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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机构改革的新形势下,全国基础测绘工作面临着新的需求与挑战,本文在分析传统基

础测绘产品的基础上,针对其劣势与不足,提出新型基础测绘产品体系的构成,对不同的产品类型进行

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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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national institutional reform, the national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is facing new needs and challeng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raditional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duct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new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ducts system, and studies 

different product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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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基础测绘是指建立全国统一的测

绘基准和测绘系统,进行基础航空摄

影,获取基础地理信息的遥感资料,测

制和更新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影像

图和数字化产品,建立、更新基础地理

信息系统。基础测绘是为经济社会发

展和国防建设提供基础地理信息的基

础性、公益性事业,是实现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和重要保障。本

文从产品体系以及关键技术角度着手,

在分析传统基础测绘产品的基础上,

对新型基础测绘的产品体系和实现技

术进行了研究。 

1 传统基础测绘产品形式 

传统基础测绘产品是以DOM(数字

正射影像图)、DEM(数字高程模型)、

DLG(数字线划地图)和DRG(数字栅格地

图)等4D产品为代表。由于受可视化表

达介质的限制和影响,在模拟测绘和数

字测绘阶段4D产品往往都以图幅的方

式进行组织,其内容都是反映物理世界

某个方面的特征。 

DOM是对航空(或航天)像片进行数

字微分纠正和镶嵌,按一定图幅范围裁

剪生成的数字正射影像集,反映的是物

理世界正视方向的纹理特征。它是同时

具有地图几何精度和影像特征的图像。

DOM具有精度高、信息丰富、直观逼真、

获取快捷等优点。DEM是通过有限的地

形高程数据实现对地面地形的数字化

模拟(即地形表面形态的数字化表达),

它是用一组有序数值阵列形式表示地

面高程的一种实体地面模型,反映的

是物理世界高差特征。它可派生出等

高线、坡度图等信息,也可与DOM或其

他专题数据叠加,用于与地形相关的

分析应用。 

DLG是利用点、线、面等几何图形对

物理世界进行对象化抽象表达,反映的

是物理世界空间几何特征。它的数据量

小,一般按分类分层组织,能快速生成专

题地图,能满足地理信息系统进行各种

空间分析要求,可随机地进行数据选取

和显示,与其他几种产品叠加,便于分

析、决策。 

DRG是根据现有纸质、胶片等地形图

经扫描和几何纠正及色彩校正后,形成

在内容、几何精度和色彩上与地形图保

持一致的栅格数据集。它的地图地理内

容、外观视觉式样与同比例尺地形图一

样,可作为背景用于数据参照或修测拟

合其他地理相关信息,使用于DLG的数据

采集、评价和更新,还可与DOM、DEM等数

据信息集成使用,从而派生出新的可视

信息,从而提取、更新地图数据,绘制纸

质地图。 

2 传统基础测绘产品所面临的

挑战 

虽然基础测绘已经历经几十年的发

展,其成果为社会各领域提供了不可替

代的基础性服务,但是在新形势下,也面

临了许多挑战。传统基础测绘产品在种类

上难以全面反映测绘新技术的发展。随着

遥感卫星技术、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

测图、倾斜摄影、无人驾驶等技术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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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成熟和发展,革新了传统的数据采集

