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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bui lding multi resolution globa l da ta model , the existent pa rtition methods of spherica l surface

were analysed, a nd a hiera rchical tessel lat ion meshes of WGS 84 el li psoidal sur fa ce based on quaternary tri angu

lar meshes( QTM) is put forwa rd. The area a nd side length of the multi resolut ion meshes on di fferent levels are

ca lculated, a nd the character of the cell s i s also analyzed.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 t the cel ls a re approximately

regula r, hierarchica l nesting, a nd so on, which ca n be the basis of its uti lity and error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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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现有球面剖分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基于四元三角格网( QTM)的WGS 84 椭球面层次剖分方法;并计算

不同层次剖分格网的面积、边长变化情况,分析格网的特点。研究表明该格网近似规则,且具有层次嵌套性等特征,为其

实用化和误差控制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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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为更加高效、便捷、无缝地组织、管理和应用

全球尺度的各种分辨率的数据,自 20世纪 80年

代以来,人们对全球离散网格系统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 1] 。这些离散网格系统均是建立在球面剖分

的基础上的,球面剖分方法可以分成 3种类型,即

基于经纬线的球面剖分、基于 TIN 的不规则球面

剖分和基于球内接正多面体的球面剖分方法。基

于经纬度的球面剖分方法,由于其格网形状、面积

变化较大, 格网点分布不均匀,以此为基础组织、

管理全球多分辨率数据时,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数

据冗余;基于 T IN 的不规则球面剖分方法建立的

数据模型,数据存储和操作复杂,而且层次之间关

联困难,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仅仅用来建立单分辨

率的全球地形模型[ 2] 。

而基于球内接正多面体剖分的格网单元比较

规则, 格网点分布较均匀, 且具有层次性和连续

性、全球坐标系统统一的特点,可以用于解决 GIS

空间定位、空间检索机制的网格划分,可以作为适

应时空坐标系变化的一种空间数据的表示和组织

方法, 能更方便地实现对空间信息资源的整合[ 3]。

为此,众多学者对基于正多面体的球面剖分方法

进行了研究 [ 1, 3 11]。主要应用在:全球空间数据的

层次索引
[ 4 6]
、制图综合

[ 7]
、全球空间数据建

模[ 8 9]、球面动态数据结构[ 10 11] 、全球气象模拟等

方面
[ 12]
。其中,基于球面内接正八面体和正二十

面体的 QTM 层次格网研究较多。文献[ 8, 13]

分析了该类格网的特点及单元变形特点。球面

QTM 格网形状一致、大小近似相等, 并具有层次

嵌套性,便于空间数据的多分辨率层次表达及规

范化管理
[ 8]
。然而这种剖分是在球面上进行的,

不是对更接近于地球的椭球面的剖分, 因此剖分

没有顾及到地球的真实形状, 这样在表达全球尺

度数据时, 数据质量难以保证, 进而影响其实用

化。为此,作者在分析传统的基于正多面体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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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剖分的基础上,将其改进并发展到椭球面上,实

