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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对遥感航测技术在地图测绘中的应用价值实行刍议，对常用的遥感航测技术进行分析，最后对地图测绘中遥

感航测技术的应用策略加以探析，旨在地图测绘工作中合理运用遥感航测技术，充分发挥出该项技术的最大作用，保证地图

测绘工作的整体效率。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remote sensing aerial survey technology in map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alyzes the commonly used remote sensing aerial survey technology, and final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remote sensing 

aerial survey technology in map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 order to make rational use of remote sensing aerial survey technology 

in map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maximum role of this technology, ensur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mapp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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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现代技术的不断发展有效推动了不同行业的快

速发展，在地图测绘中使用先进技术有利于确保地图质量和

测绘的精度，防止受到相关因素影响发生误差问题 [1]。因而，

建议在地图测绘中运用遥感航测技术，避免受到天气因素的

影响，获得最理想的地图测绘作业的效果。

2 遥感航测技术在地图测绘中的应用价值刍议
遥感航测技术，是远距离探测技术的形式之一，采用传

感器对物体表面辐射、探测物体的形状，然后将物体形状反

射至遥感器的测量手段。遥感技术的应用过程中，会使用较

多类型的技术，发挥出技术功能，以航空摄影的形式拍摄测

绘区域探测照片，在形成照片后可将获取的图像存储于服务

器中，经后期计算获取航测图形相关数据，能够对后期分析

收集的遥感数据信息作分类处理，利于及时获取信息，与相

应地图区域作比较 [2]。这时会逐渐形成可视化信息，有助于

重点区域构建数据模型，观察到探测数据相关图形，将该项

技术运用到地图测绘中，便于在第一时间提取相关数据信

息，降低天气因素所致误差，同时避免产生地图信息误报的

情况，在地图测绘中运用具有重要的价值。

3 常用的遥感航测技术分析
3.1 航空测量遥感技术的应用

航空测量遥感技术是比较常用的技术，在地图测绘中应

用可确保地图的精度，融合了航测和遥感两种技术，通过使

用遥感技术在提高地图质量、远程数据分析处理能力、确保

地图制作效率及地图出图率方面的优势突出。近年来，遥感

技术的良好发展下，采取这一技术在各地形探测中能对不良

环境、地形相关数据进行测量，能够有效保障测量人员安全

问题。

3.2 航空摄影测图技术的应用
地图测绘获得技术方面的支持可提高测绘的精度，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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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地图测绘时采用航空摄影技术，不但能提高整体测绘水

平，而且利于确保后期数据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随着摄影技

术的不断优化，航空摄影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不同类型

设备、仪器的应用效果较佳，在地图测绘工作时对测量人

员业务水平要求较高，需要其合理使用相关专业测量技术，

及时对后期信息作数据化处理。航空摄影技术在地图测绘中

运用，可降低人工操作难度，即便在不良环境下作业也不会

受到天气因素影响发生停工问题，且能够降低相关干扰、保

证测量结果的精准性 [3]。将航空摄影测量技术、激光扫描仪

技术联合运用，会逐渐形成三维数据获得信息处理的最佳效

果，并为土地规划、坐标计算、地图绘制等多个方面提供技

术方面的支持。

3.3 智能一体化技术的应用
智能一体化技术，是在遥感航测技术之上进行完善的技

术，两者联合能够提高遥感航测技术的性能、规范遥感航测

技术的应用流程。与此同时，选用智能一体化系统会获得遥

感航测技术提取测绘信息、测绘数据的效果，便于为及时存

储、整理、加工、分析等方面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特别是

地理环境复杂的区域通过使用该项技术可以得到理想的效

果。地图测绘中的信息非常多，遥感航测技术可收集相关信

息、数据，然后整理、分析处理，借助智能化技术的作用对

大量信息数据进行分析，从而促进遥感航测技术的良好发

展，主要体现在可以提高这一技术的功能、降低工作人员的

负担、保证测绘数据精度等方面。

4 地图测绘中遥感航测技术的应用策略探析
4.1 在前期准备工作中的应用对策

为提高地图测绘工作的整体质量，除了完善流程外还应

保证测绘数据的稳定性，合理使用遥感航测技术会为顺利进

行地图测绘工作提供支持，这就要求在实际地图测绘前，由

相关技术人员认真做好前期准备工作，确定测绘目标、测绘

区域，对测绘区域表情况、地理位置是否准确进行分析，以

充分发挥出该项技术的应用作用 [4]。与此同时，需要对区域

内环境加以了解，尤其为地形、地质、水文条件、气候条件等，

旨在为测绘工作提供数据方面的支持。另外，应科学应用相

关工具、设备，要求准确掌握测绘区域具体状况、工具性能，

在地图测绘中规范使用测量汽车、GPS 仪器和全站仪等辅

助开展工作。

4.2 在布设控制点中的应用对策
在测绘范围加以控制有利于发挥遥感航测技术的作用，

这就需要科学设计点位，结合点位状况进行整合处理，前期

准备工作的实施可为后期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同时做好控制

点布控工作也非常有必要，便于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

在实行布控工作的时候合理设计点位，联系前期掌握的相关

状况确定测绘区域的范围，要求控制点数量满足测绘的实际

要求，目的为防止发生设计点位数量过多浪费、成本投入加

大问题，或是设计点位过少，不能达到实际需要的情况 [5]。

要求明确设置的重点，在实际测绘中对高程控制点和平面控

制点进行布控，确定重要的点位并借助网络 RTK 的作用设

置，在地图测绘的时候采用 GPS 动态系统确认不同点位，

以提高控制点测绘的准确性。另外，认真实行核对工作，因

地图测绘工作严密性强，因而在该项工作中需要对产生的相

关数据信息反复核对，从而提高地图测绘工作的效率、测量

数据的准确性。

4.3 检测数据分析中的应用对策
地图测绘工作中对于相关数据的要求较高，所以在对不

同数据反复分析后，再实行地图绘制工作即可，要求对数据

的精准性进行核查，以便获取真实的数据信息，为提升地图

的整体质量打下良好基础。通过联系各类测绘结果，筛选并

分析所有的数据信息，如果发现不符合要求或是错位的数据

应该在第一时间删除，防止在后续工作中对数据的应用造成

不良影响，发生资源浪费的现象。与此同时，所获取的数据

格式不正确需立即调整，以保证数据处理的整体效果，三维

地图为制作的主要内容，因而加强管控、合理使用计算机非

常必要，可采取人工修复、确认的形式处理。此外，建议将

人工草图、计算机绘制图联系起来，根据具体状况做好所有

数据信息的分析处理工作，比例尺关系到制图的质量，所以

应考虑到地图的功能需要确定比例尺，地图绘制工作比较复

杂，相关数据信息不断累积增加，才可以逐渐形成高质量地

图。如果是不能在地图上显示出来的物体，需要结合比例尺

进行展示，做好相应的标记工作，进而保证整体制图的质量。

5 结语
遥感航测技术的不断发展下，地图测绘工作中采用遥感

航测技术处理，可以提高地图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为顺利进行地图测绘工作提供良好的支持，发挥出这一项技

术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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