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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导航电子地图的普及、位置服务的蓬勃发展和大型区域日益增多,地图的内容将更丰富、

更详细,以满足人们精准定位、导航和导览的需求。本文从导航末端引导、区域导览的需求出发,给出区

域精细化地图的数据分层结构、内容和制作方法,实现如大型小区、景区、学校等,在1:50及更大比例尺

下精细化展示,实现到楼栋的精细导航需求,降低用户识图成本,同时提高终点准确到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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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电子地图等信息服务行业的快

速发展,导航电子地图也逐渐融入到人

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当前区域性导航

主要存在几个问题,(1)导航起点非用户

起点或导航过早结束(区域门口结束),

无法精确引导到终点。(2)依据终点就近

绑到 近道路,可能出现实地存在障碍

不可通达。(3)在进行内部路线规划时,

大门、路障和内部路属性缺失,导致路线

规划错误。(4)缺少区域内背景数据和内

部路,POI无参照,大多不准、不全。通过

对导航场景一体化精细建设,能降低识

图门槛、提高认知效率；导航路线的前

后进行区域的延伸,提高起终点引导精

准度,解决场景内缺乏引导的痛点。 

1 场景精细化数据分层设计 

1.1基础导航需求。基础的导航电子

地图,只需要将用户搜索的目的地与起

点之间的路线规划正确即可,不绕路,不

穿越一些不可以穿越的区域,从而更快

的将用户引导到所需要的目的地。满足

基础导航需求的数据内容主要包括POI

主点、方位门完整、POI间的父子关系正

确以及连接外部道路大门和路障之间的

信息完整,这样就可以保证在用户进行

基础搜索时不会绕路也不会穿越一些内

部区域,但无法满足精确引导的需求,如

果区域范围比较大,用户起终点是内部

子点或内部定位点,则需要用户根据区

域内自己的需求进行问路。 

1.2精细导航需求。精细导航需求则

要求对其终点进行精确的引导,从路到路

之间的引导趋向于门址到门址间的引导,

重要的是底图参照物要清晰。根据统计,

用户在步行或骑行导航功能下,真正进入

导航模式的仅40%,也就是说大部分的用

户习惯一边看着地图一边寻找目的地,这

就需要在导航地图可以显示出较清晰的

参照物才能使用户有满意的使用体验。满

足用户精细导航需求,需要清晰的背景和

POI以及完整的道路,区域内部的渲染一

定要贴近现实,才能让底图参照物更加丰

富逼真,对用户有较精确的指引。 

1.3个性化需求。此外,人们对于导

航电子地图的期待,已经不仅仅是简单

路线的规划,还需要一些功能的延伸,比

如可以提供室内室外导航、推荐路线、

语音讲解,推荐目的地周边信息,比如目

的地附近的景点、热门餐厅和网红打卡

地。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既可以增加

用户粘性,也能实现线上到线下的李亮

转换,从而增加地图变现能力。要满足这

样的个性化需求需要有精细的楼栋和

POI数据,并将不同的多元数据接入到基

础地图上,进行数据的融合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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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区域精细化数据整体框架为： 

