点和涉及 ＭａｐＧＩＳ 组件开发的主要代码

进行了较详尽地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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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地质制图是地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展

多学科、多途径的地质科研、生产工作中，自始至终

都应用地质图表现研究成果［１］；同时，地质制图也

是一项繁琐而又细致的工作。 在图件设计、绘制过

程中，也常因人为误操作出现遗漏或错误，导致后期

修改工作量成倍增加。 解决此类问题的唯一方法就

是实现计算机自动化，避免误操作的引入。
航空物探项目作业面积大，需提交的图件种类、

数量繁多。 除全区图件外，还需提交分幅图件及各

种专题图件［２］，图件裁剪、图例制作是制图工作中

必不可少的工作环节。 国产 ＭａｐＧＩＳ 软件是目前国

内应用范围最广的软件之一，不仅绘图功能强大，而
且向用户提供了二次开发库［１］。 但是 ＭａｐＧＩＳ 软件

中提供“图形裁剪”的模块，功能单一，无法拾取地

图符号要素；图例绘制同样较为繁琐，尤其是面对数

量巨大的图件，工作量可想而知。 因此，只有利用

ＭａｐＧＩＳ 软件的二次开发，实现图件批量绘制，才能

较好地解决此类问题。 笔者针对航测项目的制图特

点与工作流程， 基于 ＭａｐＧＩＳ 软件所提供的组

件［３－４］，使用 Ｃ＃语言编写了相应程序，可自动实现

图件批量裁剪、图例绘制及图面配置、地图修饰等工

作；同时在每个环节均有运行检查记录生成，及时发

现错误，随时修改，保证快速、准确地绘制图件。

１　 地图类别与自动化制图

１．１　 地图类别

航空物探项目中主要涉及的图件有地势图、地
质图、地球物理图、成果解释图等，基本表现手法主

要有定点符号法、线状符号法、范围法、质底法、等值

线法、剖面法等［５］。 地质图是表示地壳表层的地质

组成和构造特征的地图；地球物理图是显示某种地

球物理现象的地图［５－６］；成果解释图是在某个主题

要求下，表示一个或多个各自独立地质要素或物理

现象的地图。 一般情况下，物探图中的底图除地理

要素外，还配有地质、矿产等要素。 显然，对于内容

复杂、表现手法多样的地图，图例设计与制作的工作

量也将相应增加。 笔者基于“黑龙江小兴安岭成矿

带 １ ∶５万航空物探调查”项目［７］，以内容较复杂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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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岩性构造图为例，详述图件裁剪和图例生成的制

