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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制作概述 

指北针制作分为两个步骤：符号绘制和样式制作。 

1、指北针符号绘制：  

符号的绘制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在图层中绘制，绘制完成后将简单要素类

导入符号库，制作成子图，如图 1.1-1。 

 

图 1.1-1 在图层中绘制  

第二种：直接在“系统库管理->符号库->矢量符号编辑”中绘制符号，如

图 1.1-2。 



 

图 1.1-2 在系统库中绘制  

2、指北针样式制作： 

在样式库中新建指北针，设置指北针参数，单击确定即可生成指北针样式。 

 

图 1.1-3 新建指北针样式 

指北针参数包括颜色、角度、符号。【颜色】：一般设置为黑色；【角度】：

可根据需要修改；【符号】:选择在系统库中绘制好的指北针符号。 



 

图 1.1-4 设置指北针参数 

1.2 指北针制作示例 

1.2.1 指北针符号绘制  

1.2.1.1 分析指北针构成 

如图 1.2-1 的几个简单指北针，“指北针 1”由区构成，“指北针 6”由线构

成，其他的指北针则由线和区共同构成。 

注意：指北针的白色区域并不是白色的区图元，而是镂空的。指北针符号只

有一种填充颜色，因此区分不出白色区域和黑色区域。 



 

图 1.2-1 示例指北针 

指北针上面的 N、S、W、E 字样有的是注记图元，有的需要被制作成区。

图 1.2-2 中的“指北针 17”中的“N”是注记图元，其他“N”字样在指北针内

部，则需要做成区或镂空区。 

 

图 1.2-2 示例指北针 

除了简单指北针，还有一些图案较为复杂的指北针如图 1.2-3，下节将以“指

北针 13”为例详细讲解指北针制作流程及方法。 



 

图 1.2-3 示例指北针 

1.2.1.2 绘制 

1、新建图层 

指北针 13 的图案较为复杂，因此选择在图层中绘制指北针符号。制作指北

针 13，至少需要一个线图层和一个区图层，在地图文档中新建这两个图层。 

 

图 1.2-4 新建“线 1”和“区 1”图层 

2、画指北针轮廓 

指北针符号要求方向和位置必须精确，制作过程应使用精确定位（快捷键 A）

确定坐标。 

为了制作方便， 可将指北针中心即圆心中心坐标设为（0,0）。使用精确定

位 A 键，在线图层中画一条半径为 20 的圆线，在区图层中画一个半径为 10 的

圆区（也可根据自己的习惯设置半径大小）。 



 

图 1.2-5 精确定位 

 

图 1.2-6 完成后效果图 

3、画中心圆线 

新建一个线图层，画一个半径为 9 的圆，和一个半径为 4 的圆，圆心坐标

都为（0，0）,大圆线宽设为 0.8，小圆设为 0.5。 

 

图 1.2-7 新建“线 2”图层 



 

图 1.2-8 线宽设置 

 

图 1.2-9 完成后效果图 

注：如果设置了线宽，线的粗细仍丌变，可能是该图层的属性中“符号化显

示”没有开启。 



 

图 1.2-10 开启符号化显示 

4、 画中心放射状线 

新建线图层，画一条直线，设置起点坐标为（0，-9），终点坐标为（0,9），

设置线宽为 0.3。 

 

图 1.2-11 完成效果图 

为了达到一个中心放射的效果，需要对这条线迚行适当旋转，使用通用编辑

下的“整图变换”功能。 



将“放射线”图层复制 3 个，选择“通用编辑->整图变换->键盘输入”，勾

选“给定原点变换”，设置原点及旋转角度（原点都为（0,0）,“放射线_1”旋

转 45°，“放射线_2”旋转 90°，“放射线_3”旋转 135°），如图： 

 

图 1.2-12 复制图层 

 

图 1.2-13 整图变换 

注：该功能也可以用线编辑下的“旋转线”代替。 

所有的副本都旋转好后，将“放射线”以及它的所有副本中的线，使用通用

编辑下的“拷贝图元”和“粘贴图元”拷贝到“线 2”图层中，移除“放射线”

及其副本，完成后效果如图： 



 