现对WGS 84椭球面的层次剖分, 并对剖分后不

同层次格网单元的面积、边长变化情况进行了计

算, 分析了格网的特点, 旨在为后续基于椭球面

QTM 格网的实用化和误差控制提供理论依据。

2 基于WGS 84椭球面的层次剖分方法

2. 1 层次剖分原理

基于WGS 84椭球面进行剖分时,首先选择

该椭球面上的六个点,即两极极点、赤道与主子午

线、90、180 和 270 子午线的交点。将这六个点

按图 1所示进行连接, 形成八个初始的三角形区

域 r i ( i= 0, 1, , 7) , 由于这些点位于椭球面上,

因此称为椭球面三角形,八个初始的椭球面三角

形区域就成为椭球面 的一个初始剖分 。

图 1 由六个椭球面点连接而成的初始椭球面三角

格网剖分

F ig . 1 The or iginal triangular meshes connected by six

sample po int s on the ellipsoidal sur face

对于椭球面区域 D 的剖分 , 中的每个

子区域 r 又可以通过在其边界或内部增加新点,来

细化成一个子剖分 r。在本文中, 对每个区域三

个顶点的经纬度进行两两平分,得到三个新的顶点

(这三个顶点位于椭球面上)。将这三个新顶点和

原顶点通过如图 2所示彼此连线,形成四个新的三

角形面片,用这四个新的三角形面片替代原来的三

角形面片,就得到一个对椭球面较高分辨率的逼

近,如此递归进行, 直到满足一定的分辨率要求为

至。这样的递归剖分称为四元三角剖分(QTM)。

图 2 椭球面三角形区域的递归剖分

F ig . 2 The recursiv e partition o f the t riangular reg ion

on the ellipso idal sur face

图3是不同层次的 QTM 剖分,其中图 3( a)是

第三层剖分,图 3( b)是第五层剖分。需要说明的

是这里的 QTM格网是基于椭球面的, 格网点位于

椭球面上,是以总地球椭球面作为空间参考基准

的,因此所有的几何量算均可在椭球面上进行。

图 3 椭球面在不同层次的递归剖分

F ig . 3 The recur sive pa rtit ion of the ellipsoidal surface

at different lev el

上述层次剖分是一个三元组, 可以表示成

H = ( , , )

式中,

= 0 , 1 , , m

使得

j = 0, , m, = ( V j , E j , F j ) , F j > 1

D 0 覆盖初始区域 D,且 j > 0 ! i< j ,使得

r j F i有 r j D( j )

= i , j | i . j , r j F i , r j D j

:
m
i= 0F j 是自反的

( i , j )= r j r j F i且 r j D( j )

对于每个( i , j ) , i 叫做 j 的父亲, 相

反 j 叫做 i 的孩子。

2. 2 剖分格网点的经纬度坐标计算

基于椭球面的三角格网本身就是一种坐标系

统, 其三角格网点位可以通过行列号来标识, 如

图 4所示。三角格网点的坐标用( i , j )表示,其中

i, j 分别表示行号和列号。该坐标也可以用一维

数组来表示,其顺序采用从上向下,从左到右的次

序, 如图 4所示。数组的序列号可以用来表示三

角格网高程点在数据文件的存储位置, 它和三角

格网点的行列坐标的转换关系如下:

设格网点 ( i , j )在一维数组中的顺序号为

D ( i, j ) ,由( i , j )计算 D ( i, j )有

D ( i, j ) = 0+ + i+ j + 1

由 D ( i, j )计算( i , j )有

i= max n( n满足 2D ( i, j ) - n
2- n> 0)

j = D( i, j ) -
i
2 + i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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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格网点的行列坐标示意图

F ig . 4 Sketch map of row/ column coordinates of the

g rid ver tex

对于给定的一个层次,每个三角格网点的经

纬度坐标和行列号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

对于一个椭球面三角格网来说,只要知道初

始三角形格网点的经纬度坐标, 就可以通过其经

纬度坐标的两两平分求得下一级格网点的经纬度

坐标,如此递归,可以计算出任意剖分层数的格网

点的经纬度坐标。其计算公式简单, 这里不详细

说明。但是对于其中一个顶点为极点的三角形,

由于极点的奇异性, 其经度无法确定,则需要进行

特别处理,下面对此进行介绍。

首先,根据格网的剖分层数m,求出格网点的

总行数为: n= 2
m
+ 1。格网点的行列号按图 4所

示标定,满足( i= 0, 1, , n- 1, 0 j i ) , 第 i行

的格网点数为 i + 1, 总格网点数为

Z= 1+ 2+ + n=
n
2+ n
2

以 0、90 经线和 45 纬线围成的椭球面三角

形剖分为例, 三个格网角点的经差 L = 90 , 纬差

B= 45 。设格网点 ( i, j ) 的经纬度坐标分别为

( i, j )、( i, j ) ,对于同一行格网点,其纬度相同,各行

纬度用下式计算

( i, j ) = 90- Bi/ ( n- 1)

各点的经度计算则较复杂, 当行号 i= 2k ,

( k= 1, 2, , n) ,其经度为

( i, j ) = 0+ L j / i

当 2
k
< i < 2

k+ 1
, 取 q 为满足 i > 2

k
的 max

(2
k
) , p= i- q

当 j p 时

( i, j ) = 0+ L j / 2n+ 1

当 2n> j > p 时

( i, j ) = 0+ L ( 2j- p ) / 2n+ 1

当 j 2n 时

( i, j ) = 0+ L (2n+ j - p ) / 2n+ 1

3 WGS 84椭球面 QTM剖分的特点分析

3. 1 剖分格网的几何变化分析

文献[ 8]对基于球面 QT M 剖分进行了研究,

并通过计算发现,对于球面 QTM 格网空间, 随着

格网的不断细化, 三角形的最大和最小面积的比

值与最大和最小边长的比值越来越大, 但是其变

化速度越来越小,最终收敛到 1. 73和 1. 86左右,

都不超过 1. 9。

本文计算了基于 WGS 84椭球面 QTM 不同

剖分层次的边长和面积的变化情况。已知格网点

的经纬度坐标, WGS 84 椭球面三角格网的顶点

之间的大地线长度 S 的计算公式如下[ 14]