模式和成果表达方式,出现了实景三维

模型、真彩色点云、全景地图、全景视

频流、高精地图等新型成果形式,传统基

础测绘没有将这些新型成果纳入其范畴,

其产品种类也无法反映新型测绘技术的

发展方向和趋势。 

传统基础测绘产品在信息深度上难

以完整反映物理世界。传统基础测绘4D

产品对于客观物理世界的抽象表达或过

滤表达,越来越不能满足政府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各行各业对

于基础地理信息的精细度要求越来越高,

如房产、消防、公安等部门要求房屋要

素除了需要位置、形状、层次等信息外,

还需要房屋的纹理、高度等信息,能够精

确到栋、层和户。 

传统基础测绘产品在数据组织上

难以很好地反映地物空间逻辑关系。如

在地形图中有道路边线、道路中线和道

路面等要素,但是各要素间的关联无法

有效组织表达,当统计某条道路的长度

或者占地面积时,虽然地形图中有相关

信息,但却无法很快地提供给用户想要

的结果。传统基础测绘产品表征的客观

物理世界对于其内在的关联关系鲜有

描述,虽然“看得到”,但却没有将地物

之间的空间拓扑和逻辑关系很好地反

映出来。 

传统基础测绘成果在应用上难以满

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现有的基础测绘

成果是按照多年不变的标准生产的,虽

然形式上变成了数字的,但执行的标准

还是纸质地形图的标准,成果品种单一、

社会经济和人文信息不全,基础测绘成

果标准化、制式化的产品形式,不适应信

息化社会和地理信息产业发展多样化的

需求,也难以满足用户灵活化、精细化、

个性化的需求。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高新技术的发展,以3S为代表的传统基

础测绘的技术体系迫切需要与之进行深

度融合,突破了一些核心技术瓶颈,促进

测绘技术体系的升级换代,这就倒逼我

们必须创新测绘成果的形式与内涵,创

新基础测绘生产技术手段、组织方式和

服务模式,进而创新测绘行业管理政策

机制,突破制约行业发展的政策障碍,因

此开展新型基础测绘建设刻不容缓。面

向自然资源管理新格局以及城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传统基础

测绘产品必须在来源渠道、组织形式、

产品种类、数据内容、生产方式和服务

手段等方面进行变革,推动按比例尺分

级测绘向按地理实体分级测绘转变、系

列比例尺地理信息数据库向非尺度的地

理实体全息数据库转变、全要素统测向

权威部门提供权威地理实体转变、各自

独立编码向唯一的地理实体编码转变、

固定产品模式向典型产品叠、基本公共

产品库和典型应用产品库,提出并建立

质量元素及评价方法体系,从而保证新

型基础测绘产品的质量[1]。 

3 新型基础测绘产品体系 

相较于传统基础测绘产品,新型基础

测绘产品体系的发展应以“继承与创新并

举”为原则。传统基础测绘产品按照产品

形态和数据组织方式等可以归纳为以

DLG、DRG、DEM和DOM为代表的4D产品,已

广泛应用于国土、规划、测绘、建设等行

业领域。随着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不断革新,

陆续出现了实景三维模型、真彩色点云、

全景地图、全景视频流、高精地图等比较

成熟的新型测绘产品,它们很好地满足了

专业领域和社会民众的灵活化需求,但并

未纳入基础测绘范畴,没有得到较好的归

集管理。因此,新型基础测绘体系下的产

品,按照其用途,可以分为地理场景产品

(GSP,Geo-graphic Scene Products)和地

理实体产品(GFP,Geo-graphic Feature 

Products)两大类[2]。 

3.1地理场景产品 

地理场景产品是指一定区域范围

内连续成片的反映现实世界原始地理

空间位置、形态和拓扑关系等信息的基

础测绘产品。它可通过增强现实技术

(AR)或虚拟现实技术(VR)等手段进行

可视化展示,如图1所示。地理场景产品

主要作为“底图”使用,能够形象、直

观地反映区域范围内地理空间分布形

态和地物间相互位置关系等,为用户提

供生动形象的可视化效果,包括实景三

维模型、可量测实景影像、激光点云等

新型测绘产品,还包括DRG、DEM、DOM(包

括航空影像和卫星影像等)以及DSM等

传统测绘产品。 

 

图  1 

3.2地理实体产品 

地理实体是现实世界中占据一定空

间位置、具有同一独立的语义属性或功

能的自然地物和人文设施。它具有识别

意义和地理空间特征。地理实体产品中

的地理实体和传统4D产品中的地理要素,

都是对物理世界一种现象的抽象,但是

地理要素只能把物理世界的一种现象抽

象成一种图元,如一个道路几何要素,它

只能包含道路中线或者道路边线或者道

路面；而地理实体可以把物理世界的一

种现象抽象成多种、多个图元,如一个道

路几何实体,它包含道路中线、道路边线

以及道路面等多个图元[3]。 

(1)从空间形态角度,地理实体可以

分为地理单实体、地理组合实体和地理

聚合实体。 

①地理单实体地理单实体是对现实

世界单一现象的直接抽象。如路灯,如图

2所示。 

 

图2  地理单实体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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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地理组合实体。地理组合实体是

由空间连续、类型相同的实体合并而成

的地理实体。 

③地理聚合实体地理聚合实体是由

若干具有一定空间关联性的实体聚合而

成的地理实体,如图3所示。如道路实体

是由道路几何、路灯、花坛、过街通道

等实体聚合而成。 

 

图3  地理组合实体示例 

(2)从产品应用角度,地理实体可

以划分为地理基本实体与地理扩展

实体。 

①地理基本实体对传统基础测绘

成果,尤其是系列比例尺数字地形图上

所有表达的地理要素必须全部作为地

理基本实体；满足自然资源调查、确权

和监管等职责需求,山水林田湖草矿等

自然资源实体也必须全部作为地理基

本实体。 

②地理扩展实体。根据政府管理部

门和社会各行业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应

用需求,会认为某些除了地理基本实体

以外的现实世界抽象具有识别意义和地

理空间特征,将这部分的现实世界抽象

定义为地理扩展实体,如图4所示。 

 

图4  地理实体产品示例 

新型基础测绘产品体系主要是围

绕地理实体产品进行构建的,应以“一

个地理实体仅测一次”为原则,摆脱传

统基础测绘产品生产对比例尺的依赖,

避免重复测绘。通过构建非尺度的具备

“一库多能、按需组装、定制服务”能

力的地理实体全息数据库,不仅能够从

中获取传统的基础测绘4D产品,而且可

以根据用户全方位、多层次和个性化的

应用需求,灵活定制与派生出数据类、

地图类、功能(接口)类和系统类的地理

信息产品。 

4 结语 

本文在分析传统基础测绘产品及其

特点的基础上,针对其劣势与不足,秉持

“继承与创新”的理念,创新性地提出了

新型基础测绘产品体系的构成较为系统

地阐述了对新型基础测绘产品体系发展

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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