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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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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数字航空摄影测量1:5000 1:10 000 DLG生产需要经过像片控制测量、区域网平差、数据采集、外

业调绘、建库编辑、制图编辑六个主要过程。根据作业场地，可以分为内业和外业，外业包括像片控制

测量和外业调绘；内业包括区域网平差、数据采集、建库编辑和制图编辑四个过程，内业外业通过外业

调绘成果进行衔接。 

传统的DLG生产过程中，外业调绘成果以扫描调绘片形式提供内业使用，内业在采集数据基础上参

照调绘进行数据编辑，与外业调绘部分工作重复。内业生产中立体测图与数据编辑工序分离，测图数据

质量未进行严格质量控制，造成测图和编辑工序作业量分配不均衡，而且数据编辑成果不带高程值，给

DLG立体更新带来困难，制图和建库数据生产分离，制图数据生产重复工作量大。因此，对现有传统生

产流程进行优化设计， 建立 “像控空三一体、立体采编一体、调绘内外业一体以及建库制图一体”为

主要特征的 1:5000 1:10 000 DLG生产一体化流程，构建四个一体化软件平台，实现DLG数据生产中内

业和外业、内业不同工序间的数据无缝流转。一体化生产流程中的四个一体化模块之间通过数据无缝流

转，四个模块也是一个独立生产流程，DLG生产中可根据实际需求组合。 

本技术规程对基于数字航空摄影测量的1:5 000 1:10 000 DLG数据生产一体化流程以及生产流程中

的四个一体化的技术路线、资料要求、作业方法、质量控制等环节进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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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航空摄影测量 1:5 000 1:10 000 一体化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数字航空摄影测量、采用一体化方式生产1:5 000 1:10 000 DLG数据的总体要求、

技术路线及其资料要求、作业方法、质量控制、成果整理与提交等。其中一体化主要包括像控空三一体、

立体采编一体、调绘内外业一体以及建库制图一体。 

本文件适用于1:5 000 1:10 000 DLG数据生产及更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3923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GB/T 13977    1:5 000 1:10 000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GB/T 13989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GB/T 20257.2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2部分 1:5 000 1:10 000 地形图图式 

GB/T 20258.2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第2部分： 1:5 000 1:10 000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

据字典 

CH/T 3006     数字航空摄影测量 控制测量规范 

CH/T 3007.2   数字航空摄影测量 测图规范 第 2 部分：1:5 000 1:10 000 数字高程模型 数字正

射影像图 数字线划图 

CH/T 9009.1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 1:10 000 1:50 000数字线划图 

CH/T 23236    数字航空摄影测量 空中三角测量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总体要求 

4.1 数学基础 

1:5 000 1:10 000 DLG数据的数学基础如下： 

a) 坐标系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确有必要时，也可采用依法批准的其他平面坐标系； 

b) 地图投影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按3°分带； 

c) 高程基准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 

d) 分幅与编号按 GB/T 13989执行； 

4.2 精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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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000 1:10 000 DLG数据的精度指标及质量要求按CH/T 9009.1的要求执行；控制测量精度按CH/T 