2 制作流程与方法 

2.1资料获取途径。(1)遥感影像。

遥感影像是区域精细化地图制作的重要

来源,但无论是卫星影像还是高分辨率

的无人机影像,在空中视角都会存在树

木遮挡问题,因此,影像可以用来制作

AOI面和建筑物面,但区域内的水系、绿

地和内部道路,只能提取部分,对于植被

茂密的区域,需要采用其他资料和方式

制作。(2)区域地图。一般景区具有景区

内部地图,部分高校也有公开的校园内

部地图,这些都可以作为区域精细化数

据制作的资料。只要比例尺是正常比例

尺,这些清晰完整的区域地图,可以被快

速的矢量化。(3)实地采集。除了利用影

像和区域内部地图,也要进行实地的资

料采集,采集方式可以分为专业的自采

或众包采集。专业自采在通车区域通过

全景车的采集,而不可通车区域则通过

步行或自行车进行全景采集,专业自采

方式具有成果质量可靠和后期处理难度

较低等优势,但是由于一些封闭区域受

到管理限制,无法进入,这就需要进行众

包采集,也就是利用广大的用户采集进

行数据的完善。众包的优势是成本较低,

可以解决一些封闭和受限制区域许可采

集的问题,但众包采集的不足是质量较

难保障,需要进行后期的核查校验。 

2.2数据制作方法 

(1)绘制AOI面。AOI(Area of inte 

rest)：亦称兴趣面,指区域外轮廓,用于

区域的展示和检索。AOI可以参考POI、

路网、影像综合绘制。根据影像中建筑

物的风格、景观植被分布来判断范围的

边界；或对区域内的POI进行聚合判

断,AOI需要包含对应区域的主点和附属

的所有POI信息,比如出入口、方位门、

附属设施等信息；还可以根据路网进行

AOI面的判断,在明显以道路为边界的地

方,沿着外部道路绘制。(2)提取土地覆

盖面。精细化的土地覆盖描述地表精细

尺度的覆盖情况,主要用在导航地图的

背景精细化显示上,从而使地图更加真

实。数据内容主要包括绿地、水系和其

他场所,区域内除可归为水系、绿地外的

其他区块,都可归为其他场所(例如运动

场范围面、广场、停车场等)。土地覆盖

面主要是参考影像和区域地图进行矢量

化的绘制,可以通过不同地区的属性值

进行地区类型的划分,在导航地图产品

中通过不同类型值,配合不同颜色、图标

和文字对不同的地区进行渲染。(3)绘制

建筑物面。建筑物是指由人工建造的固

定建筑物,区域内明确判断为建筑物的

部分才进行资料的提取,对于其他简易

房和临时搭建的自行车棚、烟囱、油罐

等不进行提取。建筑物面的绘制,应追踪

影像中建筑物的顶面外围轮廓进行矢量

化,矢量过程要体现出明显的拐角细节,

但小于3米的拐角,比如一些阳台空调外

机等,可以进行合理的综合表示。参考影

像数据提取结束后,将矢量要素移至其

地基处,即建筑物阴影与建筑物相交处,

以保证位置的精确度。(4)POI规范化处

理。POI(Point of interest)：亦称兴

趣点,指能够进行特定活动的机构、系

统、组织、设施或场所。POI的规范化处

理主要指名称和父子关系的处理。同一

个区域内的POI,名称主体和结构需保持

一致,区域内设施和方位门的名称可统

一制作为：区域名称+“-”+方位门或设

施信息,例如：“羊城花园-东门”“蓟门

里小区-东门”“香山公园-停车场”。在

父子关系的处理上,需要注意关系的完

整性和层级正确性,例如：XX景区为父点,

景区内的子景点、景区的各个出入口、

售票处、停车场、游客中心等均为子点。

名称规范化和父子关系的建立便于分层

检索和引导计算。(5)内部路制作。区域

道路由出入口、内部主干道、内部毛细

道路组成,道路路形、属性需与实际一

致。区域内道路通过影像提取和实地采

集制作,所有封闭区域和不允许/不适合

经行的开放区域(如停车场、小区、学校、

公司企业、医院、商业市场等区域)内道

路,需赋值内部路属性,有大门路障的出

入口则属性赋值至大门路障结束,若开

放区域则赋值至AOI面的边界处。(6)各

要素空间匹配检查。 

①AOI-土地覆盖、建筑物、POI、内

部道路匹配原则(1)AOI面必须包括园区

内的背景面、建筑面、POI、内部道路。

(2)河流允许内部贯穿AOI面。(3)道路不

能来回穿插压盖AOI。②土地覆盖-建筑

物匹配原则。(1)建筑物可完全落在非水

系土地覆盖面内,其余压盖方式均不允

许,绿地不能压盖建筑物面；(2)建筑物

不允许与水系有任何压盖,除水上建筑

物；(3)建筑物不得落在停车场、运动场

范围面、体育场面内。③土地覆盖、建

筑物-道路匹配原则。(1)道路不能横穿

建筑物,通常情况下,建筑物边线应与道

路中心线保持距离大于3m,实际距离可

参考影像。(2)特定的场景可允许建筑物

压盖道路：商场内通行的道路,校区内的

回廊、穿过建筑物的道路。④POI-AOI、

土地覆盖、建筑物、道路匹配原则。

(1)POI与水系的左右关系要与现实一

致。除水上设施POI外,一般POI不得落在

水里。(2)有建筑物面时,POI必须落在其

对应建筑面内。(3)方位门类型POI点位

需在内部道路与外部道路交汇处。 

3 结论 

通过各类场景区域精细化数据制作

和渲染,为地图用户提供精细化的区域

导览图和精细化的导航体验。当用户检

索主点关键信息时,可以通过AOI面展示

区域范围,并通过父子关系分级展示所

有子POI,方便用户做下一级选择。当用

户选择主点作为导航终点时,可根据父

子关系、关键字匹配找到距离用户起点

近的方位门进行引导,减少绕路。同时

支持更为精准的区域内子POI检索,将用

户直接引导到楼栋处。针对特定场景,

例如景区,通过精细化的POI和内部道路

提供 佳游览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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