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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资源三号卫星影像数据广泛应用于基础测绘、地理国情监测、地图数据更新等领域。本文运用资源三号影像进行地图制作

研究。结果表明，资源三号卫星影像能用于城市道路和居民地的更新，可满足城市地图更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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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12 年 1 月 9 日，资源三号卫星在太原卫星发

射中心发射升空，它是我国首颗民用高分辨率立体

测绘卫星，主要搭载有一台地面分辨率为 2． 1 m 的

正视全色延时积分成像( TDI CCD) 相机，两台地面

分辨率为 3． 5 m 的前、后视 TDI CCD 相机，以及一台

地面分辨率为 5． 8 m 的多光谱相机。资源三号卫星

集测绘和资源调查功能于一体，用于长期、连续、稳
定、快速地获取覆盖全国的高分辨率立体影像、多

光谱影像及辅助数据，生产全国基础地理信息 1 ∶ 5
万测绘产品，开展 1∶ 2． 5 万及更大比例尺地图的修

测和更新，开展国土资源调查和监测［1］。
最新编制的《南京市地图集》中运用了部分资

源三号卫星遥感影像数据作为基础数据进行地图

制作，同时运用卫星遥感影像进行了大量的道路更

新和居民地更新，效果很好。在编制该地图的过程

中，积累了一些基于遥感影像的制图技术，并进行

了大量的试验，提出有效方法来提高影像数据在地

图编制方面的运用。
遥感影像地图通常指以遥感影像和相关的地

图符号来展示制图对象地理空间分布和环境状况

的地图形式，它具有信息量丰富、直观、现势性强、
有一定的数学基础能进行量算等优点。本文讨论

了地图制图的关键技术问题，提出了一种用于资源

三号卫星影像制图的有效方法，总结了通用和专题

影像图的应用领域。

二、试验区域和影像数据

1． 测试区域

本文中试验区域选用江苏省南京周边，该地区

地势较平，起伏较缓，属于亚热带气候区，气候温和。
2． 影像数据

为了完成试验任务，选取了从 2012 年 3 月到

2013 年 2 月间的 25 景资源三号卫星影像，每一景

影像包括前视、后视、正视全色影像和多光谱影像

的传感器校正产品( SC 级) ，如图 1 所示。

图 1 部分资源三号 SC 级影像

三、原理和工作流程

为了实现高效地制图，影像地图制作过程中几

个关键的技术步骤都必须关注。
图 2 描述了基于资源三号卫星影像制图的流

程。首先，为了获得高精度的图像定向参数，需要

利用 资 源 三 号 SC 级 影 像 提 供 的 有 理 函 数 模 型

( ＲFM) 进行区域网平差; 然后，利用优化过的数字

高程模型对 SC 产品经过图像的几何校正得到几何

校正产品( GTC) ; 其次，通过影像融合、镶嵌、匹配

生成测试区域的正射影像; 最后，充分利用其他辅

助信息来表现数字正射影像，以使地图测图的效果

更加优化［2-3］。
根据以上的原理和过程的总结，图 2 详细描述

了使用资源三号卫星影像进行地图制图的详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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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细节。

图 2 资源三号卫星影像制图流程

四、试验与结果

1． 区域网平差

资源三号测绘卫星影像的 ＲFM 模型采用与地

面无关的模式，采用传感器校正产品的严密几何成

像模型，存在一定的系统性误差。因此可以通过影

像自身之间的约束关系和一定数量的控制点补偿

有理函数模型的系统误差来提高定位精度，即基于

有理函数模型的区域网平差［1］。有理函数模型文

件与 SC 级影像一同提供，此处的区域网平差是依

据有理函数模型进行的。
由于遥感影像与地物之间存在几何畸变，因此

在使用遥感影像进行制图之前，需要先对遥感影像

进行几何校正。在遥感影像和参考地形图或 DOM
影像上选择同名点对作为控制点，采用较常用的二

次多项式法进行几何精校正，即使遥感影像经过几

何校正，也不能保证各局部的精度完全一致，对于

地形起伏明显的地区，几何精度的误差较明显［4］。
选取控制点时要保证在遥感影像上点位均匀分布，

位置相对稳定，数量在 20 个左右。校正后的控制点

残差 在 1 个 像 素 以 内。图 3 是 经 几 何 校 正 后 的

影像。

图 3 几何校正结果

2． 数字正射影像制作

( 1) 多光谱波段组合

选取相关系数较小的 3 个波段，信息独立，信息

重叠小，并且包含较多信息量。考虑到资源三号多

光谱影像包含近红外波段，文中试验采用 3、2、1 波

段组合，形成真彩色影像。在影像中植被为红色，

水体为黑色，裸土为褐色，裸岩为灰色，各种地物较

易分辨。图 4 为资源三号多光谱影像 3、2、1 波段组

合的结果。

图 4 多光谱影像波段组合结果

( 2) 影像融合

影像融合是对不同空间分辨率的全色影像和

多光谱影像进行融合处理，使融合后的影像同时具

有多光谱和高分辨率的特征，有效地将高空间分辨

率全色影像和低空间分辨率的多光谱影像融合起

来，对影像上地物的识别意义重大。影像融合之前

需要进行影像配准，本文是以全色波段为基准，对多

光谱影像进行配准，控制点精度保持在 0． 5 个像素之

内。影像融合的方法主要有 HIS 变换、小波变换、K-T
变换、pansharp 等［5］，本文采用 pansharp 融合方法对

影像进行融合。图 5 为资源三号影像融合效果。

图 5 影像融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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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影像拼接与剪裁

在遥感影像图的制作过程中，会遇到将多幅影

像拼接或将某一幅影像进行剪裁的情况，拼接步骤

如下:① 选定待拼接图像的重叠区域，并删除两幅

影像之间的不相关信息，保证两幅影像重叠区内光

谱值的差异均属于系统差值;② 分别统计两幅影像

重叠区内 3 个波段的光谱特征参数，确定灰度变换

方式，使地物的灰度值与标准图像中相同地物的平

均灰度值接近; ③ 灰度变换后，为了进一步改善接

缝处效果，对接缝线附近一定范围内的像元进行灰

度值加权平滑，进一步提高了图像效果。
根据地图制图的区域要求可以对拼接后的大

区域遥感影像进行裁剪。
3． 数字线划图更新

在城市地图制作中，对基础的地形数据，尤其

是道路、河流、居民地等要素更新的需求越来越大，

这就对道路、河流、居民地等要素的精度、现势性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利用数字正射影像对道路、河流、
居民地等要素进行更新是目前通用的经济实惠的

方法。由于地面上每一点都经过投影差改正，因此

对于道路、河流、居民地数据来说，完全满足地图制

图的精度要求。利用数字正射影像与原有的矢量

数据叠加，在数字正射影像上直接提取数据，即可

完成道路、河流、居民地等数据的制图更新。图 6 描

述了利用资源三号影像进行制图的结果。

图 6 资源三号影像制图成果图展示

五、结束语

利用资源三号卫星数据制作遥感影像地图表

明资源三号卫星影像能用于城市道路和居民地的

更新，可满足城市地图更新的需求。这也验证了本

文中制图方法的有效性、适用性和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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