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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测绘
、

规划设计C A D衔接中

数字地图的若干问题

梅 听 岳 陶 亦 军
(中国兵器工业勘察研究院 北京 1 0。。 5 3)

【提要】本文论述了测绘
、

规划设计 C 民D系统之间数据传递形式— 数字地图及如何在已形成的

测绘
、

规划设计各自系统基础上实现数据传输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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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近十几年来
,
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在计

算机应用领域里
,

取得了迅速发展
,

促进了勘

察
、

设计部门大力采用计算机
,

提高了勘察
、

设计技术工作的 自动化程度
。

勘察行业的测绘部门在应用计算机于大

型数值计算的同时
,
开发与研究大比例尺地

形测量机助制图系统
,

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

相

继出现 了各具特色的机助制图系统
,
在生产

中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
。

与此 同时
,

设计部

门在各个专业领域里应用计算机
,

提高设计

部门工效
,
其中规划设计部门研究出规划设

计 C A D系统
,

并在规划设计应用 日趋普遍
。

在这种形势下
,
凭藉地 图衔接传统勘察

设计行业的生产工序与这些行业采用计算机

辅助设计技术之间
, 出现了新矛盾

:

一方面

勘察 测绘部门采用机助制图系统 自动绘制地

图
,

供设计部门使用的依然是绘出的传统地

图 ; 一方面设计部门的规划设计采 用 C A D系

统
,
把地 图经扫描仪或数字化仪等手段处理

后才能使用
。

这里做 了本来可以不做的琐碎

的重复工作
,
还可能丢失测绘部门采集数据

的 已有精度
, 严重地影响 了勘察

、

设计 C A D

系统各自的效率
。

解决这里产生的矛盾
,

有两条途径
。

第

一条途径 由设计部门从规划设计角度出发
,

设计大比例尺地形 测量机助制图系统
。

这时

勘察测绘部门按要求采集数据
,

向设计部门

提供采集数据的软盘
。

这里对野外采集数锯

的要求极严格
,
有时甚至不可能实施

,
不仅

不能充分发挥测绘部门的效率
,

而且丧失 了

数据采集不典型时补救的机会
。

设计部门处

理 由测绘部门提供的原始数据
,
在不了解实

际地物
、

地貌情况下
,
制图后可能出现局部

失真
。

不仅如此
, 由设计部门设计测绘制图

系统形成的数字地图
,

包容信息面窄
,

用途

单一
,
不能满足社会上各行业使用地图的多

功能要求
, 因此局限性太大

,
实不可取

。

另

一条途径由勘察测绘部门从规划设计角度出

发
,

充分利用测绘专业技术设计大比例尺地

形测量机助制图系统
。

这时测绘部门提交规

划设计的
,
不只有系统所绘地图

,
而且提供

DW G文件即数字地 图
。

这里的数字地 图 可

以满足社会上各种情况的用图要求
,
也可 以

做为地理信息系统 ( G IS ) 的信息源
。

目前勘察测绘部门的 C A D 系统 与 设 计

部门的规划设计 C A D系统
,
均在自 我 封 闭

状态下形成的
,
无论哪个系统也没有考虑前

后工序的关系
, 只是各自从常规工序关系的

立足点研究考虑本系统
。

这样勘察测绘部门

建立大比例尺地形测量机助制图系统
, 只考

虑系统如何能完美地成图
,
满足规范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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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各行业提供地图
; 而规 划 设计 C A D