S= A + (
2B

co s
2
A 0

x+
2C

cos
4
A 0

y ) sin

为了计算椭球面三角形的面积,将其按照纬线

划分成许多小的格网条带区域,如图 5所示。设格

网条带区域介于纬度 B1和 B2、经差 L 之间,则每

个格网条带区域的椭球表面积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Z= b
2

L
ar ctan h( esin B )

2e
+

sin B
2( 1- e

2sin2 B)

B
1

B
2

图 5 椭球面三角形表面积的递归计算

F ig. 5 T he r ecur sive calculation o f t he area

o f ellipso idal tr iangle

每个格网条带顶点的纬度采用三角形顶点纬

度两两平均等分的方法计算, 其相应的经度根据

归化纬度与大地纬度的关系在球面上求出,再转

换到椭球面上,分别取条带左侧两点和右侧两点

经度的平均值求得经差,经度的详细计算过程参

见文献[ 14]。椭球面三角形的表面积就是这些格

网条带表面积的和。计算过程中, 采用迭代算法,

使两次计算结果变化小于 1%,以保证计算精度。

计算结果如表 1、表 2 所示。通过与球面

QTM 剖分的比较, 发现基于 WGS 84 椭球面

QTM 剖分和基于圆球 Q TM 剖分, 三角形面积

及其最大与最小面积的比值 A max / Amin略有变化,

但变化不大(如图 6( a)所示) , 同样, 三角形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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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最大与最小边长的比值 L max / L min也略有变

化,变化也不大(如图 6( b)所示) ,其比值分别最

终收敛到 1. 74 和 1. 88 左右, 都不超过 1. 9。这

保证了 QTM 格网点的近似规则和均匀性。

图 6 椭球面和球面 QTM 剖分三角形最大最小面积比率 A m ax/ A min及最大最小边长比率 L max / L min比较

Fig. 6 The comparison betw een the rat io o f Lmax/ L min and A max / A min of ellipsoidal QT M and spher ical QTM

表 1 WGS 84 椭球面和球面 QTM格网在不同剖分层次的面积变化

Tab. 1 The are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llipsoidal QTM and spherical QTM in diff erent levels

层次 三角形个数
椭球面 球面

A max / m
2 A min / m

2 A max / A min A max / m
2 A min / m

2 A max / Amin

对应比

例尺

1 4 18 682860e+ 06 13741 375e+ 06 1. 359 61 18 714 788e+ 06 13 824 186e+ 06 1. 353 77

2 16 4 871 450e+ 06 3 169992 e+ 06 1. 536 74 4 882 958e+ 06 3 217 334e+ 06 1. 517 70

3 64 1 319 585e+ 06 782 139e+ 06 1. 687 15 1 320 293e+ 06 789 190e+ 06 1. 672 97

4 256 336 456e+ 06 194 931e+ 06 1. 726 02 336 458e+ 06 196 352e+ 06 1. 713 54

5 1 024 84 527e+ 06 48 695 e+ 06 1. 735 83 84 516. 1e+ 06 49 029. 0e+ 06 1. 723 80

6 4 096 21 158e+ 06 12 172 e+ 06 1. 738 28 21 154. 2e+ 06 12 253. 6e+ 06 1. 726 37

7 16 384 5 290 364481 3042 757 053 1. 738 67 5 290 115 024 3 063160 475 1. 727 01

8 65 536 1 322 692232 760 680 226 1. 738 82 1 322 627 004 765775 703 1. 727 17 1 1亿

9 262 144 330 679377 190 169 491 1. 738 86 330 662 893 191443 024 1. 727 21 1 5 000万

10 1 048 576 82 670 239. 5 47 542 337. 7 1. 738 87 82 666 106. 8 47 860699. 9 1. 727 22 1 2 000万

11 4 194 304 20 667 584. 6 11 885 582. 2 1. 738 88 20 666 551. 6 11 965171. 4 1. 727 23 1 1 000万