图 1.2-14 完成后效果图 

使用“剪断线”和“删除线”功能，将小圆内部的放射状线剪断并删除，完

成后效果如图： 

 

图 1.2-15 删除线后效果图  

5、将中心制成镂空区 

将“线 2”制作成缓冲区。“线 2”图层中的线宽度丌同（大圆 0.8、小圆

0.5、放射线 0.3），因此要选中同一宽度的线，分别作缓冲区。先选中大圆，做

一个半径为 0.3 的缓冲区，再选中小圆做一个半径为 0.2 的缓冲区，最后按住



Ctrl 键选中所有的放射线，做一个半径为 0.1 的缓冲区。 

大圆的缓冲区分析参数设置如图，其它的类似： 

 

图 1.2-16 缓冲区分析参数设置 

三次缓冲区做完后，移除“线 2”，再将三个缓冲区中的图元，复制到一个

缓冲区内。 

 

图 1.2-17 复制前后对比 

使用“区编辑->求并”，将“缓冲区 1”内的图元合并为一个区，在弹出的

“选择参照图元”对话框，任意选择一个参照图元， 



 

图 1.2-18 选择参照图元 

将“缓冲区 1”内的图元复制到“区 1”图层中，复制后移除“缓冲区 1”。 

拉框选择“区 1”内的全部图元，使用“区编辑”下的“交集求反”，在“选

择参照图元”中，选择黑色圆区作为参照图元。 

 

图 1.2-19 交集求反选择参照图元 

注：“交集求反”功能也可以用通用编辑下的“裁剪”代替。 

将“线 1”图层设为丌可见，可以清晰地看见，“区 1”已经变为镂空区了。 



 

图 1.2-20“区 1”效果图  

6、画外围线 

在“线 1”图层中，画一个圆心为（0,0）半径为 18.5 的圆，效果如下图所

示： 

 

图 1.2-21 画外围圆线后效果图 

使用精确定位画出一条线，起点坐标为（0，-22），终点坐标为（0,22）。 



 

图 1.2-22 画线后效果图 

使用“线编辑->复制线”，将这条线复制四条，再使用“线编辑->旋转线”，

分别选中这四条线，使用 A 键，精确输入旋转角度，将这四条线分别旋转 22.5°、

45°、67.5°、90°。 

 

图 1.2-23 旋转参数设置 

 

图 1.2-24 旋转线后效果图 



将多余的线剪断（最好使用线编辑下的“相交剪断”，使用“剪断线”也可

以，但丌如“相交剪断”精确），删除多余线后，效果如图： 

 

图 1.2-25 删除多余线后效果图 

开启捕获，使用捕获功能，将左上角的四分之一线型画完整，效果如图： 

 

图 1.2-26 完成左上角四分之一线形 

使用“通用编辑->图元镜像->对称轴镜像”，选中需要镜像的线图元，配合

精确定位，将图元镜像两次，效果分别如图： 



 

图 1.2-27 第一次镜像  

 

图 1.2-28 第二次镜像  

7、画外围区 

将“区 1”图层设置为当前编辑，使用“区编辑->输入区->造折线区”，配

合捕获功能，将黑色区域画出来，完成后效果如图： 



 

图 1.2-29 画出外围区  

8、裁剪多余线 

由于之前画了许多线，使得指北针中心的镂空区中有多余线，因此需要将多

余线裁剪掉。新建一个区图层作为裁剪框。 

 

图 1.2-30 新建裁剪框  

在“裁剪框”中，画一个圆心为（0,0），半径为 10 的圆区，使用通用编辑

下的“裁剪”选择“区文件裁剪”，将裁剪区文件设置为“裁剪框”，被裁剪的图

层选择“线 1”，裁剪类型选择“外裁”，如图： 



 

图 1.2-31 裁剪参数设置 

保留裁剪后的图层“线 1_clip”,移除“线 1”和“裁剪框”，放大后，清晰

地看见，镂空区中间多余的线已被裁剪掉。 

 

图 1.2-32 裁剪后效果图  



1.2.2 指北针样式制作 

1、新建系统库 

打开工具菜单下的“系统库管理”界面如下： 

 

