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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Mapper 在 EPS 地图数据裁剪        

拼接中的应用 
王天林   艾彬   张顺喜   白深摸   田尧 

（78138 部队，四川 成都 610066） 

[摘要] 针对 EPS 地图数据在使用过程中拼接误差的问题，本文提出利用 Global Mapper 投影变换功能，将 EPS

地图数据从原投影方式变换到地理坐标系，实现内图廓从近似梯形到矩形的几何变形，可消除投影变形，实现

地图的无缝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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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EPS地图数据是目前桌面印前系统普遍使用的用

于专业出版与打印的文件格式，具有清晰、美观、易

读、获取便利和识图用图方便等特点。但大多数的Web

浏览器、图像查看软件和地理信息系统都不支持EPS

格式，通常需要通过软件将其转换为通用的像素图格

式。在使用由EPS地图数据转换的像素图过程中，由

于地图分幅和投影变形等原因，直接拼接会产生较大

误差。本文介绍一种利用Global Mapper（以下简称

GM）通过投影转换消除变形，进行地图精确裁剪，实

现地图无缝拼接的方法。 

2  地图投影导致的变形研究 

2.1 地图投影种类 

在我国常用的8种基本比例尺地图中，比例尺大

于等于 50万的地图均采用高斯 -克吕格投影

(Gauss-Kruger)，又叫横墨卡托投影(Transverse 

Mercator)；小于50万的采用正轴等角割圆锥投影，

又叫兰勃特投影(Lambert Conformal Conic)；小于

50万的海图多用等角正圆柱投影，又叫墨卡托投影

(Mercator)
[1]
。不同的投影都会在形状、面积、距离

或者方向上产生不同的变形
[2]
。 

2.2 投影变形研究 

以西安所在的1︰50万地图为例，图幅为上、下

边均凸向赤道的近似梯形（见图1），在2000中国大

地坐标系（简称CGCS2000）下，内图廓线和用以代替

它的直线（弦）间的最大距离（称为矢长
[3]
）有以下

3个特点: 

（1）矢长主要在X轴方向，Y轴方向可忽略（见

表1、表2）。 

（2）纬度越高矢长愈大，但基本保持在同一数

量级上（见表3）。 

（3）比例尺越小矢长愈大（见表4）。 

 

图1  西安1︰50万地图内图廓线示意 

表1  以西安所在1︰50万地图为例 

内图廓点 纬度 高斯横坐标 

高斯 X轴偏差

（m）/对应矢

长（mm） 

1 36° 3989707.8 

2 36° 3985542.7 

3 34° 3763661.4 

4 34° 3767721.8 

5 
36°

3986583.4 -1041.85/ 

2.0837 6 3987625.25 

7 
34°

3764676 -1015.6/ 

2.0312 8 37656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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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以西安所在1:50万地图为例 

内图廓点 经度 高斯纵坐标 

高斯 Y轴偏差

（m）/对应矢

长（mm） 

1 108° 18770529.6 

2 111° 19500000 

3 108° 18777202.2 

4 111° 19500000 

9 
108° 

18773907.7 -41.8/ 

0.0836 10 18773865.9 

11 
111° 

19500000 
0/0 

12 19500000 

表3  以3个城市所在1:50万地图为例 

城市 纬度范围 图幅编号 
X 轴平均 

矢长（mm） 

哈尔滨 44°-46° N12523 2.1898 

西安 34°-36° N09491 2.05745 

南宁 22°-24° N06491 1.5747 

表4  以西安所在不同比例尺地图为例 

比例尺 纬度范围 图幅编号 
X 轴平均

矢长（mm）

1:50 万 34°-36° N09491 2.05745

1:25 万 34°-35° N094905 1.0238 

1:10 万  34°-34°20′ N0649062 0.28275

1:5 万 
 34°10′-34°  

20′ 
N06490622 0.142 

3  Global Mapper 功能简介 

GM是一款功能强大的空间数据处理软件，具有影

像数据镶嵌、智能栅格影像切割、专题图绘制、矢量

信息绘制、标注、正射影像生成、GPS定位、坐标转

换、投影变换、卫星地图纠正、DEM数据处理、行业主

流文件格式的相互转换等功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使用方便。GM具备了GIS软件产品的几乎所

