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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地图集的设计与研制

张忠阳 ,郦淑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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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影像地图集作为地图产品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将直接复照客观现象的航空 (遥感) 信息与经过专业人员加

工的地理信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帮助人们科学地、客观地、系统地、直观形象地认知地理环境, 正确理解地理现象

的空间关系。本文结合 宜兴市影像地图集 的设计与研制,着重讨论该图集的表示内容、生产技术流程以及影像

校正、计算机直接制版新工艺流程等几个主要技术问题, 为今后基于高分辨率航空 (遥感) 影像生产影像地图集在

理论、方法和技术上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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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况

1. 1 项目背景

为真实展现宜兴市改革开放 30 年来城市建

设翻天覆地的变化, 宜兴市有关部门计划编制 宜

兴市影像地图集 。图集编制以遥感技术和现代

地图制图技术为技术平台, 以历史和最新的影像

数据源为表现方式, 这种具有影像信息、线划要

素、地理注记、数学基础和地图整饰的城市影像地

图具有比传统线划地图更多的信息量, 真实、直

观、全面展地展现了宜兴市的城乡变化情况及最

新的建设成就。本文主要讨论图集生产技术流程

与关键技术。

1. 2 地图覆盖范围

本图集覆盖宜兴市全市, 主体采用 1 20 000

成图比例尺, 其中城市和城镇建成区将制作 1

5 000的地图。

产品形式

1) 本图集采用的纸张规格: 890 mm

1 240 mm, 120克铜版纸印刷; 开本为 16 开, 约 13

印张左右;

2) 正文部分的图幅内有效尺寸为 345 mm

500 mm ,图幅内外间距为 10 mm。

3) CMYK 四色印刷, 印前地图处理统一在

Co ralDRAW12. 0下完成,并转成 TIFF6. 0 不压缩

格式进行打样和制版。

4) 地图集版面采用对开折页、锁线、平装封面。

1. 3 主要技术指标

1. 3. 1 地图比例尺

市区和主要的集镇采用 1 5 000比例尺成图,

共计 88张, 176 页; 全市采用 1 20 000 比例尺成

图, 共计 33张, 66页;

1. 3. 2 采用的平面坐标系

制图平面坐标系采用 1980 年西安坐标系,

高斯 克吕格投影 , 120 中央子午线。在本图集

中不具体标明其坐标系和地图准确的地理

坐标。

1. 3. 3 主要内容结构

按照图集编排的顺序和页码,图集的结构为:

1) 宜兴市最新城市风景照片: 2张

2) 图集目录: 1张

3) 宜兴市简介和地理位置: 1张

4) 宜兴市全图(卫星影像部分) : 1张

5) 宜兴市全图(行政、地名部分) : 1张

6) 宜兴市历史影像: 1张

7) 宜兴市全图(地形部分, DEM 晕渲) : 1张

8) 宜兴市城市三维景观图: 1张

9) 宜兴市城区分幅影像结合表、图例说明:

1张

10) 宜兴市城区、镇区分幅影像图(比例尺为;

1: 5000) : 88张

11) 宜兴市分幅影像图(比例尺为; 1: 20000) :

33张

共计 133张, 双面 266页。



2 技术流程与关键技术

2. 1 生产技术流程

图 1 图集生产技术流程图

2. 2 关键技术

2. 2. 1 影像色彩处理

由于遥感影像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特征的差

异, 影像颜色很难一致, 所以必须进行色彩处理。

主要内容包括: 选择合适的波段组合成真彩色

影像, 如果是彩红外影像应组合成类似效果的伪

真彩影像; 调整影像的色彩、明暗度、饱和度、反

差, 使影像彩色真实、反差适中、目视效果良好;