12 16 777 216 5 166 896. 3 2 971 395. 4 1. 738 88 5 166 639. 2 2 991 291. 1 1. 727 23 1 500万

13 67 108 864 1 291 725. 5 742 847. 8 1. 738 88 1 291 661. 2 747821. 8 1. 727 23 1 200万

14 2. 684 4e+ 08 322 931. 8 185 711. 2 1. 738 89 322 915. 9 186955. 3 1. 727 24 1 100万

15 1. 073 7e+ 09 80 733. 0 46 427. 8 1. 738 89 80 729. 0 46738. 8 1. 727 24 1 50万

16 4. 295 0e+ 09 20 183. 3 11 607 1. 738 89 20 182. 3 11684. 7 1. 727 24 1 25万

表 2 WGS 84 椭球面和球面 QTM格网在不同剖分层次的边长变化

Tab. 2 The spac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llipsoidal QTM and spherical QTM in different levels

层次 三角形个数
椭球面 球面

L max / m L min/ m L max / min L max / m L min/ m L max / L min

对应比

例尺

1 4 7. 096 22e+ 06 4. 98494 e+ 06 1. 423 53 7. 084 18e+ 06 5. 009 27e+ 06 1. 414 21

2 16 3. 845 01e+ 06 2. 48917 e+ 06 1. 544 73 3. 833 93e+ 06 2. 504 63e+ 06 1. 530 73

3 64 2. 009 24e+ 06 1. 24412 e+ 06 1. 614 99 2. 007 32e+ 06 1. 252 32e+ 06 1. 602 88

4 256 1. 060 44e+ 06 622 000 1. 704 89 1. 058 47e+ 06 626158 1. 690 41

5 1 024 549 456 310 993 1. 766 78 5481 03 313079 1. 750 68

6 4 096 281 100 155 495 1. 807 77 280 314 156540 1. 790 68

7 16 384 142 618 77 747. 6 1. 834 37 142 189 78270 1. 816 65

8 65 536 71 964. 7 38 873. 8 1. 851 24 71 745. 5 39134. 9 1. 833 28 1 1亿

9 262 144 36 194. 6 19 436. 9 1. 862 16 36 080. 0 19567. 4 1. 843 87 1 5 000万

10 1 048 576 18 164. 6 9 718. 44 1. 869 09 18 105. 7 9 783. 7 1. 850 59 1 2 000万

11 4 194 304 9 103. 59 4 859. 22 1. 873 47 9 073. 62 4891. 86 1. 854 83 1 1 000万

12 16 777 216 4 558. 51 2 429. 61 1. 876 23 4 543. 37 2445. 93 1. 857 52 1 500万

13 67 108 864 2 281. 38 1 214. 81 1. 877 98 2 273. 75 1222. 97 1. 859 21 1 200万

14 2. 684 4e+ 08 1 141. 36 607. 40 1. 879 08 1 137. 53 611. 48 1. 860 28 1 100万

15 1. 073 7e+ 09 570. 89 303. 70 1. 879 77 568. 97 305. 74 1. 860 95 1 50万

16 4. 295 0e+ 09 285. 51 151. 85 1. 880 21 284. 55 152. 87 1. 861 38 1 2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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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剖分格网的特点

基于WGS 84椭球面的 QTM 层次剖分与基

于圆球内接正多面体的剖分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生成的格网和基于正多面体剖分的格网也存在相

似的特性。通过对基于椭球面的 QT M 剖分的特

点的分析,能够得出椭球面 QT M 格网具有以下

特点:

( 1) 近似规则性。该三角格网剖分近似规

则, 格网点分布较均匀, 且在椭球面的任意位置,

同一层次的三角形(格网)大小近似相等。

( 2) 层次嵌套性。该三角格网剖分具有层次

嵌套性,每一层次的三角形是上一层次三角形的

细分,便于多分辨率层次表达。

(3) 格网点数量少且与经纬度格网转化容

易。依据该三角格网点的位置(即行列坐标)能够

比较容易地求出相应的经纬度坐标。给定剖分层

数 m,每个初始三角形(全球对应八个初始三角

形)剖分格网点数为

1+ 2+ + ( 2
m
+ 1)=

( 2m+ 1) ( 2m+ 2)
2

=

22m- 1 + 2m+ 2m- 1+ 1

全球总的格网点数为

4(2m+ 1) 2- 4[ 2(2m+ 1)- 1] + 2=

22m+ 2+ 2

在同等分辨率的情况下, QT M 格网点数量

大约是经纬度格网点数量的一半。它们数据量之

间的比例关系为

4n2 - 4( 2n- 1)
4( 2n- 1) ( n- 1)4

=
( n- 1) 2

2n2- 3n+ 1
1
2

(4) 适于规范化管理。格网点的坐标以及点

与点之间的关系隐含在记录位置中, 便于规范化

存储管理,且该三角格网层次剖分保留了拓扑关

系,特别是邻近关系,便于格网的邻近搜索查询。

4 结 论

全球离散格网系统是一种基于球面的可以无

限细分地球体拟合格网,它具有层次性和全球连

续性特征,已成为国际 GIS 学术界一个新的研究

热点。本文在分析已有球面 QTM 剖分的基础

上,发展一种基于 WGS 84椭球面的 QTM 层次

剖分方法。分析格网的特性,重点计算 QTM 边

长的变化情况, 并将椭球面三角形细分成若干个

条带区域,基于迭代的原理,通过求条带区域的面

积和,计算 QTM 面积变化情况。分析和计算结

果表明: 与基于球面剖分的 Q TM 格网相比,

WGS 84椭球面 QTM 三角形的边长和面积及其

最大与最小值的比率略有变化,但变化不大,保持

了较好的规则性;格网点位分布较均匀,不仅较好

地顾及到了地球的真实形状, 而且具有层次性,保

留了拓扑关系, 实现了全球范围的统一定位。上

述这些特性,一方面使得基于 WGS 84 椭球面的

QTM 格网系统的实用化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也

为该类格网系统的精度分析和误差控制提供了

依据。

参考文献:

[ 1] SA HR K, WH IT E D, KIM ERL ING A J. Geodesic

Discrete Global Grid Systems[ J] . Cartography and Geographic

Informat ion Science, 2003, 30( 2) : 121 134.

[2] BJ RKE J T , GRYT T EN J K , H GER M , et al.

Examinat ion of a C on stant ar ea Quadrilateral Grid in

Representat ion of Global Digital Elevat ion M odels [ J ] .

Internat ional J ournal of Geographic Inform at ion Science,

2004, 18( 7) : 653 664.

[ 3] LI Deren , ZHU Xinyan, GONG J ianya. Fr om Digital Map

to Spatial In format ion Mu lt i grid: A T hought of Spat ial

Informat ion M ult i grid Th eory[ J] . Geomat ics and Informa

t 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2003, 28( 6) : 642 650.

(李徳仁, 朱欣焰, 龚健雅. 从数字地图到空间信息格网:

空间信息多级网格理论思考[ J] . 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

版, 2003, 28( 6) : 642 650. )

[ 4] OT OO E J, ZHU H ongw en. Indexing on Spherical Sur

faces Us ing S emi quadcodes [ C] Pr oceedings of the Thi 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dvances in Spat ial Databases.

S ingapor e: Springer Verlag, 1993: 509 529.

[5] YANG Weiping, GOLD C. Managing S pat ial Object s wi th

th e VMO tr ee [ C ] Proceedings of 7th Internat ional

S ymposium on Spat ial Data Handlin g. Delft : [ s. n . ] ,

1996: 15 31.

[ 6] G OODCH IL D M F , Y AN G S. A H ierarch ical Data

S t ructure for Global Geographic In format ion Systems [ J ] .

Com puter Vision and Geograp hic Im age Processing, 1992,

54( 1) : 31 44.

[ 7] DUT TON G. Encoding an d H andin g Geo spat ial Data wi th

H ierar chical T riangu lar M eshes [ C ] Proceedin gs of 7th

International Symp os ium on Spat ial Data H andling. Delf t :

[ s . n. ] , 1996: 34 43.

[ 8] ZHAO Xuesh eng, HOU Miaole, BAI J ian jun. S pat ial Data

Modeling Based on Glob al Discrete Grid [ M ] . Beijin g:

Surveyin g and M appin g Pres s, 2007. (赵学胜, 侯妙乐, 白

建军. 全球离散格网的空间数字建模 [ M ] . 北京: 测绘出

版社, 2007.

