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区域形成因素的地理界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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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界线反映了划分地理客体 (本例即区域) 各组成要索的父 ∗用拍倒
。

介沃正禾一么概时飞

其显著特征同时给出另一毗邻区域显著特征的地带
。

在一个二维地图连牌体中
,

界线代表一区与

另一区之间的过渡带
,

从中可划出这两干区域的界线 (舒瓦洛夫
, +, −. )

。

这样的界线通常被看成

地理界线 /0

将界线作为区域形成中的一个因素进行研究
,

是用以考察界线对于分类客体间相互作用的影

响
。

一条界线不只是分割毗连的区域
,

还充当区域间接触纽带的角色
。

首先
,

区域界线的分离功

能在于把区域形成作用限制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
。

接着
,

通过在所划范围内加强集聚过程来加剧

这种限制
。

与此同时
,

界线还起着阻抑区域毗连过程相互渗透的作用
。

应用∃
/

1
/

卡甘斯基提

出的术语 (见莫斯科大学地理系四年级学年论文
2

/

1
/

卡甘斯基
, “

论领土界线,’)
,

这种作用

可称之屏障功能
。

第二
,

区域界线的一体化功用在于沿着界线形成的且由其屏障功能所进一步强

化的一种反差
,

构成了各种形式跨界交换的基础
,

这种功用按照卡甘斯基的命名可定义为接触功

有旨
。

因此从动态的观点看
,

界线既具鉴别意义
,

又具毗邻区域间相互联系的促进作用
。

这两方面

辩证联系的过程在时空中以特定的序列出现
2

两种界线功能中先以一种功能占优势
,

如屏障功能

起到了界线功能向相反方向即接触功能演替变化的基础作用
。

从经济地理角度分析
/

屏障作用加

强了经济区之间的反差
,

如在区域专业化过程中
,

屏障作用既是劳动地理分工的原因
,

又是它的

结果
。

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物质流
、

能量流和信息流的越界交换形式来描述
。

这种交流可能出

现
一

于整体界线上
,

或者通过某种通道仅在界线上的
“

突破点
”

出现
。

第一种交换类型在相似的区

域间较为典型
,

第二种见于结点区域
。

通过下述约束条件
,

界线表现出明显的屏障功能
2 ( +) 区际交流的出现

3 (助 这种交流的进

行
。

第一种条件下
,

屏障作用表现在对这种流的反射 喇卜斥) 或过滤
,

以及起到对这种越界流的

阻碍功能上
。

在第二个条件中
,

屏障作用因界线
4

1的交流而减弱
。

反射功能涉及到形成有利于跨越界域的扩散现象和扩散作用的条件
。

过滤功能指界线对于各

种流任其经过的选择性
。

当区域界线与显著的自然或生态障碍同时存在的情形下
,

即产星界线的

阻碍功能
,

且只能在供给一定的潜在能量的条件下加以克服
。

具有这些屏障作用的界线
,

构成了

主要区域形成的边界
,

这在结点区域的划界中更是如此
。

以跨越分界线来反映其自身价位的界线屏障作用
,

因不 同的区域的领土结构而异
。

在相似的

区域之间
,

越界流的价值决定于起始点 与穿越点之间的距离功能
,

起始点离界线越近
,

穿越的价

值就越低
。

尤其在具有圆形边界的部分区域
,

由于这些部分相对接近界线
,

因此距离因素就发生

了作用
,

而且地区性的小变化可能导致越界价值的巨大变化
。

因此
,

边界的形状会对它的屏障功

能产生影响
2

边界愈纤曲
,

靠近边界线的区域边缘的面积就愈大
,

跨越界线就容易
。

表示界线特征的方法之一是在距边界等距离处画等5八线 (图 ∗ )
。

边界的纤曲程度用弯曲系数

来反映
。

系数仇愈高
,

等距离带的面积越大
,

反映区域周 界部分问相互作用的边界屏障功能就愈

弱
。

边界纤 曲的极端情形是形成一种屏障作用最小的界线地带
,

相反的情况是邻接渗透现象 (营

力 ) 达到最小
。

这种界线趋向 」
“

形成一种独特 的缘形边界
, ,叮肴作一种特殊型界线或界线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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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舒瓦洛夫
,

+, 8 . )
。

昌圈画颧
% 9 : ;

图 + 界线纤曲度对于相似 区域屏 障功能的影响

( % )弯曲系傲 < . ( : )弯曲系数 》 =

( 9 )弯曲系数 > ∋ ( ; )界线极端纤曲情形下

形成的独特界线区域

在结点区域的情形中
,

界线为若干条在特定位置 丁突破
’

