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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新旧调绘方式的对比，探索出一条新的调绘方式，对实际生产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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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mparing the new and old method for interpretation，this paper explored a new interpretation method，which can guide
the practic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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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快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

大，原有大比例尺( 1∶ 500，1∶ 1 000) 地形图现势性和覆盖

范围已远远不能满足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和管理的需

要。传统的作业方式已不适合当前形势的发展，探索出

一条新的调绘、编辑方式———编辑、调绘一体化生产是迫

切需要的，但是，一体化生产对作业人员素质要求得比较

高，不但要会调绘，还要会编辑，对于外业常用仪器还要

会使用。

1 大比例尺成图对航测内业采集的要求

大比例尺成图对航测内业采集总的要求是宁多勿

少，即在立体采集时，宁可多采集、详细采集，不要少采。
其中有 7 层含义:

1) 判断不明的线状地物使用指定的码采集;

2) 判断不明的点状地物使用指定的符号采集;

3) 内业能看清的房角使用指定的符号采集，或使用

一段转折线表示;

4) 超过 3 层以上的楼房要小心采集;

5) 立体看不清处，要标注，以提醒外业重点看;

6) 房周围有密集树看不清房边线的要测房脊;

7) 房顶分割线要测全。

2 大比例尺成图调绘的方法

以往测绘行业大比例尺地形图生产调绘、编辑是分

开进行。一般是由两个部门分别进行，外业中队专门负

责外业调绘，白天调绘，晚间要把所调的内容清绘出来，

保证下个工序能看清楚; 内业中队专门负责内业编辑。
此种做法严重弊端是内外业脱节，问题处理不够及时，后

来由于工作要求，内业随外业到测区现场实地编辑，此种

做法较先前生产方式有所改进。
本文提出的一体化生产的出发点为: 调绘、编辑由一

个人完成，这样一来就要求调绘人员既要熟悉、精通内业

编辑，又会使用编辑软件。首先其应是成熟的内业编辑;

其次，要求熟悉外业调绘和外业仪器的使用。一体化生

产的优势在于减少一次清绘工作，具体做法是白天调绘，

晚上把白天调绘的内容直接落到数据上( 数据清绘) ，即

粗编、边调边编。编辑过程中如遇调绘问题，由于是自己

调的处理起来就要轻松多了。如有困难，次日自己再去

看看如何处理。
一体化生产目前一般采用的内业编辑软件有: 南方



测绘 CASS 71，MicroStation J 和 Geoway，由 于 南 方 测 绘

CASS 71 是基于 CAD 环境开发的，应用得比较多。
调绘时使用 HB 铅笔( 或自动铅笔) ，调绘使用白纸回

放，需要带的工具有莱卡 A3 手持测距仪、5 m 卷尺、橡皮、
小刀、直尺、公函、工作证、便签、7 号电池等。粗编后回放

一张图用于自校图( 或称自己巡视图) ，自校修改后交一

检，一检在自校图基础上进行，利用 0． 38 红色 ( 或兰色、
黑色) 晨光炭素笔即可，要做到 100%的外业检查。

如遇到新增地物或隐蔽地区，可以采用 GIS － RTK 加

密图根控制点。需要的附属工具有红油漆 ( 或自喷漆) 、
一寸水泥钢钉、榔头、卷尺、领点略图等，全站仪( 如: TOP-
CON) 补测，补测可以采用两人互助方式进行。