作过程。
１．２　 自动化制图

程序主要包括图件批量裁剪与地图符号提取、
信息比对、图例预生成、图例检查与图例生成、图面

配置等部分。
１）图件裁剪与地图符号提取在同一模块中实

现。 图件裁剪就是一次加载多个裁剪框，对图件进

行逐一裁剪；地图符号提取就是提取裁剪结果图件

中出现的地图符号、标志，并记录裁剪框的位置信

息。 图例符号提取是按逻辑顺序逐一提取图例文件

中的所有符号、标志及其释义，并将其分类、存储。
２）将源图例信息和裁剪结果图件中出现的符

号进行比对、筛选，生成初始图例（ＭａｐＧＩＳ 格式）和
运行记录表（文本格式）；然后，参照上述两个文件，
针对性的修改原始图件或图例文件。

３）重复执行图形裁剪、信息比对等步骤，再次

生成图例；检查无误后，依图式要求，生成最终图例。

２　 图形裁剪与地图符号提取

按符号所表示制图对象的空间分布状态分类，
地图符号可分为点状符号、线状符号和面状符

号［５－７］。 程序中，地图符号提取就是针对上述分类

在 ＭａｐＧＩＳ 文件中的点、线和区文件中，利用图元参

数差异进行识别、提取。 此处包括图件符号提取和

图例符号提取两部分，工作流程见图 １。
２．１　 图件地图符号提取

图件地图符号提取是指利用裁剪框进行图形批

量裁剪，同时记录、整理图件中的所有内容要素

（点、线、区参数）、裁剪框位置（范围、裁剪框角度）
和结果文件列表等。

ＭａｐＧＩＳ 的二次开发环境、组件注册与引用等技

术，国内诸多文献已有详尽介绍［８－９］，限于篇幅，不
再赘述。

１）文件压缩与存盘： ＭａｐＧＩＳ 文件裁剪后，结果

文件内容变少， 但文件占用的物理空间和图元逻辑

空间依然不变，所以必须进行文件压缩存盘，“净
化”文件。 以线文件为例，代码如下：

图 １　 图形和图例裁剪流程

ｉｆ （ｐＬｉｎＡｒｅａ．Ｃｏｍｐａｃｔ ＝ ＝ ｆａｌｓｅ）
｛
ｐＬｉｎＡｒｅａ．Ｃｏｍｐａｃｔ ＝ ｔｒｕｅ；
ｐＬｉｎＡｒｅａ．Ｓａｖｅ（ ｉｎＬｉｎｅＦｉｌｅ）；

｝

２）图形裁剪：ＭａｐＧＩＳ 软件中的图形裁剪包括两

种：制图裁剪和拓扑裁剪［３，１０］。 使用拓扑裁剪，可保

留图元属性。 以区文件为例，代码如下：
ｐＣｌｉｐ．ＣｌｉｐＲｅｇ（ＣｌｉｐＬｉｎＡｒｅａ， ｓＲｅｇＡｒｅａ， ｄＲｅｇＡｒｅａ， ｍＲａｄ， Ｅｎｕｍ＿

Ｃｌｉｐ＿Ｔｙｐｅ．ｇｉｓＯＶＬＹ＿ＩＮＣＬＩＰ）； ／ ／ 拓扑裁剪

ｐＣｌｉｐ． ＣｌｉｐＲｅｇＧｒａｐｈ （ ＣｌｉｐＬｉｎＡｒｅａ， ｓＲｅｇＡｒｅａ， ｄＲｅｇＡｒｅａ， ｍＲａｄ，
Ｅｎｕｍ＿Ｃｌｉｐ＿Ｔｙｐｅ．ｇｉｓＯＶＬＹ＿ＩＮＣＬＩＰ）； ／ ／ 制图裁剪

３）符号提取：符号提取就是遍历 ＭａｐＧＩＳ 文件

中的所有图元，逐一拾取点、线、区文件中图元参数，
依照各自参数差异确定图中内容要素（表 １）。 最后

筛选删除重复项，将点、线、区信息分类标示、合并。
　 　 以区文件为例，符号提取的主要代码如下：

ｆｏｒ （ ｉｎｔ ｉｎｔＫ ＝ １； ｉｎｔＫ ＜ ｐＤｅｓＲｅｇＡｒｅａ．ｃｏｕｎｔ； ｉｎｔＫ＋＋）
｛
ｐＤｅｓＲｅｇＡｒｅａ．ＧｅｔＩｎｆｏ（ ｉｎｔＫ， ｏｕｔ ＲｅｇＩｎｆｏ）； ／ ／ 获取区参数

ｍｙＣｏｌｏｒ ＝ ＲｅｇＩｎｆｏ．ｃｌｒ； ／ ／ 区颜色

　 　 ｍｙＰａｔｔｅｒｎ ＝ ＲｅｇＩｎｆｏ．ｐａｔｎｏ； ／ ／ 填充图案

……
ｏｕｔＩｎｆｏ ＝ ｍｙＣｏｌｏｒ ＋ ＂ －＂ ＋ ｍｙＰａｔｔｅｒｎ ＋ ＂ －＂ ＋ ＰａｔｔｅｒｎＨｅｉｇｈｔ ＋ ＂

－＂ ＋ ＰａｔｔｅｒｎＷｉｄｔｈ ＋ ＂ －＂ ＋ ＰａｔｔｅｒｎＣｏｌｏｒ；
ＣｏｌｏｒＡｒｒａｙ．Ａｄｄ（ｏｕｔＩｎｆｏ）；

｝

表 １　 图件中的符号要素示例

文件类型 提取内容 ＭａｐＧＩＳ 参数 获取格式

点文件 子图 颜色、大小、子图号、角度 ｓ　 ６⁃５⁃２３７⁃５⁃０⁃０
线文件 线实体 颜色、线型、ｘ、ｙ 系数、线宽、辅助线型 ａ　 ６⁃１⁃２．５⁃５⁃５⁃１
区文件 面实体 区颜色、图案号、图案尺寸、填充颜色 ０　 １６５５⁃２２⁃８⁃８⁃１⁃０

