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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距离定向运动地图上

复杂城区结构的地图绘制和线路设计指南

本文件旨在为短距离定向地图中复杂城区结构的绘制提供指导和解决方案。

1、为何这很重要？

长期以来，在定向地图上绘制复杂的城区结构一直是一个难题。通过ISSprOM 2019-2创建的一个新地图
符号“两层可通行层面”，使两层通行结构更易于阅读及理解，如街道上的天桥。尽管有这种新增的符号，
但对于某些城区情况来说，本解决方案是不够的。复杂的三维城区结构产生了重叠的可通行层，其二维表示
问题可分为几个方面：

1.使用与识别上层和下层相关的地图符号。

2.超高架空结构的表示（竞赛时未使用到，或未提供导航信息价值）。

3.在大型结构下缺乏底层信息。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IOF地图委员会将ISSprOM更新为2019-2版，其中澄清/更改了几个地图符号。这些
指南说明了在不同情况下如何使用复杂城区结构相关的地图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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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动员的公平性至关重要。

在某些情况下，需要绘制的地形极其复杂，其具有多层次的结构，这些指南在定向地图上表示地形方面为
制图员提供了很多帮助。

在定向地图中加入“有趣”的城市结构是一种强烈的诱惑，通常这对于提高线路难度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然而，在IOF赛事中，不允许包含根据当前规范无法充分绘制的结构。

这意味着，应该能够从地图上（通常在高速奔跑时）阅读出可以进入和离开此结构的位置、在哪一层以
及如何从一层转移到另一层。能够快速、轻松地确定哪个细节在上层，哪个在下层，以及确定阶梯是向上到上
层，还是向下到下层，这些都非常重要。不适合绘制超过两层的结构图。

如果很难确定如何最好地绘制结构图，或者即使在不跑步时阅读地图也很难理解，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说，
在比赛中理解它可能就太复杂了。

在任何比赛中公平都至关重要。IOF徒步竞赛规则的以下章节为线路设计员和赛事顾问提供了公平方面的指
导：

-  31.6：IOF赛事顾问必须确保遵守规则，避免错误，公平至上。

-  附录2：线路设计原则2.3。线路设计员的黄金法则：线路设计员必须牢记以下原则：……公平竞争。

-  附录2：线路设计原则2.3.2。公平是竞技体育的基本要求。除非在线路设计和赛程规划的每一步都非
常小心，否则在定向比赛中，运气容易变得很重要。线路设计员必须考虑所有这些因素，以确保竞赛的公
平性，所有参赛者在线路的每一部分都面临同样的参赛条件。

-  附录2：线路设计原则3.4.2。赛段的公平性：在竞赛中，任何赛段都不应包含运动员无法在地图上预
见的有利或不利的路线选择。必须避免使用引导运动员穿越禁区或危险区域的赛段。

组委会（尤其是线路设计员、检查点放置员和赛事顾问）有责任确保地图和地形适合所有参赛者且保证公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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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的示例展示了来自挪威Gjøvik提出的一个存在问题的情况。地图示例1：展示了根据ISSprOM 2019-2可
能情况的地图。地图示例2：展示了运动员可能的路线选择。如条纹所示，长长的楼梯通往上层。在长楼梯的尽
头，立即右转可以通过一组小台阶到达一个较低的楼层，通过三角形指示线（画了两个三角形）可以到达。在
长楼梯的末端没有三角形表示它通向上层（其中两层结构由条纹表示）。蓝色箭头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另一个
楼梯下到较低的楼层，红色箭头是不可能的。

上述问题很难快速表述，所以对于比赛来说，赛事公告将有助于通过局部地图和照片来阐述这种情况。如
果公告中没有充分解释这种情况，为确保公平竞赛，不应以这种方式绘制结构图，而应仅绘制主跑层（此处为
上层），如图例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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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情况下地图符号的使用示例

3.1地图符号：两层可通行层面512.3

地图符号：两层可通行区域512.3是对首次在ISSprOM 
2019首版中发布的地图符号多层通行结构符号“铺装地面
（501.2）”重新定义和编号。事实证明，在过去的两年里
该符号效果良好，同时还和其他面状符号结合使用。该符号
的使用范围现已扩大，但仅适用少于两层通行的情况。如果
禁止通行区域（411和520符号）与符号512.3重叠，则禁止
通行区域的的边框应使用细黑线（例如：415, 501.1或520
的边框）突出表示。

