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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字 化 成 图 的 几 点 意 见

李 维 功
(中国航空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 北京 10 0 0 8 6 )

0 引言

现代地图制图以高度 自动 化 技术为基

础
,

藉助于图形学和计算机及 其外围设备
、

测量 自动化采集数据设备
、

遥 感 和卫 星 影

像等
,

正在实现成图自动化
。

大比例尺地形

图测量机助制图系统的发展
,

使地形图向数

字化方向迈进
,

而可能最终与新兴的 G 巧接

轨
。

文 中所提的数字成图概念是指地形图制

图的自动化
。

随着测量仪器现代化和电子计

算机的发展使得数字化成图技术逐渐成熟
。

如今
,

各种数字测图软件正应用于广大测绘

部门
,

减轻 了外业及内业工作量
,

也保证各

种用户的需求
。

本文之 目的在于如何评价如

此多种的数字成图软件
,

怎样使它适应我们

的测量工作
。

1 数字成图发展现状

随着测量仪器的 自动化 和 计 算 机的发

展
,

数字成图技术的研究也 已 取 得 重大突

破
,

且在生产中广泛应用
,

发挥着愈来愈重

要的作用
,

也为建立测绘数据信息库打下基

础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测绘成果必将以数字

信息形式而提供
。

国外早在 70 年代初就开始了地面数字地

图的研究
,

经过 20 年的发展 已经大量应用 于

生产之中
。

我国虽起步较晚
,

但 目前已取得

可喜成果
,

有些还达到国外先进水平
。

概括

的讲
,

我国的数字化成图的研究大致经历了

三个过程
:

第一过程是从 8 0 年 代 初至 19 8 6

年
,

这期间只有少数
一

单位和个人进行这方面

的研究
,

在引进 国外软件基础
,

开发适应我

国情的数字测图系统
,

但 由于国内的客观条

件限制
,

难以在生产中 运 用
。

第 二 过程从

1 9 8 7 ~ 19 91 年
,

这期间国内数字 化 成 图 的

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

推出了若干系统
,

并在生产中大量使用
。

这时
,

数字成图理论

日益成熟
,

各类微机开始普及
,

利用 P C 一 1 5 0 0

开发出各种测量记录手簿也 已 日臻完美
,

同

时内业处理系统也逐渐成熟
,

不仅仅解决地

形方面
,

在地下管线
、

地籍测量方面也取得

重大成果
。

但由于我国地形复杂及人员素质

的限制等因素影响
,

推广普及有些缓慢
。

由

于生产中遇到许多实际问题
,

一方面必需优

化
、

改进 已成测图系统
。

另一方面要求向实

时测量发展
。

在各个系统对编码的研究基础

上
,

藉助于菜单法
,

暂称之为第三过程
,

时

间从 1 9 9 1年至今
。

产生了
“ 电子平板

”
数字

测图系统
,

即用便携机外业测图系统
,

加之

采用W i n d o w s
技术

,

用户界面十分友好
,

出

现 了如采用 8 0 8 8 C P U 制做的电子手薄的数

字成图系统
。

纵观我国的数字成图 系 统 的 研制
、

使

用
,

大体上可分成两类
:

一 类 是 直 接采用

A ut o C A D开发的数字成图系统
;

另一类就

是利用 高级语言开发的具有独立性的数字成

图系统
。

采用 C A D 开发的数字成图系统
,

其

图形编辑较为简单
,

对于开发者来说也十分

容易掌握
,

但也有许多不足之处
,

一是 C A D

的灵活性不够
,

对于用户设置
、

数据计算等

方面都不十分方便
; 二是对于大量的数字信

息处理分辨能力差些
,

对图形的生成
,

显示速

度缓慢
,

使得生产效率不大
;
再有就是 C A D

开发的软件对计算机要求高
,

即内存大
,

运算

速度要快
,

和全站仪相互联机通信也十分不

方便
。

正因 C A D有如此局限性
,

软件研制者

们开始采用高级计算机 语 言 ( 如 B A SI C
,

F O R T R A N 及 C语言等 ) 加以汇编语言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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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自主性更大的测图系统
,