[9] ZHA O Xuesheng , BAI Jian jun , WAN G Zh ipeng. An

Adaptive Visualized Model of th e Global T errain Based on

247



April 2011 Vol. 40 No. 2 AGCS http: xb. sinomaps. com

QT M[ J ] . Acta Geodaet ica et Cartographic Sinica, 2007,

36( 3) : 316 320. (赵学胜, 白建军, 王志鹏. 基于 QTM 的

全球地形自适应可视化模型[ J ] . 测绘学报, 2007, 36( 3 ) :

316 320. )

[ 10 ] T ONG Xiaochong, BEN Jin, ZHANG Yongsheng. T he

Gen erat ion Algorithm for S pherical Voron oi Diagram of

Differ ent Aggregation [ J] . Acta Geodaet ica et Cartographic

Sin ica, 2006, 35( 1) : 83 89. (童晓冲, 贲进, 张永生. 不

同集合的球面矢量 VORONOI 图生成算法[ J] . 测绘学

报, 2006, 35( 1) : 83 89. )

[ 11 ] FEKET E G, T REINISH L. Sphere Quadt rees : A New

Data St ru cture to S upport the Visual ization of Sph erically

Dist ributed Data [ C ] Pr oceedings of SPIE, 1990.

242 253.

[ 12] WH IT E D. Glob al G rids fr om Recu rs ive Diam ond

Subdivi sions of the Surface of an Octah edron or Icosahe

dron [ J ] .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 d Asses sment ,

2000, 4( 1) : 93 103.

[ 13] W H IT E D. K IM M ERLIN G A J, SA HR K , et al .

Com paring Area and Shape Distort ion on Polyh edral Based

Recursive T essellation s of th e Sph ere [ J ] . Internat ional

J ou 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1998,

12( 8) : 808 827.

[ 14] KO NG X iangy uan , GU O J im ing , LIU Zon gquan .

Fou ndat ion of Geod esy [ M ] . Wuhan: Wuhan U niver sity

Press , 2001: 265. (孔祥元, 郭际明, 刘宗泉. 大地测量

学基础[ M ]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265. )

(责任编辑:丛树平)

收稿日期: 2010 05 24

修回日期: 2010 09 10

第一作者简介: 白建军( 1969 ) ,男,博士,副教授,研究

方向为空间数据模型和 GIS应用。

Fir st author : BAI Jianjun( 1969 ) , male,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majors in spatial data model and application

of GIS.

E ma il : bjj@ snnu. edu. cn

(上接第 242页)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

[ 11] YANG Yuanxi. Theory of Robust Estimat ion and It s Applica

tion[M ] . Beijing: Ba Yi Pub lishing Hou se, 1993. (杨元

喜. 抗差估计理论及其应用 [ M ] . 北京: 八一出版

社, 1993. )

[ 12] YANG Yuanxi, SONG Lijie, XU Tianhe. Theory of Robust

E st imat ion for Geodet ic Correlated Observat ion [ J ] . Acta

Geodaetica et Cartographica Sinica, 2002, 31 ( 2) : 95 99.

(杨元喜, 宋力杰, 徐天河. 大地测量相关观测抗差估计

理论[ J ] . 测绘学报, 2002, 31( 2) : 95 99. )

[ 13] CARPENT ER R N, HARRIS J D, FOREM AN C R. Ba

thym et ric Su rvey: U sing a S eaBat 8101 Mult ibeam Echo

Sounder M oun ted in th e Forw ard Look ing Direct ion [ C]

Pr oceedings of IEEE C on feren ce and Ex hibit ion of

OCEANS 2000 M TS. Providence: IEEE, 2000.

[ 14] ZHU Qing, LI Deren . Error Analy sis and Process ing of

M ult ibeam Sounding [ J ] . J ournal of Wuhan Technical

U nivers ity of S urveying and M apping, 1998, 23(1) : 2 4.

(朱庆, 李德仁. 多波束测深数据的误差分析与处理[ J ] .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学报, 1998, 23( 1) : 2 4. )

[ 15] WU Ziyin, LI Jiabiao. T he Edit in g M ethods of Mult i

beam Survey Data [ J ] . M arin e Science Bullet in, 2000,

19( 3) : 74 78. (吴自银, 李家彪. 多波束勘测的数据编

辑方法[ J] . 海洋通报, 2000, 19( 3) : 74 78. )

(责任编辑:雷秀丽)

收稿日期: 2010 07 15

修回日期: 2010 11 13

第一作者简介: 王海栋 ( 1983 2011) ,男,硕士,助理工

程师,主要从事测量数据处理理论与方法研究。

Fir st autho r : WANG Haidong (1983 2011) , male, mas

ter, assistant engineer, majors in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surveying data processing.

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