作业流程如下: 外业调绘→内业落数据 ( 粗编) →外

业补测→精度统计→精编缉→放图自校( 巡视) →中队一

检→院级二检→外业验收。
精度统计包括地物点间距精度统计表、地物点点位

精度统计表和高程精度统计表。
放图自校一定要自己去巡视，不要互查，重点检查房

屋结构、层次; 沿街房屋的凸凹是否对齐、房屋是否改檐、
沿街各种井、路名、单位名称、图面表示的合理性等也需

要仔细校对。

3 大比例尺成图编辑软件的要求

3． 1 编辑软件的选择

外业中队常用的软件有: 南方测绘 CASS 71，MicroSti-
tion J，GeoWay，AutoCAD。

3． 2 编辑技术要求

1) 房屋的轮廓应以墙基外角为准，逐个表示，并按建

筑材料和性质分类，注记层数。
2) 门廊以柱或围护物外围为准，独立门廊以顶盖投

影为准，柱石的位置应实测。檐廊、挑廊、门廊等加注记

简称檐、挑、斗等字样。雨罩一般不表示，雨罩下有台阶

的只表示台阶符号。
3) 室外楼梯、台阶按投影测绘，但台阶在图上不足 3

级的一般不表示。室外楼梯、台阶及阶梯路应注意休息

平台的表示。
4) 临时性房屋、活动房屋及正在拆迁的房屋不表示。
5) 房前屋后的埕地应注意测绘表示，埕地外围有地

基作界的应准确测定，按点线标示其范围( 编码借用地类

界) ，其间加注“埕”字。
6) 底层已成形的建筑中房屋，要求准确测绘表示。

按建筑中房屋表示，加注“建”字; 仅有基础的，按地基外

围测绘其形状大小，按建筑中房屋表示，但其中加注“基”
字。若外形已确定，并能调注材料、层数者，则按建成房

屋表示。
7) 地形图上高程点注记，图根点高程注记至 0． 01 m，

经水准联测的控制点高程注记至 0． 001 m，碎部点高程注

记至 0． 1 m。
8) 道路两侧行树或散树、果树应测绘，农村的古树名

木、风水 林 要 表 示; 花 圃 及 绿 地 若 外 围 砌 成 高 度 小 于

0． 5 m的围坎时，用实线表示范围; 围坎大于 0． 5 m 时用坎

表示; 否则以地界表示; 电力线及通讯线 ( 或有线电视线

路) 应正确区分并连线表示，连接清楚，电力线应区分高

低压线路，地下光缆要表示。
9) 测区道路等级应正确区分，道路一般不舍去。路

堑、路堤按实地宽度绘出边界，并在坡顶、坡脚适当注记

高程。双线道路图上每隔 5 cm 左右选注一个高程点，一

般应测注在道路中心及道路交叉处。
10) 平地上的田埂应逐条表示; 梯田坎原则上应表

示，但当田面宽度小于 3 m 时可适当取舍，配合等高线表

示。大丘田面也应测注高程。
11) 高程点是地形图的重要内容之一，一般每方格

( 10 cm × 10 cm) 内应注记 10 ～ 15 个，并选注合理、分布均

匀。居民地内部应有足够的高程注记点。丘陵、山地一

般应测注地形特征点，如山顶、鞍部、山脊、谷底、沟口、池
塘、水涯线、道路交叉口、地类界之转折点以及其他地面

倾斜变换点的高程，图内各种比高注记大于 1m 的要表

示，反之不表示，当比高小于 3 m 时，比高注至 0． 1 m，当

比高大于 3 m 时，按整米表示。
12) 单位名称的调注: 原则以权属单位的标准名称调

注，不可采用租借单位的名称。庙宇、祠堂 ( 祖厝) 、土地

庙等有名称的应注记，村委会位置要准确注记，当用地面

积小注记容纳不下时可不调注。
13) 图内各线划各符号应准确、统一，各符号间最小

间隔为 0． 2 mm，图面清晰，线条光滑; 房角线垂直方正; 线

与线尽量封闭，无出头、断头或不到边的情况。保证图

面、层码、高程值一致。

4 大比例尺成图图根控制及补测方法

外业补测包括第一主要道路上的各种井、电力线、通
讯线、路面高程、沿街主 要 房 角 ( 重 点 放 在 三 层 以 上 楼

房) 、第二新增地物。
1) 图根控制

选点要求: 点要选在前、后通视好的地方，又要保证

仪器、人员的安全。可使用水泥钢钉做标志，周围涂以正

方形红油漆，点号写在点附近、不易破坏的明显处。
2) 补测方法

沿街主要路面上的各种井、通信杆、电力杆，沿街门

市房，尤其是 3 层以上的楼房等 100%全站仪重打点。

5 结束语

调绘、编辑一体化生产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作业人员

的个人素质越来越高，内外业仪器操作简单、易掌握、智

能化高，一体化生产因为是由一个人从头到尾自己完成，

减少中间环节清绘，降低作业成本，所以，加强了责任感，

提高了作业速度，缩短成图周期。
外业作业软件以南方测绘 CASS 71 为主，笔记本价格

的降低，被普遍应用在外业作业，不用带台式微机，内业

编辑方便、灵活; 全站仪的普遍应用使外业作业灵活多