·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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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图件位置：图图面配置是指合理、恰当地安

排地图平面构成的各项内容位置和大小。 为此，需
要获取地图位置，即坐标信息。 位置信息包括两方

面：①裁剪框在 ＭａｐＧＩＳ 软件中的范围；②图件（裁
剪框）水平夹角。

航测图件绘制一般采用大地坐标系和平面直角

坐标系，所以裁剪框也分为两种：①水平矩形框，可
利用 ＭａｐＧＩＳ 软件提供的 ＧｅｔＲｅｃｔ 方法直接提取坐

标值，水平夹角为０；②国家标准图幅，一般情况下，

图 ２　 裁剪框位置示意

图框呈扇形，受中央经线设置的影响，在 ＭａｐＧＩＳ 中

的位置并不处于水平状态，水平夹角（α）大小各异

（图 ２）。 由于 ＭａｐＧＩＳ 软件提供的方法只能获取裁

剪框范围（图 ２ 中虚线），此时需通过遍历线节点坐

标集合，计算出所有节点 ｘ、ｙ 坐标值和，极大值为裁

剪框右上角点的实际坐标值，极小值为裁剪框左下

角点。 然后，转换为经纬度坐标，推算出另外两个角

点坐标值，从而得到图框的水平夹角，为下一步图饰

整理提供依据。 获取裁剪框范围坐标和节点坐标集

合的代码如下：
Ｄ＿Ｒｅｃｔ ｍｙＲａｎｇｅ ＝ ｎｅｗ Ｄ＿Ｒｅｃｔ（）；
ＬｉｎＡｒｅａ．ＧｅｔＲｅｃｔ（１， ｏｕｔ ｍｙＲａｎｇｅ）； ／ ／ 获取范围坐标

Ｄ＿ＤｏｔＳｅｔ ｍｙＸＹ ＝ ｎｅｗ Ｄ＿ＤｏｔＳｅｔ（）； ／ ／ 线节点坐标集合

ｍｙＬｉｎＡｒｅａ．Ｇｅｔ（１， ｏｕｔ ｍｙＸＹ， ｏｕｔ ＬｉｎＩｎｆｏ２３， ｏｕｔ ｄｉｍＡ）； ／ ／ 获取

线信息

ｉｎｔ ｄｏｔＣｏｕｎｔ ＝ ｍｙＸＹ．ｃｏｕｎｔ；
ＤａｔａＸＹ［］ ＰｏｓＸＹＩｎｆｏ２３＝ ｎｅｗ ＤａｔａＸＹ［ｄｏｔ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 ｉｎｔ ｉｎｔＩ ＝ ０； ｉｎｔＩ ＜ ｍｙＸＹ．ｃｏｕｎｔ； ｉｎｔＩ＋＋） ／ ／ Ｄ＿ＤｏｔＳｅｔ 格式转

换

｛
ＰｏｓＸＹＩｎｆｏ２３［ ｉｎｔＩ］ ． ｘ ＝ Ｃｏｎｖｅｒｔ． ＴｏＤｏｕｂｌｅ（ｍｙＸＹ［ ｉｎｔＩ］ ． ｘ． ＴｏＳ⁃

ｔｒｉｎｇ（＂ ０．０００＂ ））；
ＰｏｓＸＹＩｎｆｏ２３［ ｉｎｔＩ］ ． ｙ ＝ Ｃｏｎｖｅｒｔ． ＴｏＤｏｕｂｌｅ（ｍｙＸＹ［ ｉｎｔＩ］ ． ｙ． ＴｏＳ⁃

