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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数据在地图生产中的集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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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了数字制图中多源数据集成应用的必要性, 阐述了多源数据的分类、分析评价和基本的处理方法,最

后介绍了多源数据集成应用的几个方面,并给出了具体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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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定位系统、数字摄影测量、遥感、GIS

等技术的发展和获取空间信息途径的多样化, 可

用于地图生产的数据以及各种带有地理特征的数

据源不断丰富, 如纸质地图、数字地图、卫星遥感

影像、GPS测量数据等。目前, 数字地图的生产基

本上已形成了针对多源数据集成应用的模式。在

地图生产中, 只有合理有效地利用各种数据源, 才

能保证地图产品的现势性和质量, 提高地图生产

效率。

1 多源数据的分类

1. 1 纸质地图

各种纸质地图包括系列比例尺地形图、专题地

图、各种图集图册、纸质海图、航空图等。

1. 2 矢量地图数据

矢量地图数据是地图生产非常重要的数据源,

包括系列比例尺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以及各种

GIS或图形软件生产的地图数据。

1. 3 栅格地图数据

栅格地图数据就是指栅格电子地图, 其存储结

构有别于矢量电子地图。在数字地图生产中, 许多

矢量数据都需要通过栅格数据矢量化的方式来

获取。

1. 4 全国公路网 GPS测量数据

国家测绘局在 2000年使用车载 GPS 建立了全

国骨干交通网的数据库, 该数据库包括了全国的国

道、省道信息。随着 GPS 移动测量技术逐步走向实

用化,公路网 GPS 测量数据的获取技术越来越成

熟,为公路更新提供了快速、准确的方法。

1. 5 导航电子地图数据

车载导航的重心是道路网络 , 道路网络数据

正确、完整地表达了道路的连通情况, 且道路位

置准确、属性完整。因此, 获取现势性好的导航

电子地图数据, 为公路更新提供了高效、准确的

方法。

1. 6 数字高程模型

数字高程模型以数学模型来表达区域内的地

貌形态, 是地理信息系统的重要的空间数据。在地

图生产中主要应用于制作地貌晕渲, 分层设色及生

成等高线等。

1. 7 遥感影像

随着遥感技术的快速发展, 目前已形成了高辨

率、多传感器、多频谱、多时相的对地观测卫星遥感

系统,可源源不断地获得大范围、高精准的空间信

息。这些空间信息, 具有很好的现势性, 在制图领

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8 文字资料

文字资料主要是指与地理要素的属性相关的

各种文字描述以及与社会经济相关的各种统计资

料等,如行政区划代码、国省道的名称和编号、河流

代码、经济产量等。

2 多源数据资料的分析整理

资料收集阶段主要是尽可能多的收集与制图

区域相关的各种最新资料。在对搜集到的资料进

行简单分类以后, 必须对这些多源数据资料进行系

统地分析和整理。

2. 1 可靠性分析

地图可靠性是指地图内容与现实情况的符合

程度,即在地图上表示内容的可靠程度。一般来说

可以先看一下地图资料的生产单位和出版单位。

通常专业测绘单位比非专业单位可靠; 正规出版单

位比非正规出版单位可靠; 本地出版单位编制的成

果比外地出版单位编制的成果可靠。

2. 2 现势性分析

资料现势性的分析,主要是利用最新的相关资

料进行比较检查。若是普通地图数据, 可以与最新

公布的行政区划变动手册进行对照; 若是自然地理



方面的专题地图, 可利用遥感资料, 结合大比例尺

地图或一些文字资料, 检查确定资料内容的现势

性。纸质资料若没有截至日期,可以从出版日期来

推算。

2. 3 内容的完备性分析

内容的完备性通常与地图的比例尺有关, 地图

比例尺越大其内容越完备。对相同比例尺的资料

可通过图内要素的比对以及图例的比对来判断。

数字地图内容的完备性还包括数据属性的完备性,

属性的详细程度将直接关系到该数据资料的用途

大小。

2. 4 数学精度分析

全面正确地分析现有资料的数学精度对于下

一步资料的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数学精度分析

的内容包括采用的大地坐标系和地图投影、平面几

何精度和高程精度等等内容。带属性的数字地图

还要分析一下属性的正确性。

2. 5 确定数据的使用程度

在对资料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 对其作出

简明评价, 并结合新编图的比例尺和用途要求确

定各种资料的使用程度, 明确基本资料、补充资

料和参考资料。对于具体的某一种资料, 还应进

一步明确具体使用的内容, 更新或修测的要素

层。当某种要素用一种资料修测不能满足要求

时,可以同时使用两种以上资料, 但必须明确以

哪种资料为主 , 哪种资料为辅。另外, 还可以用

一种资料来确定要素的平面位置, 而用另一种资

料确定要素的属性。

3 多源数据的处理

由于多源空间数据的多比例尺(多精度)、多数

据格式等因素, 多源数据在集成应用前必须首先进

行资料的处理, 将矢量数据资料转换到成图的地图

投影和坐标系统; 对栅格图像、影像进行几何纠正

和变换。

3. 1 格式转换

当现有的矢量地图数据格式与成图的数据格

式不一致时,需进行必要的数据格式转换工作。实

现数据格式转换的主要方法有:编写专门的数据转

换程序进行转换, 或通过一些商用软件的交换格

式,如 Arcinfo 的E00格式、Arcv iew 的 shape格式、

Mapinfo的 mif 格式、AutoCAD 的 dx f 格式等, 实

现不同软件之间的数据转换。

3. 2 坐标系转换

目前, 我国的地图数据和地图产品中主要采

用的坐标系是 1954年北京坐标系、1980年西安坐

标系、WGS 84 坐标系( GPS 坐标系) , 还有少部分