地图符号512.3两层通行层次，可与以下符号组合：

··213空旷的沙地（使用凌乱空地403替代条纹区域）。

··214裸岩地。

··301禁止穿越的水域（301）。

··302可穿越的水域。

··401空旷地。

··402稀树空地（使用空旷地401代替条纹区域）。

··403凌乱空地。

··404凌乱稀树空旷地（使用凌乱空地403代替条纹区）。

··406慢跑植被。

··408步行植被。

··410难行植被。

··411禁止穿越的植被。

··412耕地（使用凌乱空地403替代条纹区域）。

··413果园。

··414葡萄园或类似区域使用空旷地401或凌乱空地403替
代条纹区域）。

··501铺装地面。

··501.3稀树铺装地面（使用铺装地面501替代条纹区域）
。

··520禁区。

··522可通行的建筑物。

··709禁区（使用上层100%紫色替代条纹区域）。

··714临时建筑或隔离区域（使用上层100%紫色替代条纹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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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桥梁和隧道

3.2.1简易桥梁（无法从下方通过）

下面不能通过的简易桥梁用符号“禁止翻越的
墙”表示。

3.2.2桥梁或隧道入口（可以从下方通过）

可以从下方通过的简易桥梁用符号512.1桥梁或
隧道入口表示。两层可通行层面都可通行时使用符
号512.3进行强调。512.1桥梁或隧道入口符号中三角
形顶点到其他黑色符号(例如道路边缘)的制图间隙为
0.1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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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地下通道或隧道

“地下通道或隧道（512.2）”符号给出了了较低层区
域的范围。本符号的起止位置制图间隙为0.2 mm。最少绘
制两条线划，本符号仅用在没有其他障碍物线状符号绘制
的较低的平坦区域。

地下通道或隧道非常短以至于没有足够空间绘制最小
长度符号时，较低层区域的边界线可仅由符号“两层可通
行区域（512.3）”界定，地下通道或隧道符号则可以省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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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或隧道入口（512.1）在捷克奥斯特拉瓦（Ostrava）
长人行天桥的应用示例（地图未旋转至磁北）。位置C与位置D
之间有一道数米高的防洪墙，为了更好地区别于其他障碍物，
将其绘制为禁止翻越的石崖。在防洪墙和楼梯之间的人行天桥
下有一条自行车道。通常，最少应该绘制2个三角形，但在这
种复杂的情况下，512.1个三角形会减少为一个三角形。桥下
较低高度的护栏采用地下通道或隧道（512.2）绘制。

   A视角

   B视角

   C视角

D视角

E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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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或隧道入口（512.2）在捷克布拉格会议中心
复杂区域的应用示例。

位置A：螺旋桥，从东南方向看。

位置B：较低层，从东南方向看。

位于拉脱维亚里加的例子中，上层是一条铁路，
这是一个禁止进入的区域，因此根本没有地图（上层
是不可通行的）。桥梁或隧道入口（512.1）符号仅表
示运行层上方有高架结构。这种方法可以清楚地表示
较低层的情况。

位置A，从西北方向看。

3.2.4只有较低层的桥梁可以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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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特隆赫姆（Trondheim，Norway）也有类似
的例子，上面一层是省略的铁路。

位置B，从西南方向看。

位置C，从北方看。

该解决方案也适用于超高架结构（不用于竞赛
或导航信息价值）。布拉格的努塞尔斯克桥就是一个
例子。桥下有一座城市公园和一个居民区。上层未绘
制，三角形线界定了大型桥梁结构的范围，下层可通
行层已详细绘制。

位置D，从东方看。

位置E，从南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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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使用新符号501.2较低层铺装地面的阶梯线或边缘

如果两层区域的面积较大，则使用符号较低层铺
装地面的阶梯线或边缘（501.2）绘制较低层的重要边
缘帮助导航。与桥梁两侧的地图间隙为0.15 mm。较低
层不得使用其他符号。

无示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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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符号522可通行建筑的使用示例3.4 符号522可通行建筑的使用示例

能否使用可通行建筑符号的示例。能否使用可通行建筑符号的示例。

可使用可通行建筑符号 可使用可通行建筑符号

可以穿越的大楼→可通行建筑 右侧的篷顶太高→不得绘制。

你可以在大楼的一部分下面奔跑→可通行建筑 根据地面上倾斜墙的实际位置绘制地图→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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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穿过此建筑→可通行建筑 不可以穿过此建筑→ 应绘制为建筑物。

简易桥上的连廊（下面有水）→可通行建筑 桥上的连廊（可从下面通过）→两个通行级别的连廊
顶蓬可以省略。

大阳台下面可以通行→可通行建筑 阳台太小太高→应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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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正常视野内的建筑物之间的天桥→可通行建筑 建筑物之间的天桥位置过高→应省略。

可以穿过这个建筑→可通行建筑 不能穿过这个建筑→ 应绘制为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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