3006的要求执行；空中三角测量精度按CH/T 23236的要求执行；制图数据按GB/T 20257.2的要求执行。 

4.3 设备要求 

4.3.1 硬件设备 

硬件设备主要是指用于DLG一体化生产中使用的外业设备和内业设备。 

外业设备应具备GNSS定位装置、摄像头、通信端口，满足续航、保密要求且方便携带；用于测量的

GNSS设备应定期依据规范进行检定。 

内业设备应满足批量运算、高效处理、断电保护等需求。 

4.3.2 软件设备 

软件设备主要是指DLG一体化生产流程中的四个一体化软件平台功能。 

像控空三一体化软件平台：桌面端应具备完整的空中三角测量功能；移动端应具备空中三角测量区

域网的导入、导出、像方坐标与物方坐标采集及记录、输出功能。 

立体采编一体化软件平台：应具备同步进行立体采集和数据编辑的功能，满足建库数据及调绘底图

制作及输出要求。 

调绘内外一体化软件平台：应具备用户与安全管理、工程管理、多元调绘采集，调绘数据编辑等功

能。 

建库制图一体软件化平台：应具备同步进行建库数据和制图数据生产的功能，亦可对已有建库数据

成果进行编辑，形成图库一体化数据成果。 

软件功能指标参见附录A。 

5 技术路线 

5.1 总体技术路线 

将DLG生产中涉及的像片控制测量、空三区域网平差、数据采集、外业调绘、建库编辑、制图编辑

等生产环节进行无缝无损衔接，形成以“像控空三一体、立体采编一体、调绘内外一体、建库制图一体”

为主要生产环节的DLG生产一体化流程。流程中的四个生产环节通过数据无损衔接，同时各环节也独立

的模块，进行模块化的组合，满足不同的生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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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DLG生产一体化技术路线 

5.2 像控空三一体化 

像控空三一体化实现像片控制测量，可基于空三区域网进行像控布设，在空三模型中对设计点位进

行概略量测，用于像控布点标识。在区域网中进行预平差，计算控制点概略坐标用于导航。在像控点目

标外业观测时，在空三区域网中可同步进行控制点像方量测。在外业阶段可基于解算后外业控制点成果

进行区域网概略平差及外业问题排查，便于现场及时处理控制点外业粗差。内业空中三角基于外业立体

量测点位和像控点整饰成果进行控制点转刺后，进行区域网平差。技术路线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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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像控空三一体化技术路线 

5.3 立体采编一体化 

在立体采编一体化平台上，使用统一数据方案，进行三维数据采集，对于部分要素（如比高点、有

向点、有向线等）采集过程中自动录入属性，采集成果以建库数据的形式存储，采集后进行要素属性录

入与拓扑编辑等数据编辑，形成三维采编一体化成果数据。技术路线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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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采编一体化技术路线 

5.4 调绘内外业一体化 

在调绘内外业一体化平台上，采用统一数据方案进行调绘底图制作，利用多元数字调绘方法及时、

准确记录外业调绘的地物、属性与场景等信息，通过同一数据的阶段流转，消除内、外业生产环节中图

形处理、属性录入等重复工作，再经数据整理形成可供内业编辑（建库、制图或建库制图一体化）直接

使用的调绘成果数据。技术路线见图4。 

 

 

 

图4 调绘内外业一体化技术路线 

5.5 建库制图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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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库制图一体化平台上，采用与采集、外业调绘统一的数据方案，无损导入采集、外业调绘成果

数据，进行建库制图一体化数据生产。建库制图一体化生产中，符号方案既包含建库数据分层、属性定

义，同时满足要素符号的定义；在平台上进行建库制图一体化数据的编辑及质量控制，其中建库数据依

据外业和采编一体化数据成果等资料数据进行要素的图形编辑、属性修改并进行质量检查；制图数据依

据建库数据规则化符号并可进行符号自由表达；地图符号编辑，不影响建库数据，建库数据变化制图数

据随之变化；数据成果为一体化数据，两套数据作为一个整体存储与管理。技术路线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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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建库制图一体化技术路线 

6 作业方法 

6.1 像控空三一体化 

6.1.1 资料要求 

像控空三一体化所需资料如下： 

a）基础控制资料： 

测区及周边能满足像片控制精度要求的基础控制资料，包括三角点、GNSS点、水准点等，作为外

业像片控制测量的起算基础或检核使用。 

b）航摄资料： 

1）航摄影像数据资料； 

2）航摄略图，包括航摄分区划分、航线分布、图幅分幅； 

3）像片/影像索引图、中心点接合图； 

4）航摄仪鉴定表； 

5）辅助航摄资料，包括摄站点坐标、像片姿态参数、GNSS数据等相关的数据或资料； 

6）航摄质量验收报告。 

c）其他有关资料： 

1）区域精化大地水准面成果； 

2）已有 DOM、DEM、地形图成果；  

3）卫星定位连续运行参考站点数据。 

6.1.2 作业过程 

6.1.2.1 数据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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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基于航摄资料建立区域网，导入原始数据，进行模型连接； 