对于各种硬件设

备间的通信控制能力很高
,

图形编辑器的性

能 日趋完善
,

人机交互方式十分容易
,

极大方

便了操作人员
。

近来
,

一些系统支持W i n d -

。 w s ,

在菜单设置
,

内存管理
,

操作管理上

有很大突破
。

主程序采用先进的 B o r l a n d C

十 + 语言设计
,

更使得数字成图技术产生飞

跃
。

这也为专题信息系统 ( 如 地 籍 信 息系

统
,

道路管理网信息系统等 ) 的建立
,
数字

地图的应用 ( 如纵横断面设计及各种工程设

计等 ) 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环境
。

从技术角度说
,

数字成图系统可分为内

业和外业两部分
。

外业是指地面数据的采集

及予处理
,

内业即是数据结构的转换
,

图形

生成
,

图形的编辑及输出图纸 ( 地形图或是

专业图 )
。

外业数据的来源
,

一般为三种方

式
:

航摄图采集地形数据
,

原有图纸的数字

化和人工野外数据采集
。

这三种数据来源根

据不同的需要而选择
,

目前对于人工地面数

据的采集研究最多
,

争议也最激烈
,

各种方

法
,

各种手段层出不穷
,

但大体上可分为采

用专用的电子记录手薄和以 F C一 1 5 0。或 E 50 o

为主体开发的记录手薄及全站仪 + 便携机数

据采集处理这三类
。

这几种方式 各 有 优缺

点
。

值得一提的是全站仪 十便携机这种方式

突破了以往的模式
,

接受全站 仪 采 集 的数

据
,

人工辅助输入地物类型分类即可在屏幕

上展点绘出
,

实现了边测边成图
,

测量错误

即可发现
,

现场就可修改
,

真正做到内外业

一体化
,

这种方式在生产单位占主导思想
。

但由于我国客观现实的限制
,

便携机能否大

量普及以及便携机对外业环境的适应做进一

步分析
,

但可以予见到不远的将来便携机会

成为测量人员的基本工具
。

2 数字成图系统的评价

面对如此众多的数字成图系统
,

生产单

位如何选择适合 自己的软件
,

实际运用中又

注意哪些问题
,

下面谈一谈我个人的观点
。

每家数字成图系统尽管编 制 的 程 序不

同
,

具体的使用也不同
,

但都是外业采集数

据
,

内业绘图机绘出所需的 地 形 图 或专业

图
,

因此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考虑
:

2
.

1 从其设计思想上看
,

是否是 自己需要的

数字成图方式
,

前 已说过数字化测图系统大

致有两种
,

而每一种又有许 多家的软件
,

这

就要看能否完成自己工作的特殊性
。

其提供

的方法是否符合本单位的作业习惯
,

与原先

作业方式相似
,

推广使用就容易许多
。

这些

都是每一系统 内在的东西
。

其设计思想是否

先进应是第一考虑的
,

今后能否发展是潜在

生命力的表现
。

因现代科技发展 呈 加 速状

态
,

软硬件更新快
,

如不考虑今后发展
,

无

疑是背了个包 袱
。

目前 的 各种 软 件 有用

B A S I C编的
,

有 F O R T R A N 编的
,

有 B l a n d

C + 十 ,

也有的是用汇编语言加上 某一高级

语言编制
。

2
。

2 数字地面模型 ( D T M ) 是否合理
,

其

算法是否严谨
。

许多人在研究 D T M 算法
,

能否很好地解决等高线是数字成 图软件中的

重要部分
。

2
.

3 数据采集方式是否优越
,

能否解决多种

数据采集方式
。

一套好的系统即能接受航测

信息
,

又能使用数字化仪
,

及各种 电子记录

手薄
,

也应使用
“ 电子平板

” 系统
。

不管使

用哪种方法采集数据
,

最关键一点就是方便

操作
,

具体的就得看本单位适 应 哪 种 方法

了
。

采用 P C 一 1 5 0 0或是 E s o o记录碎部点比较

简单
,

但操作人员需记忆大量编码
,

手工绘

草图
,

就带来许多不便
。

而用便携机外业实

际测绘系统
,

直观性好不需记 忆 复 杂 的编

码
,

出错能及时发现
,

这就有其许多优点
,

另一方面看
,

便携机对外业的工作环境适应

性如何
,

目前这方面讨论也相持不下
,

但可

以说今后肯定会有更适合外业环境的便携机

出现
。

2
.