变。DOM 产品的出现，大大辅助了外业调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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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Tab． 1(Continued)

点号
观 测 角

° ' ″
方 位 角

° ' ″
边 长 /m

坐 标 增 量

ΔX /m ΔY /m

坐 标

x /m y /m

4 188 44 54 272 54 56 90． 421 4． 599 2 － 90． 304 0

C( 5) 173 45 28 266 40 24 3 728． 954 3 9 068． 403 5

D 3 715． 634 3 8 839． 916 9

表 2 列出上述导线传统的严密平差和坐标导线相关平差的结果，以兹比较:

表 2 导线传统的严密平差和坐标导线相关平差的结果

Tab． 2 The adjustment results by traditional adjustment method and coordinate traverse adjustment method

点

号

方 位 角

° ' ″
边 长 /m

平 差 增 量

Δx̂ /m Δŷ /m

平 差 坐 标

X̂ /m Ŷ /m

点 位 精 度

xm ym M

传

统

平

差

B 329 41 08 3 619． 1101 9 592． 422 2 ( mm) ( mm) ( mm)

A( 1) 263 55 08． 2 120． 783 3 － 12． 792 0 － 120． 073 8 3 746． 665 6 9 517． 841 6

2 270 24 57． 7 136． 441 2 0． 989 8 － 136． 437 6 3 733． 873 6 9 397． 767 8 3． 44 5． 48 6． 47

3 264 09 37． 0 103． 156 3 － 10． 495 8 － 102． 621 0 3 734． 864 3 9 261． 330 2 4． 28 6． 30 7． 62

4 272 54 25． 4 90． 422 1 4． 585 8 － 90． 305 7 3 724． 368 5 9 158． 709 2 2． 85 5． 39 6． 10

坐

标

平

差

A( 1) － 12． 786 2 － 120． 073 1 － 12． 792 9 － 120． 073 8

2 1． 002 8 － 136． 436 3 0． 989 8 － 136． 437 6 3 733． 872 7 9 397． 767 8 4． 27 6． 28 7． 59

3 － 10． 483 2 － 102． 620 9 － 10． 495 6 － 102． 621 1 3 734． 862 5 9 261． 330 2 5． 95 7． 21 9． 36

4 4． 599 2 － 90． 304 0 4． 587 4 － 90． 305 6 3 724． 366 9 9 158． 709 1 4． 41 6． 18 7． 59

C( 5) 3 728． 953 4 9 068． 403 5

D 3 715． 634 3 8 839． 916 9 ( mm) ( mm) ( mm)

点

号

ΔX /m ΔY /m Δx̂ /m Δŷ /m X̂ /m Ŷ /m xm ym M

观 测 增 量 平 差 增 量 平 差 坐 标 点 位 精 度

由表 2 可见全站仪坐标导线与传统导线平差结果相

差不大，但精度略低。这是由于多余观测少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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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以现代化的设备，如: 笔记本电脑、A3 手持测距

仪、GIS － RTK、全站仪等来武装外业人员，以智能化的软

件，如: 南方测绘 CASS 71，MicroStation J 和 Geoway，装备

内业编辑，一支全新的队伍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外加调

绘、编辑一体化生产工艺的应用，使大比例尺地形图生产

更加得心应手，为国民经济的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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