ｔｒｉｎｇ（＂ ０．０００＂ ））；
｝

最后，将获取的图件位置信息以文本文件格式

保存（表 ２）。

表 ２　 图件的位置信息示例

信息文件路径 左下角 ｘ 左下角 ｙ 右上角 ｘ 右上角 ｙ 角度 ／ （ °）

ｄ： ＼ｐｉｃＭａｐ ＼ＹＸ１０ ＼Ｋ５２Ｄ００２００６ ＼Ｋ５２Ｄ００２００６＿Ｓｃａｌｅ３．ｄａｔ ４６９５．２３４ ４８０５２．８６５ ５１００．７３５ ４８４２４．４２８ －０．１７２
ｄ： ＼ｐｉｃＭａｐ ＼ ＹＸ１０ ＼Ｋ５２Ｄ００２００７ ＼Ｋ５２Ｄ００２００７＿Ｓｃａｌｅ３．ｄａｔ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４７９９８．３６６ ５４０３．２７６ ４８３６９．９２９ ０．１７３
ｄ： ＼ｐｉｃＭａｐ ＼ ＹＸ１０ ＼Ｌ５２Ｄ００１００３ ＼Ｌ５２Ｄ００１００３＿Ｓｃａｌｅ３．ｄａｔ ３４９７．９０７ ５２８３３．９６６ ３８８０．６１４ ５３１９６．１０３ －１．３０１

２．２　 图例信息提取

原则上，图例应包括地图中使用的所有符号或

标志及其说明。 图例中的符号、颜色、大小等要素必

须与图内所代表的内容完全一致［５］。 所以，图例信

息提取的目的是获取整幅图件的全部内容信息并保

持其逻辑顺序。
为了完整地获取图中每一个内容要素，图例在

ＭａｐＧＩＳ 中编辑完成后，对每个图例单元要素进行逐

一裁剪，提取内容信息（图 ３）。 裁剪结果（ＭａｐＧＩＳ
的点、线、面）依照图例要素的逻辑顺序分别编号、
存储；提取内容信息则保存到文本文件中。 图例裁

剪结果和图例内容可视为全图数据库，为分幅图件

提供数据源。

图例信息提取和上述图件信息提取的工作流程

较为相似，在此仅对其差异进行阐述。
１）裁剪框制作：在 ＭａｐＧＩＳ 软件中，加载图例

图 ３　 图例裁剪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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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线、区文件，新建线文件，利用“阵列复制”功能，
绘制系列矩形框，确保一个矩形框包含一个图例要

素单元（图 ３）。 此文件可作为裁剪框文件。
２）分离裁剪框：在 ＭａｐＧＩＳ 中生成的系列矩形

框，处于同一个 ＷＬ．线文件中。 为提取图例单元信

息，必须依照位置按顺序分离矩形框，分别存储。

３）图例信息提取：图例信息提取首先依照先后

顺序给每个图例单元编号，再提取各自内容信息，此
处除点、线、区的参数外，还要提取地图符号、说明等

文字（字符串）信息，并记录图例要素的名称、文件

路径等信息（表 ３）。

表 ３　 图例信息要素示例

类型 参数 图例代码 顺序号 编号 文件存储路径 图例注释

０ １６６０⁃０⁃０⁃０⁃０⁃０ λ １⁃３ ３ ｄ： ＼ｍａｐｎｅｗ ＼ＲＲＲ ＼Ｃ００１ ＼Ｃ００１＿Ｃ．ｗｌ 酸性火山岩及其凝灰岩

ａ ６⁃１⁃０．５⁃１０⁃１０⁃０ Ｆ＃⁃６ １⁃５４ ５４ ｄ： ＼ｍａｐｎｅｗ ＼ＲＲＲ ＼Ｃ０５４ ＼Ｃ０５４＿Ｃ．ｗｌ 推断一级断裂及编号　
ｓ ６⁃５⁃２３７⁃５⁃０⁃０ ２３７ １⁃５７ ５７ ｄ： ＼ ｍａｐｎｅｗ ＼ＲＲＲ ＼Ｃ０５７ ＼Ｃ０５７＿Ｃ．ｗｌ 航磁推断火山口　 　 　