b）控制点布设及概略位置量测。 

6.1.2.2 像片控制测量 

像片控制测量过程如下： 

a）导入区域网预处理成果，连接 GNSS 设备并设置正确的参数； 

b）实地选点和测量，拍摄实地照片，填写点之记等说明； 

c）进行区域网平差，排除粗差； 

d）导出控制点成果，包括物方坐标数据、像方坐标数据。 

6.1.2.3 空中三角测量 

空中三角测量过程如下： 

a）导入外业像片控制测量成果； 

b）外业像片控制点转刺； 

c）区域网平差计算； 

d）输出区域网平差结果。 

6.1.2.4 成果提交 

像控空三一体化建立了空中三角测量区域网预处理与像控点布设及像点量测的关联关系，在空三区

域网中像控点布设的像点和概略坐标，可作为预处理成果提交外业出测。外业在像控点实测中，对选点

目标在区域网中应进行两度量测，并提交像点量测坐标文件。像控空三一体化成果包括： 

a）像片控制测量成果： 

像片控制点成果表、坐标文件、点之记、分布略图（需标注像片控制点转刺片号）。 

b）空中三角测量成果： 

相机参数文件、加密点像方坐标和物方坐标文件、像片外方位元素、像片控制点文件、加密区

域网略图、平差精度报告、区域网工程文件。 

6.2 立体采编一体化 

6.2.1 资料要求 

立体采编一体化所需资料如下： 

a）航摄影像数据资料： 

1）航摄略图，包括航摄分区划分、航线分布、图幅分幅； 

2）像片/影像索引图、中心点接合图； 

3）航摄仪鉴定表。 

b）空中三角测量成果： 

1）像方坐标； 

2）物方坐标； 

3）外方位元素。 

c）其他有关资料： 

纸质调绘成果或扫描调绘片成果。 

6.2.2 作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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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 工作准备 

立体采编一体化工作准备包括： 

a）定向建模，导入区域网平差成果进行模型定向，恢复立体模型。 

b）制作作业模板，包括图层划分、要素分类、属性项设置、符号等。 

6.2.2.2 要素采集编辑  

要素采集编辑工作包括： 

a）要素采集方法按 CH/T 3007.2 执行，有关立体采编一体化的要素采集方法按以下规定执行：  

1）点要素： 

——定位点按照要求进行立体采集; 

——标注点（如比高点、高程点等）按照规定的方式采集，属性自动录入相应属性字段; 

——有向点（如泉、里程碑等）按照规定的方向采集，角度值自动录入相应属性字段。 

2）线要素： 

——采集线要素应设置捕捉，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悬挂； 

——灵活选择采集方式，如采集双线道路可进行中心线、边线、面的分类代码设置，完成要

素中心线、边线、面的自动归层，宽度属性可自动录入。 

3）面要素： 

——面要素采集简单面，如居民地、池塘等要素； 

——复合面可通过面提取方式形成相应的面要素。 

b）在立体采集编辑平台上进行调绘底图或建库成果的编辑生产： 

——立体环境下进行地物三维采集与编辑; 

——水系采集、道路交叉口处理、街区处理编辑等，保证数据正确的空间关系; 

——充分利用捕捉等工具，确保连接关系正确。 

c）立体采集过程检查： 

主要包括立体符合性检查、丟漏检查以及接边检查等等。检查合格的数据提供外业调绘。 

6.2.2.3 成果提交 

立体采编一体化采用统一的作业模板，立体采集和数据编辑同步进行。数据成果要求既包含三维点、

线、面要素，又包含要素属性及其三维拓扑关系。立体采编一体化成果包括： 

a）调绘底图，无调绘数据时，采编一体化成果为调绘底图； 

b）建库成果，已有调绘数据时，采编一体化成果为建库编辑成果。 

6.3 调绘内外业一体化 

6.3.1 资料要求 

调绘内外业一体化所需资料如下： 

a）数字正射影像资料，可按需分块，但总体应保持完整； 

b）判绘矢量数据，如立体采编一体化成果、立体采集或基于 DOM 采集的矢量数据； 

c）其他有关资料： 

1）地形图资料； 

2）基础控制点成果；  

3）行政区划、交通、水利等各种专题信息资料。 

6.3.2 作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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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1 调绘底图制作 