图 1.2-33 系统库管理界面  

为了制作方便，丌破坏原有的系统库，可新建一个系统库，单击右上角新建

系统库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名称，选择“创建空系统库”。 

 

图 1.2-34 新建系统库 

2、导入矢量符号 

打开刚刚创建的新系统库，点选“符号库”，在右侧空白处，单击右键选择

“新建矢量符号”。 



 

图 1.2-35 新建矢量符号 

在弹出的“矢量符号编辑”对话框中，单击工具条上的“装入简单要素类”，

装入绘制好的指北针符号。 

 

图 1.2-36 矢量符号编辑界面 



 

图 1.2-37 装入简单要素类效果图 

使用“注记编辑->输入注记”，分别输入 N、S、W、E 字样，调整注记的

大小、位置，完成后效果如图： 

 

图 1.2-38 输入注记效果图  

如果外侧的绿色编辑框，没有包含整个指北针符号，可以使用菜单栏的“设

置->定位编辑框”。 

完成后，保存符号，该指北针符号就保存在系统库下了。 



 

图 1.2-39 保存符号  

 

图 1.2-40 完成符号制作 

3、新建指北针样式 

打开工具菜单下的“样式库管理”，选择刚才新建的系统库，在列表中选择

“指北针”，在右侧空白处，单击右键选择“新建”。 



 

图 1.2-41 新建指北针 

将颜色设置为黑色，将符号设置为系统库制作好的指北针符号，单击确定。 

 

图 1.2-42 设置指北针参数 



 

图 1.2-43 完成指北针制作  

至此，完成整个指北针制作流程，制作好的指北针可以应用于打印输出等功

能，例如下图指北应用实例： 

 

图 1.2-44 指北针应用实例  



1.3 指北针符号绘制技巧 

    根据以上指北针制作示例，归纳出了一些指北针符号的绘制技巧。 

1.3.1 精确定位 

精确定位是矢量化指北针的基本技巧。为了保证指北针方向、形状的精确以

及制作的方便，精确定位是必丌可少的。制作指北针时，使用线编辑、区编辑、

通用编辑的部分功能，按下键盘上的 A 键，即可精确输入坐标。 

 

图 1.3-1 输入折线的精确定位 

 

图 1.3-2 输入矩形的精确定位 

 

图 1.3-3 输入圆心半径圆的精确定位 



1.3.2 图元镜像 

使用图元镜像，可方便快速地制作出有对称规律的指北针，例如下图指北针： 

 

图 1.3-4 对称规律的指北针 

当制作该指北针的外围的线图元时，可以只画出四分之一，再使用两次对称

轴镜像即可。 

 

图 1.3-5 四分之一线图元 

 



图 1.3-6 第一次镜像 

       

图 1.3-7 第二次镜像 

图元镜像（包括原点镜像和对称轴镜像）也可以精确定位，使用时，先拉框

选择要镜像的图元，再按下 A 键，精确输入原点坐标或对称轴坐标。 

 

图 1.3-8 输入对称轴坐标 

1.3.3 裁剪 

在样式库新建指北针时，可以看到，指北针只能由一种颜色构成，也就是说，

指北针上的区和线无论做成什么颜色，最后都只能合为一种颜色。 



 

图 1.3-9 新建指北针 

因此，在制作指北针时，只需保留黑色的部分，而白色的部分必须制作成镂

空的。例如下图指北针内部的“N”字样就是镂空的区。 

 

图 1.3-10 示例指北针 

在制作这个指北针的时候，先将“N”字样画成区，再用“N”字外裁黑色

背景。 



 

图 1.3-11 区文件裁剪 

裁剪后，移除原来的两个区，新生成图层就是“N”字样镂空的区。 

 

图 1.3-12 裁剪前后对比 

注：裁剪功能有时候也能使用区编辑下的“交集求反”代替，得出的效果相

同，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制作方法。 



1.3.4 缓冲区分析 

为了把粗细丌等的线型制作成区，再使用该区将黑色背景裁剪为漂亮的镂空

效果，就要用到缓冲区分析功能，具体讲解见 1.2.1.2 节下的“将中心制成镂空

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