３　 图例制作与图面配置

理论上，图例设计需遵循以下 ４ 个原则：图例内

容的完备性、图例符号的一致性、图例解释的明确性

和图例排列的逻辑性［５］。 在实际操作中，图例绘制

是根据获取图件、图例内容信息，自动绘制图例，然
后根据图幅位置、角度，将绘制或筛选的图例经旋

转、平移至相应位置。
图例生成可分为两个阶段：图例预生成与检查、

图例最终生成与图面配置。
３．１　 图例预生成

图例预生成就是利用裁剪后的图幅内容信息与

图例内容信息进行比对，分别筛选、记录各图件内容

（文本格式），并转换为 ＭａｐＧＩＳ 格式点、线、面的过

程（图 ４）。 图例预生成的初始图例主要用于错误检

查。 共生成两个文件：一是 ＭａｐＧＩＳ 文件格式的初

始图例，可直观地检查错误；二是运行记录表，确定

错误缘由、数量和所处位置。 检查目的是修正源图

件中的错误，而不是单纯修改图例。
３．２　 图例检查

在图幅与图例之间的内容信息进行比对、筛选

时，主要有 ３ 种情况可能导致不能正确生成图例：①
图例与图件间地图符号不统一，如填充花纹尺寸会

因填充面积做了适当调整；②图中的同种符号具有

不同含义，如地质图中，脉岩经常会用同种颜色表

示；③图件中的人为错误。
实践证明，只要规范制图过程，避免上述问题发

生，正确率可以达到 １００％。
３．３　 最终图例生成

最终图例生成是依据修改后的各图件内容信

息，将事先裁剪好的图例单元（点、线、面）依顺序加

载、合并，依照图式要求［１１］。 移至合适位置上；最
后，保存为 ＭａｐＧＩＳ 格式文件，工作流程见图 ５。

图 ４　 图例预生成流程

　 　 １）图例单元合并

合并图例要素是此模块的核心。 程序新建一个

点、线、面文件，然后将各图例单元（ＭａｐＧＩＳ 格式）
依照图例逻辑顺序依次加载，合成最终的图例文件。
以区文件为例，主要代码如下：

ＲｅｇＡｒｅａ ＧＩＳＲｅｇＡｒｅａ ＝ ｎｅｗ ＲｅｇＡｒｅａ（）； ／ ／ 总图例文件 区

ＲｅｇＡｒｅａ ＲｅｇＡｒｅａ； ／ ／ 图例单元 区

……

／ ／ 读取图例单元文件列表

ＳｔｒｅａｍＲｅａｄｅｒ ｓｒ４ ＝ ｎｅｗ ＳｔｒｅａｍＲｅａｄｅｒ（ｗｏｒｋ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ｗｈｉｌｅ （！ ｓｒ４．ＥｎｄＯｆＳｔｒｅａｍ）

｛

……
ＲｅｇＡｒｅａ ＝ ｎｅｗ ＲｅｇＡｒｅａ（）； ／ ／ 区工作实例化

ＲｅｇＡｒｅａ．Ｌｏａｄ（Ｌｅｇｅｎｄ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 ／ 加载图例单元

ＲｅｇＡｒｅａ．ＣｏｐｙＡｌｌ（ＧＩＳＲｅｇＡｒｅａ）； ／ ／ 合并图例单元

ＲｅｇＡｒｅａ．Ｃｌｅａｒ（）； ／ ／ 清除面工作区

·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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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Ａｒｅａ ＝ ｎｕｌｌ；
……
｝
ＧＩＳＲｅｇＡｒｅａ．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ａ）； ／ ／ 平移

ＧＩＳＲｅｇＡｒｅａ．Ｓａｖｅ（ｏｕｔＷＰＦｉｌｅ）； ／ ／ 保存文件

图 ５　 最终图例生成流程

２）图面配置

专题地图的图面配置，不像普通地图，尤其是地

形图那样在很多方面执行规范要求，必须由编图人

员自行设计［６］。 为使图面配置合理、视觉平衡，设
计图例时要充分考虑图例位置、大小、图例符号的逻

辑顺序、密度和注记文字等［５］，图例形式一般分为

横向排列和纵向排列两种。 可通过旋转、平移，将图

例单元移至合适位置。 代码如下：
ｗｏｒｋＡｒｅａ．Ｌｏａｄ（ＷｏｒｋＬｉｎＦｉｌｅ）； ／ ／ 加载点或线、面文件

Ｔｒａｎ＿Ｐａｒ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ａ ＝ ｎｅｗ Ｔｒａｎ＿Ｐａｒ（）； ／ ／ 定义、实例化变换参数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ａ．ｍｏｖｅ＿ｄｘ ＝ ｍｏｖｅＸＹ．ｘ；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ａ．ｍｏｖｅ＿ｄｙ ＝ ｍｏｖｅＸＹ．ｙ；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ａ．ｒｏｔａｔｅ＿ａｎｇ ＝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ａ． ｔｙｐｅ ［ ０ ］ ＝ Ｅｎｕｍ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 Ｔｙｐｅ． ｇｉｓＴＲＡＮ ＿ ＲＯ⁃