系统的形成
,

是按设计人员的想法安排数据

传递标准基础上进行的
, 没有考虑测绘部门

提供的最合理 数据传递形式
,

造成本应有机

衔接的测绘
、

规划设计 C A D系统成 为 两 个

不兼容的系统
,
无法偶合

。

为了克服这种不

兼容性
,

不需要放弃各自系统
,

只要求各系

统在尽可能 范围内协调数据传递标准
,

重新

研究各自系统
,
增补某些功能

,
使测绘规划

设计 C A D系统有机地衔接起来
。

勘察测绘市场面临这样一个事实
,

规划

设计不仅需要地图
,

而且在目前要求部分数

字地图
,
将来甚至要求全部提供数字地图

。

数字地 图是以磁介质为载体
, 包容了空

间定位坐标
、

拓朴信息和属性信息
,

可被通

用图形支撑系统接受的地图数据 文 件 的 集

合
。

数字地图或作为 G I S信息源
,
其形式 多

为关系 ( 或 网络 ) 型的图形数据库
,

或作为

规划设计基础资料
,
其格 式为 C X F或 D W G

文件
。

本文所述数字地图专指后者
。

1 规划设计部 门对数宇地图的要求

上面已经说明了数字地图就是以数字形

式表示和存储的地图
, 为 了弄明白规划设计

部门对数字地 图的要求
,

需从地图功能说明

开始
。

测绘部门提供的地图
, 必须遵循国家颁

布的有关法式和测绘理论
,
从社会综合要求

出发满足多用户要求
,

因而图面信息量大
。

在供规划设计使用时
,

图上有些信息可能是

不必要的
,

同时也可能需要的信 息 又 不 存

在
。

规划设计使用地形图
,

是从地物
、

地貌等

自然地理要素和建构筑物
、

植被分布情况等

社会经济要素
,

结合实地合理地选择总体规

划
,
进行面积

、

土方
、

坡度和距离等量算
,

作为设计方案的比较和施工设计的依据
。

由上可知
,

规划设计对数字地图的基本

要求
,

应为能在屏 幕上确定方位
,

提取任一

点的三维坐标
,
能方便地求得为计算面积

、

土方和坡度等必要的计算参数
,

能 正确地给

出统计地类
、

地物等各种社会经济要素的计

算元素
,
能使规划设计人员结合 自己的设 计

形成各类图件
,
例如用地规划组织示意图

,

功能分区示意图
、

地形改造示意图等等
。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各设计院的规划

设计 C A D 软件运行环境和驻留平台的不 同
,

可能还会有以下要求
。

依据数字地图设计的

空间会受到计算机容量的制约
,
希望每幅图

信息量 占据的字节数为最小
, 以便尽可能多

地装入若干幅图运行
,
也可能要求装入的数

字地 图同时能把形成它的某些信 息 传 递 过

来
,

例如测图的比例尺
、

相邻 图幅的信息等

等
。

2 测绘
、

规划设计 C A O衔接 中数字地 图 要

解决的几个问题

勘察测绘部门仅仅为了提供地图
,
已有

的大比例尺地形测量机助制图系统是较为完

善的
。

但从测绘
、

规划设计 C A D系统 之间的

有机衔接来看
, 目前提供的数字地图还 需要

做某些工作
。

2
.

1 由于绘图单位可以是 l m m
,

也可 以 是

o
.

l m m ; 比例尺可以是 1 : 1 ,

也可以按 实 际

需要
,
例如 1 : 5 0 0

、
1 : 1 0 0 0比例尺 设 计

。

这

样各自封闭状态下形成的测 绘
、

规 划 设 计

C A D系统之间
,

单位和比例尺可能不一 致
,

造成数据传递后使用的麻烦
。

因 此 要 求 测

绘
、

规划设计 C A D系统之间
,

这些参数 要一

致
。

2
.

2 大比例尺的地形测量机助制图系 统 在

图形层次安排上是随意的
,

仅仅考虑数据
、

图形编辑时的便利
。

以数字地图作为测绘
、

规划设 计 C A D 系 统之间数据传递
,

应考虑

规划设计在某些情况下一些数字地图上的信

息不一定要出现
,

或者只要出现某一类信息

且顾及层次可以随时关闭与打开
,

把各类信

息按类分层存放 是 可 取的
,

这时层次的安

排是需要约定 的
。

2
.