边界的岔路所切断
,

这样越界的价

值取决于循岔路移动的价低 结点区域通常在由这些岔路所联结的核心区发生相互作用
。

此外
,

每一级结点区域的界线构成它们各自的交通路径网络
。

这从地区
、

区域和区间管辖下公路的例子

可得到最充分的说明
。

这样越界流的路径依循通常情况下并非与最短途径相一致的岔路网络
,

从

而导致移动价值的提高
。

这种价值愈高
,

特定界线的屏障功能就越强
。

在结点区域
,

界线的屏障功能对于周界地区的作用比对区域核心更为显著 (图 ? )
。

区域核心

≅ 和 Α 沿着 ≅一 Α 路径相互作用
。

界线Β一Β
,

在核心点的屏障作用等于零
。

但在区域的外围地区

如
%
点和 9 点

,

其与毗邻区吸核心点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循着
%

一≅ 一 Α和 9一 Α一 ≅ 的路径
。

这

样沿 % 到点 Α路线的距离远远大于两者的直线距离
。

因此对于区域 ≅ 和 Α 的周界地区
,

界线的屏

障功能达到了最大值
。

树如
,

由
% 至 9 的旅行

,

就必须走 % 一≅ 一 Α 一 9 的路径
。

屏障作用可用屏障指数量度
,

其第一近似值等于毗邻区域两点直线距离与两点间循路径所走

距离之比
2

Χ
% 9

Δ 于犷
一 ( + 〕

Ε % 9

这里 是结点区界线部分的屏障指数
3

Χ
。9 为点

%
与点 9 间的直线距离

3

Χ
/ 9 为点

%
和点 9 之间的路径距离

。

当屏障作用消失时
,

一 + 3
随着界线功能的增强

,

< =
。

从整体上考虑两个边界区域
,

则竿对屏障指数如下式所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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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畏
这里 Γ

、

Η为由路径所连结的区域 Γ和 Η中点的系列
3

/

图 ? 结点 区域的界线屏 障功能

Φ
为 Γ和 Η区域中点的数 目

3

Χ 、, ,

Χ Γ,
与 ( ∗ )式同义

。

然而
,

这种特定的指数
,

受到所分析区域范围内地区特征的影响 (如路径纤曲度
、

地区地形

等)
。

可通过引入相对屏障指数入
2
Γ对这种差异加以平衡

,

Ι72 狱值等 Ι
飞

两区域 和纷已毗邻区域之间

给定界线的绝对屏障指数与权重平均屏障指数之比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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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学未来面 面观
Ν% ∃ % ∋ ! 7 5% Φ ∋ ∃ Γ己

卜

一
、

地图学的历史沿革 近年来
,

地图新用户层出不穷
,

最主要的是规划机构
、

发展机构
、

环境工作者
、

政策制定者和大众媒介
,

他们日益显示出追求信息的社会化欲望
Ο

—
‘/

信息革命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
”

—
地图制作被认为是信息产业的一个部门

。

不久以前
,

地图学分化成普通地图学和专题地图学
,

前者主要受测量者
、

摄影测量者和数学

家的影响
,

而后者 (主要处理统计数据和设计地图集) 则主要受地理学家和规划者的影响
。

地图

制图员的不同背景素质和地图的不同应用面 ∗∗’∗Γ使两类地图的素质截然不同
,

这不仅表现在内容上
,

而且还体现在生产过程
、

数据处理
、

信息表达方式和制图员的技术上
。

如今
,

普通地图学正在被

重新认识
,

专题地图学的
“

分支
”

也达到了新的阶段
,

需要地质学家
、

土壤学家
、

工程学家
、

地

貌学家和统计学家等为之献身
。

到了发展的高峰
,

所谓
“

计
一

算机辅助地图制图学
”

或
“

匆她图学
”

似乎正带来另一个新的趋向
。

过去
,

地图学已经历了许多连续发展阶段
,

但现在看来这些阶段同时存在似乎更为合理
。

因

为学科
‘·

自然
”

演化
,

完全可以说明它们正和平共处—任何一些个人花很大的气力定义地图学
,

人为地划分边界
,

区分何者属于
“

真正的
”

地图学
,

何者不是
,

都无济于事
。

通常
,

叮到可学科都必须专业化
,

知识的容量对于个人来说完全成为庞然大物
,

地图学也不例

外
,

它的知识领域迅速扩张
。

对此 正确的态度和行动应当是对环境信息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

急

待解决的问题和生产过程的双重复杂性
,

都迫切需要相同学科与所有相关学科专家的密切配合
「 、

那种认为我们能够—在目前环境条件下—培养出全能的地图学家
,

而无视一个可以结合地图

学
、

测量学和地理学等的实践家的看法纯属幻想
,

决没有一个个人对整个)“阔的地图学领域有足

够的洞察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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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入
++ 为区域 Γ和 Η之间界线相对屏障指数

3

。,
为区域 Γ和 Η之间的绍时屏障指数

3

ΠΛ 为区域 Γ和 Λ 之间的绝对屏障指数
3

‘2 为区域 Η和 &之间的绝对屏障指数
3

Φ
为 Γ区域的邻接区数目 (不计 Η区域 ) 3

Κ 为 」区域的邻接区数目 (不计 Γ 区域)
。

对于毗邻区域
,

我们可建立具有
/

不同边界屏障功能表现营力的地带
。

一般来说
/

越近界线
,

屏障功能越是增弧 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地带的分布不仅仅是围绕区域结点的圆环形状
,

而且还会

沿着穿越区域界线的区间路径分布
。

屏障地带的成区作用将决定于区域界线屏障功能的表现营力
。

对具有高屏障指数的地带 (

< ()) 来说
,

为了在一个实际上无法进行流的交换的特定的部分内部作成界线
,

就需提高越界的

价值
,

并使这条界线成为重要的成区边界
。

而对低屏障指数地带来说
,

这种界线的成区作用就较小
。

如前所述
,

界线的屏障功能不仅产生了形成区域的边界
,

还会给由此引起的跨越这些界线的

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纂础
。

因此
,

屏障功能和接触功能是辩证联系的
。

在预测各种地理区域

有关的成形
、

结构和相互作用中
,

必须时时记住这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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