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值线是相等数值各点的连线
,

适用于区域性的

连续分布现象
,

可补充底色法和区域法不能充分表示

的三层结构形式的含水组的内容
。

例如浅层淡水一中

层咸水一深层淡水的三层结构含水组
,

用底色法和区

域法配合可以表示浅层淡水的分布界线
、

富水性和深

层淡水的分布界线
、

富水性
、

深层淡水顶板埋深
,

而

用等值线法表示中层咸水层的情况
,

或表示咸水层顶

板埋藏等值线
,

或表示咸水体厚度等值线
。

又如
,

单

二巨厚含水层
,

划分成一二三段
,

用双层结构方法只

表示一二段的内容
,

第三含水段的情况
,

亦可用等值

线法表示部分内容
,

等等
。

总之
,

等值线法表示的内

容
,

规律性较明显
,

并需注意选择适当的间隔
。

(四 ) 采用剖面法辅助

多层含水组
,

在平面图上无论用哪种表示方法
,

只能反映它们平面分布规律和空间的相对关系
,

不能

充分显示各个含水组 (层 ) 之间的结构特征和垂直分

布规律
,

须用剖面法显示典型地段的水文地质特征
,

特别是含水层 (组 ) 的结构特征
。

但一定要选好剖面

线位置
,

用恰当的纵横比例
,

并对剖面内容进行合理

的综合归并
,

使其主要内容突出而不失其真实性
。

四
、

图的清绘整饰印刷问题

编图目的和复制方法不同
,

图表示方 法 也 应 不

同
。

目前
,

1: 20 万 综合水文地质图的编制
,

出版工

作
,

是根据国家统一编图原则与方法
、

统一图例
,

整

饰规格和印刷色标来进行的
。

根据国家统一规定
,

双

层结构含水组表示方法
,

是在底色法的基础上用
“

窗

根式
”

宽窄条相间的普染方法
,

宽条普染色表示上部

含水组富水性
,

窄条普染色表示下部含水组富水性
,

一般宽条为 3 毫米
,

窄条为 1毫米 (也有 1 : 2
、

1
·
5 : 3

、

:3 等比例规格 )
。

用这种表示方法
,

宽条和窄条的清
2

绘和制版是很麻烦的
,

3毫米与 1毫米宽度的平行线
,

要绘得划一和撕得整齐比较困难
。

建议做一整套不同

比例规格与不同方向 ( o
。 、

4 5
. 、 。 o

’ 、
2 5 6

’

) 的稀网菲

林片
,

制版时直接挂网撕膜
,

既能起到统一规格的目

的
,

又能省去编图单位逐幅清绘色带分色线的麻烦
。

至于按行政区划编制的 1 : 50 万一 1 : 1 00 万省
、

区

水文地质图
,

或按自然单元编制的中小比例尺水文地

质图
,

一般自成系统
,

不与邻省邻区接图
,

这类地图

中的双层结构含水组的表示方法
,

可以根据编图目的
、

出版方式要求选择
。

若采用底色法和区域法配合来表

示双层结构含水组的内容
,

编绘和制印时都比较省事

方便
,

而且地图层次清晰
,

规律性明显
,

直观性强
,

读图方便
。

如果出版图件较多时
,

不同方向的晕线符

号亦可制成专用菲林片
,

制版时直接挂网成图
,

不需

在清绘版上画晕线符号
。

许多水文地质普查
、

测绘
、

勘探报告中的水文地

质图件
,

由于报告复制份数少
,

并受复制设备的限制
,

一般达不到正式出版要求
,

编制这类图件时
,

除考虑

图的性质与用途外
,

尚须从实际出发
,

根据本单位复

制设备与条件确定用哪种表示方法
。

虽然底色法表现

力强
,

常被用来表示主要的内容 , 但是区域法的表现

能力也不比底色法差多少
;

而有些图的内容必须用符

号法或等值线法表示
。

当报告附图复制份数较少时
,

因普染色制版印刷

较麻烦
,

可用
“

线划多色套印
”

方法印出各种彩色线

划
,

配合手工着普染色或牛皮胶复印普染色
,

效果能

满足提交地质报告的要求
。

因为
“

线翅多色套印
”

可

以在薄膜上按色分版清绘
,

直接制版打样或印刷
,

省

去照相或翻版
、

分涂或撕膜等修版手续
,

既节省制印

费用
,

又能加快出图
。

中 国 地 质 学 会 会 徽 简 介

中国地质学会最早 的会徽图样气

使用决定和内容说明
,

曾刊在 10 3 7年出

版 的《地质论评
》二卷一期上

。

会徽由杨钟健
、

谢家荣
、

章鸿钊
、

葛利普设计
,

承张海诺先生绘成
。

图案圆形
,

由三圈
、

四方位
、

五字

组成
。

中间为
“
中

”

字
,

上下左右分别为
`

土
” 、 “

石
, 、 “

山
“ 、 “

水
” 。

构图简要
,

寓意深长
。 “

中
. ,

代表中国和中国地质

学会
。

原会徽说明中有四条颇为有趣的

解释
,

大意是
:

1
.

土石代表地质的
“

质
” ,

即研究对

象
。

山水代表内
、

外动力地质作用和所

产生的现象
。

2
.

土石山水四字
,

又代表中国地史

上的四大时期
。

石— 代表 元 古 代 的

老地层 , 水

—
代表古生代大惫的海相

堆积 , 山

—
代表中生代显著的造山运

动 , 土

—
代表新生代之土质

。

3
.

圆形可视为中国地貌的缩影
。

我

国 东部为海洋
,

湖泊也多
,

以水代表
,

西部多山
,

以山代表
, 南方多丘陵

,

以

石代表
, 北方多黄土

,

以土代表
.

峨
.

五字经上下左右排列
,

构成了
.

土

中石
” , “

石中土
” 、 “

山中水
” 、 “

水中山
”

等句
,

以示地质学中若干基本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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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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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刊扉页上之刊图

,

下半部 即有

会翻 刊图以示在继承地学界优良传统

的基础上
,

勇往直前地攀登
“

珠
”

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