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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０２５７《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现分为４个部分：

———第１部分：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地形图图式；

———第２部分：１∶５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地形图图式；

———第３部分：１∶２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地形图图式；

———第４部分：１∶２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地形图图式。

本部分为ＧＢ／Ｔ２０２５７的第１部分。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７９２９—１９９５《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地形图图式》。本部分与ＧＢ／Ｔ７９２９—１９９５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地形图颜色除单色外，也可用四色（ＣＭＹＫ），按规定色值进行分色；

———地图要素分类中将“居民地和栅栏”与“工矿建（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合并为“居民地及设施”，

“地貌和土质”、“植被”调整为“地貌”、“植被与土质”；

———ＧＰＳ控制点、卫生所、轻便轨道等名称分别更名为卫星定位等级点、医疗点、简易轨道等；

———导线点符号与图根点符号互换；

———公路等级按行政等级区分符号，并加注公路技术等级代码和行政等级代码及编号；

———增加了地热井、船闸、扬水站、有地下室的房屋、突出房屋、邮局、电信局、宾馆饭店、超市、剧院、

电影院、电视台、体育馆、科技馆、博物馆、展览馆、地震台、天文台、科学试验站、放空火炬、海上

平台、垃圾场、古迹、遗址、文物碑石、磁浮铁轨、轻轨线路、地铁、匝道、快速路、高架快速路、主

干路、次干路、支路、公路零公里标志、长途汽车站（场）、水运港客运站、特别行政区界线、开发

区、保税区界线、比高点及注记、其他经济林、特殊树等符号；

———对危险岸、加固岸、棚房、窑洞、山洞、油气井、盐井、温室、贮水池、传送带、学校、彩门、牌坊、塑

像、钟楼、鼓楼、电视发射塔、高速公路、高架路、铁索桥、铁路平交道口、缆车道、输水渡槽、浮码

头、收费站、变电室、特殊地区界线、陡石山、果园、成林等符号进行了修改，并对一些符号的尺

寸进行了调整；

———删除挡土墙、立体交叉路等符号；

———附录中的地图分幅与编号增加了按经纬度分幅的规定；

———符号简要说明中增加了符号的解释性定义。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Ｃ、附录Ｄ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Ｂ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国家测绘局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由国家测绘局测绘标准化研究所、北京测绘设计研究院、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负责

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马晓萍、肖国雄、兀伟、肖学年、段怡红、张坤、陈倬、王丹、黄坚、孙乐兵、吕玉霞。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７９２９—１９８７、ＧＢ／Ｔ７９２９—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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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地形图图式国家标准或测绘行业标准 ＧＢ／Ｔ７９２９《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地形图图式》、

ＧＢ／Ｔ５７９１《１∶５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地形图图式》、ＧＢ１２３４２《１∶２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地形图图

式》、ＧＢ１５９４４《１∶２５００００地形图编绘规范及图式》、ＧＢ１４５１２《１∶１００００００地形图编绘规范及图

式》、ＣＨ／Ｔ４０１１《１∶５０００００地形图编绘规范及图式》已实施多年，它们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测绘生

产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满足数字测绘生产的需要，方便使用者使用，有必要调整地形图图式

标准结构。调整后的结构如前言所述。

本部分是ＧＢ／Ｔ７９２９调整后修订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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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１部分：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地 形 图 图 式

１　范围

ＧＢ／Ｔ２０２５７的本部分规定了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地形图上表示的各种自然和人工地物、

地貌要素的符号和注记的等级、规格和颜色标准、图幅整饰规格，以及使用这些符号的原则、要求和基本

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地形图的测绘，也是各部门使用地形图进行规划、设计、

科学研究的基本依据。编制其他图种的地理底图或测绘相应比例尺的地图可参照使用。

２　符号使用的一般规定

２．１　符号的分类

２．１．１　依比例尺符号：地物依比例尺缩小后，其长度和宽度能依比例尺表示的地物符号。

２．１．２　半依比例尺符号：地物依比例尺缩小后，其长度能依比例尺而宽度不能依比例尺表示的地物符

号。在本部分中符号旁只标注宽度尺寸值。

２．１．３　不依比例尺符号：地物依比例尺缩小后，其长度和宽度不能依比例尺表示。在本部分中符号旁

标注符号长、宽尺寸值。

２．２　符号的尺寸

２．２．１　符号旁以数字标注的尺寸值，均以毫米（ｍｍ）为单位。

２．２．２　符号旁只注一个尺寸值的，表示圆或外接圆的直径、等边三角形或正方形的边长；两个尺寸值并

列的，第一个数字表示符号主要部分的高度，第二个数字表示符号主要部分的宽度；线状符号一端的数

字，单线是指其粗度，两平行线是指含线划粗的宽度（街道是指其空白部分的宽度）。符号上需要特别标

注的尺寸值，则用点线引示。

２．２．３　符号线划的粗细、线段的长短和交叉线段的夹角等，没有标明的均以本图式的符号为准。一般

情况下，线划粗为０．１５ｍｍ，点的直径为０．３ｍｍ，符号非主要部分的线划长为０．５ｍｍ，非垂直交叉线

段的夹角为４５°或６０°。

２．３　定位符号的定位点和定位线

２．３．１　符号图形中有一个点的，该点为地物的实地中心位置。

２．３．２　圆形、正方形、长方形等符号，定位点在其几何图形中心。

２．３．３　宽底符号（蒙古包、烟囱、水塔等）定位点在其底线中心。

２．３．４　底部为直角的符号（风车、路标、独立树等）定位点在其直角的顶点。

２．３．５　几种图形组成的符号（敖包、教堂、气象站等）定位点在其下方图形的中心点或交叉点。

２．３．６　下方没有底线的符号（窑、亭、山洞等）定位点在其下方两端点连线的中心点。

２．３．７　不依比例尺表示的其他符号（桥梁、水闸、拦水坝、岩溶漏斗等）定位点在其符号的中心点。

２．３．８　线状符号（道路、河流等）定位线在其符号的中轴线；依比例尺表示时，在两侧线的中轴线。

２．４　符号的方向和配置

２．４．１　符号除简要说明中规定按真实方向表示者外，均垂直于南图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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