调整影像的清晰度, 使用 锐化 工具突出地物

边缘信息,使用平滑滤波减少影像噪声; 调整所

有相关影像, 使得影像色彩和色调保持一致, 便于

镶嵌和对比; 由于宜兴市区涉及机密或军事设

施的单位比较多, 有些影像上需要对这些地物进

行处理,一般通过拷贝其它地区的影像来修补和

剪贴。

2. 2. 2 影像镶嵌

将范围内的相关影像通过影像镶嵌技术合并

为一个大范围的图像。然后按照图集设计的幅面

进行分幅。

2. 2. 3 地图制图

在 CorelDRAW12. 0 下, 将镶嵌分幅后的影像

导入,作为地理底图, 然后根据影像信息进行地图

要素的标注和采集。由于本影像地图集包含两种

比例尺, 故可对两块影像分别进行地图制图。

图集中标注样式主要可以分为点状符号、线形

符号、面域符号和文字。

1) 点状符号

需要用点状符号标注的地物类别有: 市政府、

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文物古迹、

学校、医院、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其中

图面所涉及的市政府、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都必

须标注, 其他地物只标注较大、较主要的单位或地

物, 根据注记密度、级别、重要程度进行删选。

2) 线形符号

需要用线型符号表示的线状地物有: 省界、市

界、铁路、高速公路、国省道、一般道路、隧道、桥梁、

水闸。

3) 面域符号

面域符号主要有水面, 水面只用面域表示, 不

表示单线水。

4) 文字注记

开发区名、村庄名和地名、山名等注记。

在制图开始之前, 首先对影像进行图幅分幅,

然后根据单幅影像进行地名注记和符号标注。为

统一线型或符号的属性, 确保接边没有问题, 将道

路、水系、境界等线状、面状符号可作为一个整体进

行勾画。但是点状符号、文字注记等要素应按照分

幅影像单独标注, 如道路名称、水系名称、地名等涉

及多幅图,需单独标注。注意单幅影像之间的注记

接边,避免文字符号横跨分幅线, 避免注记重叠和

丢漏。

2. 2. 4 图幅裁切

把上一步完成的地图制图成果转换成位图, 输

出为 TIFF 数据格式, 输出影像分辨率为 300dpi。

然后按照分幅裁切线进行分幅图像的裁切。

2. 2. 5 版面设计和地图整饰

该影像图集为公开出版的专业地图集,具有较

高的资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因此版面设计和地图整

饰应由专业人员进行设计, 以符合时代特征和地域

特征。图集封面、内封、版面、图廓用色大方、图形

美观、便于阅读。

在 Pho to shop CS下应该制作分幅图的图外整

饰模板, 然后把分幅裁切影像与之叠加, 套合、整

饰。图外整饰模板应至少包括: 比例尺、图名、页

码、相邻图幅页码等信息。 (下转第 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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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E in the Application of Convert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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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is paper descr ibes t he conver sion system based on FME spat ial data. W ith basic g eog raphic info rmation data, for

ex ample, in AutoCAD fo rmat data and GIS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 he const ruct ion documents, The pro cess and methods

of CAD converting GIS data.

Key words FM E M apping; File Data; Conversion

(上接第 56页)

2. 2. 6 地图输出

由于地图制图是在 Co relDRAW12. 0完成的,

图件为几个整幅影像和矢量分开表示的 CDR 格式

的图形。地图输出和整饰须把他们转换为较高分

辨率的图像数据, 图像格式是 T IFF 不压缩数据,

CMYK色彩模式, 影像分辨率为 300dpi。

2. 2. 7 地图出版、印刷和装订

在专业地图出版社进行出版、印刷和装订, 使

用国际标准书号。

3 结 论

遥感影像数据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 利用

GIS数据编制各种专题性影像地图, 直观表现制图

区域的人文、地理特征、自然景观是制图发展领域

的新方向。

本文通过 宜兴影像地图集 的设计及研制, 针

对影像地图集设计过程中遇到的几个相关技术进

行了详细论述,为今后影像地图集的设计与制作在

理论和方法上提供了参考。地图集中, 图组之间或

图幅之间是按照统一的目的、要求和设计思想组织

在一起的,具有整体的统一性, 各个方面都应相互

协调,从而使一本图集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

在完成纸质版地图集后, 建立电子版的 宜兴

影像地图集 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方向, 为未来地

图的更新和其他地图或地图集的生产提供翔实和

现势性较强的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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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Image 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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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age A tlas map products as a form o f expr ession, it w ill have a direct complex phenomena according t o t he objectiv e

of air ( r emo te sensing ) through t he professional pro cessing o f info rmation and geogr aphic information or ganically to gether, and

helping people to cognitive geogr aphy envir onment scient ifically, objectively and sy stemat ically as w ell as to under stand the spa

t ial r elations o f geogr aphical phenomena cor rectly. Combining with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Image A tlas of Yix ing City , the

cont ent, pr oduction, techno lo gical pr ocesses, image cor rection, the new process t o plate making by computer fo r this atlas ar e

discussed. It w ill g iv e a reference f or pr oduction image atlas in futur e based on high r eso lution air lines ( r emote sensing) image

in theo ry , methods and technolog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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