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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五）数据利用率高 传统地形图在地形复杂、地物众多的地方，会产生图幅内地
形、地物符号过多而无法容纳的问题，即图形元素超出了负载量。
为此，解决的方法是对该测图范围加大图幅幅面（扩大测图比例尺），或者测绘时省略部分次要地形
、地物。
因为一次测绘过程只能实现单一的目的，所以资料利用率较低。
数字地形图将不同的地图元素分别存放在不同的文件或同一文件的不同单元中，用户根据不同的用途
，选择不同的方式进行图层组合显示，使得地形图主题清晰，并且能在计算机显示器上无级缩放阅览
。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地图的信息存储不再存在负载量的问题，测量工作采集数据时，可根据
需要进行，不必考虑比例尺因素。
 （六）易于发布和实现远程传输 对于传统地形图来说，实时发布和远程传输是难以实现的。
然而，对于数字地形图产品，随着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网上地形图发布系统的逐步完
善，通过计算机网络实现地形图产品的实时发布和远程传输已经成为可能。
 四、数字测图技术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测图技术的日趋成熟和野外数字化测绘设备价格
的大幅度下降，国内各测绘单位采用野外直接数字化测图的作业方法已经没有任何障碍，数字化测图
以其精度高、作业效率高、经济效益高的技术经济优势，已经淘汰了传统方法。
但野外数字测图毕竟是一种人工小规模作业的模式，其固有的作业时间长、费用高的劣势，使其不可
能在辽阔的领域大规模、大面积地采用，所以，今后的发展趋势将是采用数字化摄影测量方法，周期
性地完成大区域的较小比例尺地形图测绘任务。
野外数字化测绘方法将更多地用于小区域、大比例尺的地形图测绘，或是局部修测等任务。
 在外业设备方面，全站仪组成的数字化野外采集系统仍将是数字化地形测量的主要设备，并且随着技
术进步和成本降低，仪器价格会继续下调，其成为普通测量设备，基本淘汰传统光学经纬仪已逐步实
现。
另外，GNSS实时动态测量技术（RTK）的迅速发展，也使得GNSS技术成为数字化地形测量数据采集
的另一重要手段。
虽然GNSS具有全站仪不可比拟的不需通视、单机作业、作业范围大的优势，但是由于GNSS定位要求
天空开阔的固有缺陷，使其在当前还不可能全面取代全站仪。
可以预见，今后大比例尺数字化测图系统将会是全站仪、GNSS—RTK组成的测绘系统相互结合、取长
补短、并行不悖的局面。
 8.1.2野外数据采集 一、野外数据采集模式 大比例尺数字地形图野外测绘的方法目前主要是使用全站
仪和GNSS—RTK（Global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Real Time Kinematic，具体参见本书第6章）等测量
仪器设备和技术，在实地采集地形图全部要素信息，以电子数字形式记录测量数据，再经过计算机的
进一步处理，生成数字地形图。
与白纸不同，数字化测图在外业采集时，必须在工作现场以计算机能够识别的数字形式采集和记录测
点的连接关系及地形实体的地理属性。
野外数据采集的作业模式，取决于使用的仪器和数据的记录方式。
目前野外数据采集有三种模式：草图法数字测记模式、电子平板测绘模式和GNSS—RTK测绘模式。
下面重点介绍草图法数字测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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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测量学(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校土木工程（含道路工程、桥梁工程
、建筑工程、隧道工程、岩土工程等），港口航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交通工程等专业及相近专业
的教材，也可作为土建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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