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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spatial resolution of remote sensing satellite 
images is becoming higher and higher, and it is widely used in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which helps to update the 1:10000 topo-
graphic map database more efficiently and with high quality.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satellite 
image in the updating of 1:10000 topographic map of basic 
　
Keywords
satellite image; basic mapping; topographic map updating; application; analysis 

卫星影像在基础测绘 1:10000 地形图更新中的应用微探 　
黄亚莉　

吉林省基础测绘院，中国·吉林 四平 136001　

摘　要

在航天科技事业不断发展背景下，遥感卫星影像空间分辨率也越来越高，并被广泛应用到基础测绘当中，助力 1:10000 地形
图数据库更新工作更加高效和高质完成。论文联系实际案例，对卫星影像在基础测绘 1:10000 地形图更新中的实践应用进行
细致分析，以为类似工作开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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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0000 地形图在土地规划、国土资源普查、退耕还林

等领域中应用较为普遍，而开展地形图基础测绘工作多会对

全野外测绘、遥感技术测绘、航空摄影测量等技术加以应用。

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卫星影像因其体现出的速度

快、信息量丰富、覆盖范围大、空间分辨率高等优势特征，

被广泛应用到基础测绘地形图更新当中，使空间地形内容表

现更加详细 [1]。鉴于此，对卫星影像在基础测绘 1:10000 地形

图更新中的应用展开分析和探讨。

2 卫星影像测图概括

卫星影像测图多通过线阵列形式 CCD 传感器实现，依

托 CCD 传感器探测监视功能，可以对同一轨道前后方向图像

进行获取，在经过一定角度旋转以后，得到其他轨道方向图像，

由于图像成图质量与中心点参数值和坐标值存在十分紧密联

系，为进一步提高卫星影像测图分辨率，就需要建立传感器

共线方程模型，对测图进行修正。实践中可以采取精简卫星

影像参数，确保定位定向准确；将待更新图形图等高线高程

控制点插入图像共线方程；基于共线方程进行数学求解获得

数字正射影像图等措施，生成正射影像，并对选取像片的中

心部分进行纠正，像片之间重叠区域也能确保镶嵌，进而达

到图形图数据更新目标，同时对影像平面位置误差进行严格

控制 [2]。卫星卫星正射影像数据平面位置误差如表 1 所示：

表 1 卫星正射影像数据平面位置误差要求（mm）

地形 平面位置误差

平地 ≤0.5

丘陵 ≤0.5

山地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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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际案例分析

3.1 工程概况

为进一步提高国家 1:10000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准确性，需

要根据地理信息局崭新规划设计，对全国范围内的基础地理

信息数据库进行完善和优化，在对底图进行更新时主要仰赖

卫星影像，现已经得到 1:10000 地形核心元素图，并根据不同

要素完成了几何划分，涉及的外业获得勘察资料、车载 GPS

信号道路数据等辅助资料，也为地形图更新提供有力支撑 [3]。

3.2 卫星影像实践应用

3.2.1 作业流程

图 1 地形图数据调绘更新工作流程

依托卫星影像对地形图进行更新，就要对卫星影像正射

进行纠正，并妥善完成预处理工作，操作中需要遵照相关要

求对卫星影像进行检查和剪切，然后遵照 1:10000 地形图标

准比例尺进行分幅处理，在这过程中也要认真、仔细核对卫

星影像数据精度、色调、分辨率等内容。待完成基本数据处

理工作以后，就可以开始影像基础测绘图形图更新工作，实

践中要对相关调查资料进行收集，并对区域测绘方案进行优

化设计，同时联系实际工程资料做好地形图数据更新准备，

在完成地形图控制点要素判定和采集以后，对局部地形数据

进行补充测绘与更新，最后进行成果验证和汇总，详细作业

流程如图 1 所示 [4]。

3.2.2 内外业绘图调查

在进行地形图更新时，数字栅格地图（DRG）与卫星正

射纠正影像（DOM）会相互结合，涉及的业内调绘地形图误

差也要符合相关规定，并根据地形图区域实际情况，对道路、

建筑、植被等标定进行重点选择，在确保各部分地形图符号、

颜色等均按照给定图例进行表示以后，要对叠加图中的控制

点位置、输出文件格式、大小清晰标记等重点要素进行严格

控制。针对 DRG 与 DOM 叠加以后出现的某些交叉区域无法

叠加处理情况，需要通过实施外业调绘进行补充，同时保证

地形地貌、地理名称等更新要素准确性，待完成调绘工作以

后及时对地形图资料数据库进行完善和更新。

3.2.3 数据整理

在对数字栅格地图与卫星正射纠正影响进行处理以后，

可以得到矢量地形图，并联系相应调绘数据，在对这些数据

进行整理和调整以后，可以得到最终的地形影像叠加图，其

中也包含了很多绘制单元元素，实践中也要结合不同元素和

实际位置，严格按照表 2 要求进行绘制调整与优化 [4-5]。

表 2 不同单元要素绘制调整方式

单元要素 绘制调整方式

采集要素位移超过限制 基于 DOM 实际进行修改

街区范围线构面 只对国标码进行添加

街区轮廓或单个房屋 基于影像进行采集与编辑

等高线与影像不套合 判别影像与地物之间存在关系

3.2.4 影像纠正

进行影像纠正，可以充分使用全色波段和多光谱影像完

成，如果测区内部地物更新存在 DEM 变化情况，就需要先

完成变化出 DEM 更新以后，在对其影像进行纠正，实践中

可以采取卷积立方方式进行，同时将纠正以后的全色波段和

多光谱影像进行融合，并对两者影像数据精度加强控制，使

之不能超过 1 个多光谱影像数据，完成融合以后的影像也要

满足反差适中、纹理清晰、无重影质量要求 [5]。

3.2.5 入库更新

图 2 叠加更新以后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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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更新以后的地形图元素导入数据库以后，就可以得到

如图2所示的卫星影像与数字栅格图坐标叠加以后的地形图。

为进一步增强所得地形图图像效果，就可以利用像素工厂融

合功能，对全色波段影像进行纠正，并使之与多光谱影像进

行充分融合，使影像色彩更加自然，并避免出现影像发虚、

重影等情况出现 [5-6]。同时，还可以借助去薄雾处理、对比度

调整、匀光处理等手段，使分幅 DOM 影像成果进一步增强，

整个图像清晰度也会得到显著提高。此外，尽可能保证影像

直方图呈正态分布，经过增强处理以后的影像纹理也要保证

清晰，并且没有出现大块花斑、黑白斑遮盖地物情况，涉及

的分幅影像之间色彩过度也要保持均衡，使整个地形图色彩

饱和和自然明快。

4 结语

论文是基于对卫星影像在基础测绘 1:10000 地形图更新

中应用的分析，伴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测绘

工作也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将卫星影像应用到基础测绘 1：

10000 地形图更新中，不仅可以促进基础测绘地形图工作矢

量化，还能使地形图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和形象。然而想要取

得这一理想效果，就需要在对卫星影像进行应用时严格遵照

一定作业流程与步骤，同时做好卫星正射影像数据纠正工作，

使之与数字栅格地图叠加以后实现地形图有效更新，整个地

形图叠加误差也会急剧缩小，并保持图像直观、清晰，进而

推动卫星影像在基础测绘地形图更新中得到更加深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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