调绘底图制作过程如下： 

a）影像处理，将数字正射影像进行图像增强处理； 

b）矢量数据判绘属性录入、标注，突出地物调绘属性和疑问标识； 

c）数字正射影像与矢量数据叠加进行符号化，导入内外业一体化调绘系统。 

6.3.2.2 多元数字化调绘 

a）调绘要求 

1）调绘应走到、看到、问清、绘准，判断准确，描绘清楚，符号运用恰当，注记准确无误。 

2）调绘时应开启 GNSS 设备记录调绘路线与轨迹。 

3）地物、地貌的取舍应以保持实地特征及图面负载量为原则。 

4）实地拆除的地物应进行标记，新增的地物按要求进行补测与补调。 

5）军事设施和保密单位的表示按 GB/T 13977 的规定执行。 

b）调绘方法 

多元数字化调绘宜根据实际需要选定以下方法中的一种或多种，应在调绘内外业一体化平台中

完成编辑，确保外业调绘数据规范、有效。 

1）图形及属性项实时修改； 

2）草绘记录图形信息； 

3）添加文字说明注记； 

4）利用照片、录音、视频等载体调绘要素属性，与要素位置进行关联； 

5）利用 GNSS 设备对新增、变化的地物进行补测和补调。 

c）调绘内容 

调绘内容按照GB/T 13923规定的要素类执行，要素属性调绘内容按照GB/T 20258.2的规定执行，

调整时应在技术设计中明确规定。 

6.3.2.3 调绘成果整理 

调绘成果整理内容包括： 

a）将草绘、标注、照片、录音、视频、补测、补调等方式获取的调绘辅助信息进行筛选、提取，

保留有效信息。 

b）按 CH/T 9009.1 建库要求对调绘数据各要素的几何特性和属性进行分层并编辑，在保证地物关

系正确的前提下按需处理拓扑关系。 

6.3.2.4 成果提交 

调绘内外业一体化技术方法需要通过多媒体载体存储外业调绘信息，按照实景重现方式建立起外业

场景和内业场景互通关系，最终以一体化调绘数据成果实现内外业信息的有效传递。该数据成果应当包

含外业调绘获取的要素位置、属性和要素间关系等信息，也应包含与外业调绘数据关联的辅助信息。调

绘内外业一体化成果包括： 

a）调绘数据； 

b）轨迹数据； 

c）调绘有效辅助信息。 

6.4 建库制图一体化 

6.4.1 资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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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库制图一体化所需资料如下： 