选 人机交互方式是否友好
。

人机交互方式

也就是用户界面
,

好的交互 方 式 应 分类简

单
、

直观
,

易于操作
。

目前大多软件采用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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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造船厂老滑道水平位移监ffll i实录

王 敏 人
(中国船舶 1业总公司勘察研究院 上海 2 0 。。6 2 )

【提要】本文主要介绍造船厂老滑道水平位移监测的部分实录
,

根据工程的需要和环境 条件
,

采

取相应的技术方法
,

有一定实用性
,

供同行参考
。

IA b s t r a e t l T五
e 五i s t o r i e s 。

f t五。 五o r i z o n t a l d i s p l a e e m e n t m o n i t o r in g f o r th e 。 l d 、 l id e 。 r t h e

s h i p y a r d a r e m a i n ly i n t r o
d

n e e
d in t h i s p a p e r .

I t 五a s s o m e p r a e t ie a b i l i ty t h a t th e t e e h n iq u e m e t h o d

s h o 住
ld b e a

d
o p t e d b a s e d n n th e r e q u i r e m e n t s a n

d
e n 丫 i r o n m e n t a l e o n

d it i o n s o
f

e n g i n e e r i n g
.

1 概况

武昌造船厂老滑道始建于 1 9 5 0年
,

全长

3 7 4
.

6 3 5 m ( 水平投影 ) ; 滑道纵断面呈 圆弧

形
,

其半径为 14 3 17
.

4 95 m
。

滑道东 首 是过

船台及横移区
, 西端入长江

; 北侧 30 一 60 m

是防汛墙
。

老滑道设计带重 量 为 1 00 t
,

因

生产发展需要
,

现已增加至 2 50 0 t
,

且年久失

修
,

变形极为严重
。

为满足生产发展要求
,

在南侧与老滑道中心轴线平行24 m 处拟建新

滑道
。

为在新建滑道施工期间
,

能及时反映老

滑道的变形程度
,

确保老滑道的安全
,

维护

船厂的正常生产
,

为此在新建滑道的施工期

间对老滑道作变形跟踪监测
,

控制施工开挖

速率和程序
,

具有指导及预控意义
。

老滑道的变形监测分垂直位移及水平位

移二项
。

本文谨对在
“ 变形监测工程平面控

制网
” 下对老滑道的水平位移监测的施测方

法
,

以及计算公式加以叙述
。

2 水平位移监浦内容

本监测工作与现场施工配合均在长江枯

水期进行
。

从施工现场的工作考虑
,

仅对老

滑道。 + 8 0 ~ o + 2 4 0断面 (陆上部分 ) 进行监

测
。

( 1 ) 对老滑道的四根钢轨作水平位移

监测
。

( 2 ) 对老滑道的南侧抗滑结构
,

横梁

及老滑道北侧马道边坡进行水平位移监测
。

以上两项水平位移 监 测。 + 80 ~ o 十 24 0

每间隔 20 m 设一断面
,

每断面设 7个监测 点
,

即四根钢轨各一个
;
抗滑结构的承台板上滑

道横梁上 以及马道边坡各设置一个 ( 详见图

1 )
。

幕菜单操作
,

汉字显示
,

即使不太熟悉的人

员经过摸索也会很快熟练
。

在 W i n d o w s下

运行的软件使得菜单窗口更易作到灵活
、

方

便
。

2
.

5 图形编辑功能是否完善
,

成果输出形式

是否完美
。

计算机将采集的数据生成地形图

后
,

一般均需人工对其再编辑
,

如个别地形

的修改
、

加注记及图廓整饰等等
。

这部分工

作的方便与否也决定了整个系 统 的 工 作效

率
。

地形测量的成果不仅是图形
,

还需数据

成果表 ( 如控制点成果表
、

控制点分部及各

类竣工资料等 )
,

这部分将影响到整个系统

的完整性
。

除了以上归纳的评价一数字成图系统的

几个方面
,

还应考虑其它许多因素
,

如加密

状况
、

运算速度
、

成图质量
、

价格及其研制

单位的信誉等等
。

最后再提灼就是不论对待

哪套系统
,

应分析他是否据有再发展的可能

性 及其自我完善能力大小
,

能随着新仪器
、

新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其系统功能的软件才具

有强大的生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