3 以数字地 图为衔 接 测 绘
、

规 划 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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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D系统
,
除原地图图幅编号外应按 某 种

规律另行编排
, 以便在规划设计 C A D 系 统

输入若干相邻幅数字地图后
,

能按重新编排

的序号 自动拼接
。

地 图图幅编号若以国家或地方坐标系中

的排列
, 图幅号涵义可以表示该幅图的地理

位置
,
也显示相邻 图幅的关系

,
因此图幅编

号变得相当复杂
。

数字地图图幅编号可以是

双重的
,

在把数字地图绘成地图时要用原地

图图幅编号
,
作为规划设计 C A D系统 设 计

的基础资料时
,
用一定规律的新编号显示相

邻图幅关系
,

更为可取
。

为此把原分幅扩展

成以一幅图为单位的长 ( 正 ) 方形
,

然后在

分幅图上以 自然数为序自左至右
、

自上而下

编号
。

设分幅图经扩展后有 m 行
n 列

,

除 边

沿行列外
,

第 J 幅图的相邻图幅可如下推求
,

A 二 J/
n , B 二 J

一
A

·

n

I = ( A 一 1 )
·

n + B
,

K = ( A + 1 )

·

n + B

式 中 /表示整除
,
则第 J幅 图的关统为

I 一 1 I + 1

J 一 1 J + 1

K 一 l K + 1

至于边沿图幅关系
,
也是容易求得的

。

2
.

4 勘察测绘部门设计的大比例尺地 形 测

量机助制图系统建立块及其属性
,
往往只考

虑数据与图形编辑和消隐的问题
。

若 以数字

地图为测绘
、

规划设计 C A D系统衔接方式
,

那末测绘 C A D系统建立块及其属性时 应 考

虑 由它传递给规划设计 C A D系统需要 的 某

些信息
, 即块及其属性还应顾及后继工序需

要而补充
。

2
.

5 在 D W G文件中应充分考虑环境允许用

户使用系统变量
,
定 义规划 设 计 C A D系 统

需要的某些系统变量值
,
使两系统之间数据

传递更好地提高规划设计效率
。

不论 以何种方式使数字地图包含上述 问

题的必要信息后
,
才能使测 绘

、

规 划 设 计

C A D系统之间有机地衔接
,

实 现 测 绘
、

规

戈J设计 C A D系统一体化
。

3 实现洲绘
、

规划设计 C A O 衔接摇要浦绘

部门提供的若干工具

上面已经论述了实现测 绘
、

规 划 设 计

C A D系统之间的有机衔接
,

不要求也不需要

放弃原来 已经形成的测绘
、

规划 设 计 C A D

系统
,

只要求各个 C A D系统从测 绘
、

规 划

设计 C A D系统数据传递最优出发
,

解决环节

中的问题
。

为此应从测绘专业及大比例尺地

形测量机助制图系统结构等方面
,

向规划设

计 C A D系 统提供若干工具— 一些 提 取 数

字地图信息的算法或子程序
,

以便规 戈J设计

C A D统系 接受数字地图时提高 自身 系 统的

自动化
。

规划设计常常需要在地形图上量取某些

已测地物特征点坐标
,

例如房屋角点坐标
。

规划设计 C A D 系统依据数字地图设 计 时
,

也需要这样做
,

不过在屏幕上直接量取坐标

的方法显 得不方便
:

一方面量取每幅 图上某

类地物特征点的坐标相对子图幅左下角点的

相对坐标
,

需要把相对坐标还原到测图系统

的坐标 , 另一方面量取相对坐标精度受到取

位限制
,

往往丢失精度
。

但从数字地图上提

取 已测细部点坐标是方便的
,

不过这时需要

了解大比例尺地形测量机助制图 系 统 的 结

构
,

设计某种提取数据的方法才能实现
。

这

样测绘部门提供有关子程序
,

在 规 划 设 计

C A D系统需要量取坐标的地方调用它
。

上面也 曾提到
,

正如地形图一样数字地

图上也存在着规划设计部 门需要的某种信息

是不存在的
,

这时应允许利用数字地图上某

些信息源
,

藉助于数学原理来获得它
。

例如

规划设计往往在设计区域的某局部要计算开

挖
、

填土方量
,

这时要求这些区域内点的密

度
,

远大于测图时采集点的密度
。

为了弥补

这个缺陷
,

需要在 己测点密 度 上加 密 若干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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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降变形曲线的机助绘制 (一 )