a）调绘成果，如调绘内外业一体化成果、纸质调绘成果、扫描调绘片成果、补测数据； 

b）矢量数据，如立体采编一体化成果、立体采集或基于 DOM 采集的矢量数据； 

c）行政区划、交通、水利等各种专题信息资料。 

6.4.2 作业过程 

6.4.2.1 数据方案制作 

数据方案制作内容如下： 

a）数据分层、地物类代码及属性定义； 

b）制作要素地图符号，包括点、线、面、注记、图廓整饰制作等要素符号； 

c）设置要素压盖顺序、符号生成方式等制图方案。 

6.4.2.2 建库制图数据编辑 

建库制图数据编辑内容如下： 

a）建库编辑。包括数据图形编辑、属性补充、拓扑构建及修正等； 

b）建库制图一体编辑。建库数据派生制图数据，符号派生根据规则化派生亦可进行符号自由表达，

制图数据进行修改时，建库数据通常不会发生改变，可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修改。  

6.4.2.3数据成果 

建库制图一体化技术方法中建库和制图数据建立关联，实现建库制图一体化编辑与检查，最终生成

图库一体化成果。数据成果中要求既保存要素间的空间关系、要素相关的属性信息，又存储要素的地图

表达数据。建库制图一体化数据成果如下： 

a）建库数据成果； 

b）制图数据成果； 

c）图库一体化数据成果。  

7 质量控制 

7.1 一体化质量控制 

DLG生产过程中数据无缝无损流转，因此质量控制方面建立一个质量控制层数据，将各个环节中检

查的质量问题记录在图层中，随数据一起流转，实现DLG数据的一体化质量控制。 

7.2 像控空三一体化 

像控空三一体化质量控制依据 GB/T 24356-2009, 质量控制内容如下： 

a）检查控制点点位布设与选择的正确、合理性； 

b）实地检查像控点选刺与点位说明的正确性； 

c）检查像控点精度是否满足要求； 

d）检查控制点物方与像方坐标信息的正确性； 

e）检查连接点数量与重叠度是否满足要求； 

f）检查空三平差精度是否符合要求。 

7.3 立体采编一体化 

7.3.1 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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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质量控制依据GB/T 18316、GB/T 13977、GB/T  13990和GB/T 13989，质量控制内容如下： 

a）数据采集范围是否符合要求； 

b）要素分层是否正确； 

c）要素位置是否准确； 

d）要素表示是否完整、正确；有向点、有向线表示是否正确； 

e）数据接边是否符合要求。 

7.3.2 数据编辑 

数据编辑质量控制内容如下： 

a）制作调绘底图时： 

——调绘底图内容是否完整、正确； 

——地物符号化是否符合调绘要求； 

——地物属性标注内容及方式是否符合要求； 

——疑问标识是否明显。 

b）已有调绘成果，制作建库数据时： 

——属性结构是否正确；要素分类与属性值是否正确； 

——检查要素是否遗漏、重复和正确、拓扑关系是否正确； 

——检查图廓坐标点、公里格网是否正确； 

——检查接边是否正确。 

7.4 调绘内外业一体化 

调绘内外业一体化质量控制依据 GB/T 18316、GB/T 13977 和 GB/T 13990，质量控制内容如下： 

a）检查调绘范围是否正确； 

b）检查调绘轨迹是否覆盖可到达区域； 

c）检查实地调绘内容是否正确、综合取舍是否合理； 

d）检查调绘要素关系是否正确、合理； 

e）检查调绘成果数据分层、属性、拓扑关系是否符合要求。 

7.5  建库制图一体化 

建库制图一体化质量控制依据 GB/T 18316、 GB/T 20257.2 和 GB/T 13989，质量控制内容如下： 

a）建库数据检查按照 7.3.2 b）执行。 

b）制图数据检查： 

——检查地图符号是否符合要求，注记是否正确，图面要素关系是否协调，取舍是否合理； 

——检查图廓外整饰是否符合要求。 

c）建库制图一体化数据检查： 

——检查建库数据是否完全符号化，是否有遗漏； 

——检查建库数据与制图数据几何关系是否符合要求； 

——检查制图数据注记与建库数据属性是否对应并符合要求。 

8 成果整理与上交 

成果整理与上交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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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按照作业方法中各阶段的成果提交要求进行成果整理，形成成果清单，检查无误后上交。 

b）成果形式及格式要求、成果目录组织等应符合项目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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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一体化软件功能指标 

 