采用了最新的 2000 坐标系。从旧的坐标系转换

到新的坐标系就必须通过专门的转换程序进行

转换。

3. 3 地图投影变换

地图投影变换是指从一种地图投影点的坐标

变换为另一种地图投影点的坐标。当数据资料与

成图数据采用不同的地图投影时, 就需要进行地图

投影变换。在地图生产中, 根据制图区域大小、比

例尺和用途的不同, 常用的投影有: 高斯一克吕格

投影、等角差分纬线多圆锥投影、双标准纬线等角

圆锥投影、双标准纬线等面积圆锥投影、墨卡托投

影等。

3. 4 几何纠正

几何纠正一般采用数学方法将不同来源的资

料进行缩放、拉伸、旋转, 获取相同比例尺、同一坐

标系下点位能够相互套合的地图数据。几何纠正

可以对栅格图像进行纠正, 也可以对矢量数据进行

纠正。常用的方法有: 四点纠正法、二元多项式纠

正法和三角网仿射纠正法等。

3. 5 数据综合

地图生产并不是资料的简单堆积。当利用大

比例尺地图数据编制小比例尺地图产品时,就需要

对原始数据进行制图综合, 得到满足要求的地图数

据。数据综合的基本方法有选取、化简、概括、位

移。选取主要是对要素进行取舍; 化简主要是对数

据点进行压缩化简; 概括主要是对小的面状要素进

行合并; 位移主要是处理要素间的关系。

3. 6 编码转换

目前存在国标、军标以及涉及地理信息的行业

标准等多种标准, 不同的数据之间要进行编码转换

才能使用。

4 多源数据在地图生产中的集成应用

4. 1 多源数据集成的方式

在实际应用中, 多源空间数据之间的集成目前

常用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4. 1. 1 遥感图像之间的集成

主要包括不同传感器遥感数据的集成和不同

时相遥感数据的集成。来自不同传感器的信息源

有不同的特点,如用 TM 与 SPOT 遥感数据进行集

成既可以提高新图像的分辨率又可以保持丰富的

光谱信息;而不同时相的遥感数据集成应用对于提

高地图的现势性或进行动态的专题信息监测具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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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2 地图图像之间的集成

地形图精度高、更新慢, 而专题地图在专题内

容上更新快,例如交通图、城市旅游图, 但其精度不

高。地形图与专题地图之间的集成可以解决既要

求高质量的定位精度又要求数据内容的现势性的

问题。

4. 1. 3 遥感图像与矢量数据的集成

遥感图像能提供时效性强、准确度高、具有综

合性的定位、定量信息, 而矢量数据精度高, 但存在

时间上的滞后性。这两者可以很好的集成, 进行互

补。一方面可以利用矢量数据来处理遥感图像, 将

遥感图像纠正成正射影像, 另一方面可以与矢量数

据叠加使用,用来更新矢量数据。

4. 1. 4 矢量数据与 GPS 数据的集成

GPS 是当前获取坐标最快、最方便的方式之

一,精度较高。将 GPS 数据匹配后导入矢量数据,

作为底图叠加, 这样可以快速发现需要更新的数

据。根据 GPS 数据对矢量数据进行更新, 提高了矢

量数据的现势性。

4. 2 多源数据集成应用的实例

多源数据的集成应用一般使用数据叠加和数

据转换导入的方法。多源数据集成应用的实例很

多,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多源数据在 1 1 000 000

地形图生产中的应用。

1 1 000 000地形图采用多源数据集成和综合

应用的技术,选用 1 500 000地形图数据为主要资

料进行综合,地貌选用 1 1 000 000 航空图数据为

主要资料, 海部要素选用 1 1 000 000民用航海图

数据,采用制图综合的方法。为保证数据的现势

性,同时使用了遥感影像、车载导航数据、国家高速

公路网命名和编号规则、省级高速公路命名和编号

调整的文字资料、交通图集、分省图集、旅游图等纸

质资料。其具体的应用为:一是将四幅 1 500 000

地形图数据符号化, 利用制图综合的方法进行缩

编; 二是将航空图数据中的等高线数据进行投影变

换, 符号化进入系统; 三是通过编码体系转换、投影

变换、空间数据内容综合和数据格式转换等, 将海

部数据导入系统, 并叠加海图底图进行数据的整

理; 四是对遥感影像进行纠正, 叠加在地图数据下

对道路、居民地的轮廓、水系、植被进行更新; 五是

对车载导航数据进行坐标系转换、数据格式转换和

数据符号化, 导入系统, 通过新旧道路的对照, 进行

道路的更新; 六是利用最新的高速公路命名和编号

规则,同时结合图集资料, 对有变化的高速公路编

号和名称进行纸图标描,然后在标描的基础上进行

高速公路编号和名称的修改。

5 结 语

多源数据的集成应用是数字地图生产的重要

组成部分。利用多源数据进行地图生产是一项复

杂的工程, 首先是通过各种渠道有目的地收集资

料, 然后要开发出一个集成的信息平台系统。在该

系统中需包含基于栅格和矢量的各种数据处理模

块及数据转换模块, 以支持各种数据资料的集成应

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数字制图中的数据源会

越来越丰富, 如何合理、高效地利用这些多源数据,

最大程度地缩短生产周期, 提高成图质量, 还需我

们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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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the multi sour ces data s integ r ated application in digital mapping, w hich is

including data co llection, data sor ting, data analysis and data pro cessing. At last it intr oduces sever al way s o f multi sources

data s integr ated application and a specific ex 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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