(P C一 1 s o oA + C E一 1 5 5 + C E一 5 1 5 P )

牟 朝 云
(机械部第二勘察研究院 成都 6 1 0 0 6 1 )

I提要】绘制沉降变形曲线图是高层建筑沉降观测成果整理分析中的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 内 容
。

本文介绍一种实用程序
,

用以实现沉降变形曲线的机助绘制
,

这种方法可以取代以前的手工 作 业
,

而

且很省时节力
,

质量也较好
。

I A b s t r a c t l G r a p h i n g s e t t l e m e n t e u r , e s 15 a n im p o r t a n t e o n t e n t i二 t h e a n a l y s i n g o
f t五e s e -

t t l e
m

e n t o b s e r , i n g r e s u l t s f o r h i g h b
u i l d i n `

.

A p r a e t i c a
l p r o ` r a

m
u s e d t o g r a p h s e t t l e m e n t e u r v e s w i t il

e o m p u t e r 15 i n t r o d u e e d i n t h i s p a p e r .

T h i s m e th o d e a n r e p l
a e e m a n o a l w o r k a n d s a v e t i m e a n d

e n e r g y l a r g e l y
, a n d t h e q u a l it y 15 a l s o b e t t e r 。

O 前言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

城市现代高层

建 ( 构 ) 筑物 日益增多
,

为了高层建筑运营

的安全
,

经常对高层建筑物进行各时期的沉

降变形监测
,

以防止事故的发生就显得格外

重要
。

在沉降观测成果的整理分析中
,

绘制

沉降变形曲线图 ( 沉降量
: 、

荷载 p 与时询 t

的关系 曲线图 ) 更是十分重要的一项工作
。

常规的做法是
:

先在毫米格纸 ( 或其它坐标

纸 ) 上展点
,

以光滑曲线连成 图
。

以上工序

这些加密点的数据的获得
,

在提供传统地 图

时 由设计人员直接量取
,

而采用数字地图时

设计人员直接量取是不方便的
,

应有测绘部

门提供算法或子程序
,

供 规 划 设计 C A D系

统需要计算土方量加密点时调用
。

这里仅仅举了两例来说明测绘
、

规划设

计 C A D系统最优衔接时需要统筹兼顾 的 情

况 ,
规划设计 C A D系统到底需要测绘 部 门

提供哪些算法
,
与测绘

、

规划 设 计 C A D系

统结构和 自动化水平有关
,
应根据不 同情况

分别对待
。

4 结束语

测绘
、

规划设计 C A D系统之间 的 有 机

衔接不仅解决了工序之间的矛盾
,
提高了测

绘
、

设计人员的工作效率
,

而且更好地保证

了设计需要的精度
。

测绘部门按规划设计要

求拟定的野外采集数据精度
,
不至于像常规

设计那样在反复复制的地形图上设计因图纸

变形而 丢失
,

致使将图上设计放到实地时 (尤

其是城市 ) 发生矛盾
,

有时不得不修改设计

或采取补救措施
。

实现各行业测绘
、

规划设计 C A D 系 统

用一个数据传递标准衔接会遇到 一 定 的 困

难
。

因为各行业测绘部 门设 计的 C A D 系 统

结构是不一样
,

自动化程度也不一样
,
提供

的 DW G文件可提取信息 ( 不是图素信 息 )

差别
,

可能很大
;
而设计部门的 规 划 设 计

C A D系统结构也不一样
,
自动化水 平 也不

一样
,
对数字地 图要求也不一 样

。

由 于 测

绘
、

规划设计 C A D系统结构的多 样 性
,

企

图用一个数据传递模式 去衔接
,

条 件 不 成

熟
。

但是对一个对 口系统来说
,

先在各自行

业例如机械
、

冶金
、

化工
、

国防等系统内实

行
,
条件是许可的

。

我们在对 口系统进行 了这方面工作的尝

试
,

取得 了肯定的成果
, 经试验

,

效果也是

显著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