A. 1 一体化软件功能指标 

表A.1列出了一体化软件的功能指标。 

表A.1 一体化软件功能指标 

 模块 功能指标 

像控空三 

一体化 

PC 端模块 空中三角测量、像控布设功能；外部像方坐标导入功能 

移动端模块 导航、像控点实测、拍照、点位描述、控制点像点量测、区域网平差功

能、物方和像方坐标导出功能 

立体采编 

一体化 

定向建模 
具有满足 1：5000、1：10 000DLG 生产的各类数据源及各种加密成果模

型定向功能 

符号设计 应满足制作制图编辑的点、线、面、注记、图外整饰 

作业方案 作业方案应同时满足立体采集与建库制图编辑 

工程管理 可满足直接采编与局部更新，可加载已有调绘数据 

立体采编 

应具备立体环境下进行地物三维采集与编辑功能，保证数据正确的空间

关系。充分利用捕捉等工具，确保连接关系正确。 

地物采集时应完成部分编辑工作 

质量控制 应具备符号库、方案、几何关系、属性、拓扑检查等功能 

数据输出 输出满足项目需求的数据格式 

调绘内外业

一体化 

用户与安全管

理 
分级用户管理与数据加密 

工程管理 

1、 具有工程管理、数据交换、图层控制、地图浏览等管理功能； 

2、 支持方案设计与更改，具备符号定义与设置； 

3、 位置定位与地图漫游。 

多元调绘采集 

1、 屏幕输入式数据采集，包括矢量数据直接采集、文字、注记标注、

手写涂鸦等采集方式。 

2、调用外部设备数据采集，包括调用 GNSS 装置、影音输入设备进行位

置、多媒体信息等的采集。 

数据编辑 
1、矢量数据编辑、修改 

2、数据属性项修改功能 

质量检查 
1、 图形、属性、拓扑等检查功能 

2、 数据修改操作记录 

其他功能 激光测距、差分定位等 

建库制图 

一体化 

模板制作 

1、具有 DLG 层、要素属性定义的功能。主要包括定义各层要素的属性

项，包括字段名称、类型、是否允许为空、长度、小数点位数等；定义

各层中要素的分类代码、预设值等。 

2、具有地图符号制作功能。主要包括点状符号、线状符号、面状符号、

注记以及图廓整饰等地图符号的制作。其中点状符号主要是几何形状、

颜色、尺寸、基点、方向、配置方式、角度随机的设置。线状要素主要

是线型、线宽、颜色等的设置；注记主要是注记颜色、内容、字体、尺

寸、字型、排列方向、注记背景等设置；面状要素主要包括普染颜色、

填充符号以及要素边线符号等设置。 

3、具有地图符号压盖顺序的设置功能。应能调整和设置单个要素符号

的压盖顺序。 

一体化编辑 

1、制图符号化规则功能。规则化符号制图时要能根据要素分类代码、

属性内容、要素长度或宽度等进行自动符号化。 

2、建库制图一体化平台功能。平台上采用基于建库数据通过地图符号

的规则化表达自动生成规则符号化制图数据，基于制图数据的自主表达



CH/T XXXXX—XXXX 

13 

实现对制图数据的自由编辑，达到制图要求，且不会影响建库数据，建

库数据要素改变，对应的制图要素符号随之改变；制图建库数据采用一

体化方式存储。 

3、建库编辑功能。包括数据图形编辑、属性补充、拓扑构建及修正等。 

4、制图编辑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地图符号可以进行图元级的编辑，即每个面状里的填充符号都

可以进行操作，如陡坎、围墙、电力线等线状符号以及土质、植被等面

状符号的单个图元进行编辑；②符号调整功能。针对局部制图效果不是

很好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符号属性的调整达到制图要求。符号调整，主

要包括符号宽度调整、循环节调整、偏移量调整、背景图元及颜色调整

等；③注记编辑，可根据制图需要进行散列注记，修改注记方向、压盖

方式等；④水系渐变，输入水系的上下游宽度，软件自动计算水系交汇

处宽度，可实现连续变化的水网渐变批量处理，⑤境界跳绘，通过人机

交互操作的方式实现境界跳绘。⑥可图廓整饰要素进行编辑、修改。 

5、数据成果输出。可输出满足要求的建库数据、制图数据以及图库一

体化数据。 

质量控制 

1、具有建库数据检查功能。 

2、具有图库一体化数据。检查建库数据符号化是否有遗漏；检查建库

数据与制图数据几何关系是否符合要求；检查制图数据注记与建库数据

属性是否对应并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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