ＴＡＴＥ； ／ ／ 旋转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ａ．ｔｙｐｅ［１］ ＝ Ｅｎｕｍ＿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Ｔｙｐｅ．ｇｉｓＴＲＡＮ＿ＭＯＶＥ； ／ ／
平移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ａ．ｔｙｐｅ［２］ ＝ Ｅｎｕｍ＿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Ｔｙｐｅ．ｇｉｓＴＲＡＮ＿ＮＵＬＬ；
ｗｏｒｋＡｒｅａ．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ａ）； ／ ／ 图形变换

ｗｏｒｋＡｒｅａ．Ｓａｖｅ（ＷｏｒｋＬｉｎＦｉｌｅ）； ／ ／ 保存文件

３）图例位置的定位

图例的位置、范围均以裁剪框位置作为参照。
例如，绘制纵向图例，参考点为裁剪框右上点（图
６）；绘制横向图例，参考点为裁剪框左下点。 另外，
为了准确地进行图面配置，还需精确计算图例框与

裁剪框右边界的距离，责任表、编图说明等内容所占

的空间位置等等，尽可能地减少手工操作。
至此，自动化制图部分已基本完成。 但从图 ６

中还可看出，图件四周边缘部分缺少岩性或断裂标

注，此时需人工检查，进行标注的修补或位置调整。

１—中—新生界沉积岩；２—古生界沉积岩；３—酸性火山岩及其

凝灰岩；４—中酸性火山岩及其凝灰岩；５—中基性火山岩及其凝

灰岩；６—酸性侵入岩；７—中酸性侵入岩；８—中酸性侵入岩；９—
酸性侵入岩；１０—闪长岩；１１—推断二级断裂及编号；１２—推断

三级断裂

图 ６　 黑龙江省某幅岩性构造

４　 地球物理图件的图例绘制

在航空物探测量项目中，地球物理图常用表现

手法有等值线法、剖面法等［１１］。 由于图例表现手法

单一，而且此类图件均为程序自动生成，所以无需进

行图例预生成、图例检查等步骤，而其余步骤与上述

图件大体相同，可作为上述图例制作（地质图）的简

化版。
４．１　 等值线平面图的图例制作

等值线平面图的图例以色级的形式表现某个物

理量的差异［６］。 而 ＭａｐＧＩＳ 中也是依照物理量值的

大小逻辑顺序生成图例色级。 所以，图例提取只要

分别遍历区文件和点文件，很容易获取颜色编码和

标注。 然后进行信息比对，获取该图件物理量的变

化范围，重新设计一个大小适合的色级及注记，根据

裁剪框位置，旋转、平移在图中指定位置。
４．２　 剖面平面图的图例制作

剖面平面图的图例常用坐标轴形式表示某个物

理量的垂向变化［５］。 一般情况下，除横、纵比例尺

外，图例形式相对固定，一般不随图中的内容而发生

变化。 事先，手工绘制一个大小合适的图例，旋转、
平移到合适位置上即可。

·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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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束语

在地质、物探工作中，提交一套美观、准确的图

件，需付出大量的辛勤劳动。 为降低劳动强度，提高

制图的准确性，设计了此程序，可充分利用现有图例

进行图件裁剪和图例快速制作。 在“黑龙江小兴安

岭成矿带 １ ∶５万航空物探调查”和“内蒙古自治区鄂

温克族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一带 １ ∶５
万航空磁测、伽玛能谱测量”等航空物探项目中得

到广泛应用，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 该程序主要

特点包括：①裁剪 ＭａｐＧＩＳ 文件的同时，提取图中的

地图符号；②结合文本格式的运行记录表，查找源

ＭａｐＧＩＳ 文件中的错误，针对性较强，更重要的是可

检查、修改源图件中的错误；③多模块设计，分段运

行，实时监控可能出现的错误，避免重复操作；④根

据项目设计需求，可灵活、准确地进行图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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