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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期的发展中,我国工程建设规模在不断扩大,实际工程建设难度日益增加,传统的测绘技术已无法适应新时期

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野外施工中的测量防线工作,这就使得很多新型测绘技术应运而生,并在各个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地理

信息系统是一种先进的技术,有利于采集并管理地表中的各项信息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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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中,科学技术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

推动着测绘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测绘技术的主要目标是将数

据和图形应用到城市市政、工程策划中。目前,我国各个产

业、工程建设规模在不断扩大,这就对测绘工程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传统的测绘技术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技术人员

需要积极引进先进的地理信息系统,改善传统测绘技术中的

问题,实现预期的测绘效果,适应现代化城市的快速发展。 

1 地理信息系统概述 

目前,地理信息系统已被应用到社会各个领域中,又被

称为地学信息系统,简称是 GIS。在地理信息系统应用过程

中,技术人员需要深入分析并处理各项空间信息和数据,其

能够和计算机技术融合起来,分析、采集并存储相关的地理

数据,以此为基础,通过合理地计算这些数据,有利于分析数

据动态,为测绘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数据支持,地理信息系

统自身具有很大的优势,现已被广泛应用到各项工程项目实

施过程中,既能够实时采集相应的空间信息,又能够分析并

整理相关的信息数据,这些数据融入在数据库中,在很大程

度上实现了数据的充分利用,进而发挥出空间动态的实际作

用。 

2 地理信息系统的特点 

2.1 数据准确性高 

在实际工程施工中,传统的测量方式都存在很大的误差,

这种误差是毫米级的,且测量结果与测量人员操作熟练度、

操作方式等相关,在操作失误的情况下,极易出现误差问题,

而地理信息系统能够应用环绕地球 24 颗卫星组成扫描平面,

这样测量人员就能够在安装设备后,向卫星发送相应的测量

信号,这样卫星就能够及时地获取各项测量数据,及时向操

作人员反馈相关信息。在新时期的发展中,卫星拍摄技术的

精度得到了很大提升,其能够在数百里的太空区域中拍摄到

地面中的蚂蚁。除此之外,地理信息系统在测量工程中的应

用,能够减少因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与传统的测量技术相

比,地理信息技术能够实现 0.01mm 级的测量精度,这就使得

测量准确性得到了很大提升。 

2.2 不会受外界因素的影响 

在传统的工程测量过程中,测量、控制点选择极易受地

形、地貌、地质、气候等因素的影响,且难以在山区、高原

等位置开展测量工作,这时技术人员只能够使用等高线模

式、插入法,估测该区域的各项数据。同时,在大风、雨雪等

恶劣天气的影响下,工程测量和施工控制工作将会受到一定

的阻碍,在天气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下,无法开展高难度的

测量工作,这就对测量工作效率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而地理

信息系统测量位置主要在大气层外部,恶劣的天气条件不会

影响测量结果。除此之外,在工程测量和监控过程中,地理信

息系统只需要在测量位置中安装发射接收一体设备,无需进

行调平操作,其测量工作面比较小,因而不会受到地形、地

貌、地质等影响。 

2.3 测绘效率高 

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中,地理信息系统是应用卫星远程

测绘技术接收计算机测得的数据,其能够独立完成测绘、评

估等工作,有利于满足高效的任务需求。同时,在测量复杂性

强的地表环境过程中,技术人员主要是应用相关仪器设备,

直观、鲜明地测得地理数据。 

3 测绘中地理信息系统的功能 

3.1 空间分析和查询功能 

地理信息系统指的是运用分层处理方式构建数据库,这

就为地理信息系统开发和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实现

了原始图数据结果和查询结果的一致性。 

3.2 综合分析评价和模拟预测功能 

地理信息系统在地理存储和地理提取过程中,为人民群

众的各个方面提供了支持,相关技术人员需要深入分析地理

位置和地形特征的差异性,以此为基础建立完善的信息模式,

实现测量工作开展的稳定性。同时,综合分析评价系统的有

效应用为评价结果预测和推测的准确性提供了数据支持,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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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决策过程中各项风险的发生率。 

3.3 输出功能 

在地理信息系统运行过程中,地形图绘制是主要的功能

之一,其本质是地理信息系统的输出功能。与传统的手工制

图相比,地理信息系统能够应用卫星绘制地形图,实现了地

形图绘制的自动化,有效地提升了地形图绘制的精度和效

率。地理信息系统开发的主要目标是绘制地形图,这就为地

形数据库输出功能提供了技术支持。 

4 测绘中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 

4.1 采集数据信息 

在测绘工作准备阶段,技术人员需要应用不同方式,有

效地处理各项现实对象。在传统的数据收集过程中,数字信

息主要是应用原有的数据、聚脂薄膜地图完成扫描产生的,

而地理信息系统在数据采集中的应用,主要是由全球定位卫

星系统获取相应位置的坐标,并在地理信息系统中输入相应

的坐标信息,有效地处理各项数据。一般而言,在数据信息采

集过程中,传感装置,如摄像机、激光雷达、数字扫描仪等会

被设置在各个平台中,这些装置是相互连接的,这时传感装

置会将航空器、卫星搭建的数据处理平台,根据航空照片、

图片判读数字数据的特点,以合理地选择各项数据,在捕捉

数据的过程中,应用二维、三维形式,实现各项数据的有效传

输。 

4.2 数据的转化以及处理地理信息系统 

在测绘工作中,技术人员普遍应用数据处理软件编辑并

处理各项测绘数据,其主要是预处理各项数据,完成数据的

拓扑建模等工作。地理信息系统能够自动识别空间属性和空间

关系,有利于空间中各项数据的有效融合,实现临近数据建模

和研究的主要目标。在研究向量分析的过程中,确保拓扑数据

准确的情况下,技术人员就可以再次整合各项需要转化的数据,

使其转化成地理信息系统能够识别的格式,这样各项数据就能

够融合起来,为数据分析、处理和数学建模提供了保障。 

4.3 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处理 

数据预处理涉及的内容比较多,主要有数据信息收集、

转换、处理等。在完成数据预处理后,技术人员就可以应用

地理信息系统开展图形数据分析和计算等工作。地理信息系

统的空间分析能力比较强,能够针对获取有效、可靠信息的

空间进行分析,应用地理测绘系统探究并计算图像数据,以

及定量描述空间物体的空间位置,以此为基础研究并计算空

间各项事物的关系。同时,地理信息系统应用过程中,技术人 

 

员需要重视空间分析工作,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很强。同时, 

空间分析将区域科学、地理学、经济学、地球物理学等内容

进行了融合,还应用了拓扑学、图论、空间统计学等内容,

深入分析了各个空间构成,以此为基础对空间数据进行了处

理,并模拟和预测了空间过程,有效地调度并掌握了各项地

理空间事件。 

4.4 地理信息系统在测绘中的应用前景 

地理信息系统是顺应时代潮流而生的,必将对时代的发

展做出积极的贡献。在测绘工作中,地理信息系统有着比较

广阔的应用前景,一方面,我国“数字中国”的构建过程中,

迫切需要地理信息系统的参与,并发挥积极的力量,这是时

代机遇；另一方面,在未来的时代中,必然是尖端科技的时代,

地理信息系统作为尖端技术的一份子,必将与卫星定位系

统、遥感系统等尖端科技结合,更进一步促进测绘工作的开

展。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先进技术已融入测绘

行业的发展中,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推动着测绘工作的顺利

开展,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测绘工作的整体效率,减少了测

绘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因此,在实际测绘工程中,技术人员需

要积极研究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发挥出这项技术的优势,

推动测绘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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