有特性，能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哪怕是对GIS一无

所知的用户都能很快上手，帮助用户以最快的速度完

成加工数据成品的任务。 

（2）兼容性好
[4]
。支持几乎所有地理信息系统

数据的导入与输出（如kml格式、SHP格式、IMG格式、

PDF格式、PIX格式、TIFF格式等），这是其他理信息

系统软件所不具备的。它可以看作是一个转换器，将

不同格式数据进行转换，增强了数据的通用性。 

（3）获取数据方便。软件本身提供了丰富的WMS

数据源，包括雷达孔径地图（TOPO），DEM数据地图，

DigitalGlobe水印卫星地图，STRM、USGS数据等。 

GM在EPS地图数据的投影变换过程中，能方便地

导入PDF数据，快速完成地图的配准，地图投影的定

义和修改，指定范围的地图裁剪和像素图输出。这是其

他绝大多数软件所不能同时具备的，且操作简单实用。 

4  EPS 地图数据的裁剪拼接流程 

根据传统的手工制图作业矢长0.1mm的精度要求
[5]
，

内图廓不能简单地使用四边梯形来拟合，必须采用严

格的数据处理方法来满足地图拼接的作业要求。利用

GM投影变换功能，将EPS地图数据从原投影方式变换

到地理坐标系，实现内图廓从近似梯形到矩形的几何

变形，消除投影变形，在此基础上进行矩形裁剪，方

便地图的无缝拼接。 

4.1 数据准备 

在裁剪EPS数据之前，需要将EPS文件转换为GM

能够识别的PDF格式。可使用Acrobat Distiller工具

对海量EPS数据进行批量转换（见图2）。 

4.2 地图配准 

（1）内图廓点采集。将转换好的PDF文件载入GM

进行手工校正。用鼠标采集地图4个内图廓点，并输

入其对应的经纬度坐标（见图3）。 

    

   图2  EPS到PDF批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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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采集内图廓点进行影像纠正 

（2）投影方式选择。GM在地图校正过程中应选

择与导入地图相对应的投影方式。由于新版地图采用

CGCS2000，应在GM中添加CGCS2000的椭球体基准。 

4.3 投影变换 

投影变换是整个地图拼接裁剪的关键步骤。通过

GM配置选项（见图4），将投影重设为地理坐标

（Geographic），通过原投影方式到地理坐标的转换，

可实现地图内图廓从近似梯形到矩形的几何变形。 

 

图4  直角坐标到地理坐标投影变换参数配置 

4.4 地图裁剪 

将转换好的地图通过GM设置裁剪范围（见图5），

即可完成地图的矩形裁剪，裁剪后的地图文件应按标

准图幅命名存储，以便各类平台和系统的自动导入、

拼接。 

4.5 拼接输出 

在地理信息系统中，批量导入处理好的像素图，

即可实现地图的无缝拼接，再根据使用需要，在各类

地理信息系统中选择对应的投影方式或坐标系，方便

成图的浏览和输出。 

 

图5  设置图像范围 

5  结束语 

利用Global Mapper投影变换功能，将EPS地图数

据从原投影方式变换到地理坐标系，实现内图廓从近

似梯形到矩形的几何变形，可消除投影变形，实现地

图的无缝拼接。采用上述方法能实现大批量EPS地图

数据的裁剪和拼接任务，既保证了EPS地图数据裁剪

拼接的精度，又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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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游客数据库设计是智慧旅游系统设计的关键，简

洁高效的游客数据库设计满足了系统对游客提供个

性化服务所需的游客信息，而且有利于高效地管理和

检索，为提高游客的旅游品质提供了保障。POI数据

库则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旅游信息，相应的POI功能

能够满足游客的基本旅游需求。游客数据库与POI数

据库结合的智慧旅游为游客提供了个性化，高品质的

旅游服务，大大方便了游客的出行，实现了旅游资源

的共享和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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