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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测绘地理信息技术支持下,应急测绘的工作要求不断提升,当发生紧急事件时,要通过情况调

查、地理测绘工作提供信息。应急测绘对测绘地理信息的要求高,因此要深入分析测绘地理信息技术的

应用,有效发挥其作用,以提升突发事件的响应能力。本文研究中,重点分析了测绘地理信息的相关问题,

讨论其在应急测绘中的应用,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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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upport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work 

requirements of emergency surveying and mapping are constantly improved. When an emergency occurs, 

information should be provided through the situation investigation and geographic mapping work. Emergency 

surveying and mapping has high requirements for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o we should 

deeply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ive full play to 

the technical role, and strengthen the response ability of emergencies.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discuss its application in emergency surveying and mapping,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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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应急测绘可以处理紧急工作问题,降低紧急事件的不良影

响。企业应用地理信息测绘技术,能够高效处理应急测绘存在的

不良问题,采取针对性的处理措施。在测绘工作开展过程中,通

过使用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能够发挥出地理信息技术的各项优

势。新时期下,各行业领域的发展速度加快,但面临的紧急情况

也非常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阻碍影响大。大数据技术支持下,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的成效显著,信息化、数字化技术成为发展趋

势。鉴于此,需要注重测绘技术的改进,从而提供优质服务。在

紧急情况下,要求部门加强应急响应能力,由测绘部门提供数据

支持,将其作为决策依据,降低不良危害。同时,人员之间要相互

沟通,高效处理应急测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 应急测绘的体系架构 

应急测绘体系架构,属于重要的应急决策部门。一旦发生突

发事件,开展应急测绘工作,能够快速处理数据信息,将数据结

果传输到应急系统内,保证应急测绘系统快速处理事件。应急测

绘技术体系,涉及到数据获取、传输、处理。在采集数据时,需

要应用航空遥感、空间、无人机摄像技术等。灾害现场数据的

采集,通过移动监测车传输数据,由数据处理中心接收。在数据

处理时,由数据处理中心使用一体化测图系统、测绘信息处理软

件,转化和整合不同类型、格式、源码的数据,从而获取应急测

绘数据。 

2 应急部门和地理信息测绘的关系 

测绘地理信息是基础性工作,机构实行深化改革后,测绘工

作融入到应急部门工作中。所以面对应急测绘工作与任务,必须

找准测绘地理信息的定位,以此满足应急测绘工作的需求。 

2.1应急部门的要求 

突发性事件的不确定性特点明显,同时受到空间限制性影

响,因此要在短时间内处理突发事件,按照测绘部门的地理信息,

制定针对性措施与方案,降低突发事件的影响,但是测绘部门承

担的工作压力非常大。处理突发性事件时,需要应急测绘部门提

供真实信息,确保相关部门的应对及时性、有效性,控制突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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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恶化。应急部门对于测绘地理信息的要求高,只有确保地理

信息的精确度、真实性,才可以制定应急对策与措施。 

2.2应急测绘的结构 

应急测绘的结构由数据信息获取、分析、处理等构成。多

数情况下,数据信息要通过遥感、外业收集方式,全面采集现场

数据,通过监测车监测事件后,将数据传输到安全中心处理。利

用遥感影像测绘系统、测绘软件,可以融合不同数据信息,形

成测绘数据信息。及时发送数据信息,由应急部门接收,利用

地理信息数据平台,快速传达数据信息。针对突发事件,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机制,测绘部门利用最大速率获取地理信息,同

时向安全处理部门传送数据信息。应急部门按照海量数据,做出

科学决策。 

3 测绘地理信息在应急测绘中的应用 

3.1快速采集一体化数据 

第一,采集航天遥感数据：在采集航天遥感数据时,依赖航

天飞机、卫星、航摄飞机。在采集航天遥感数据时,应当关注以

下要点：其一,卫星采用动态化方式获取数据,实时更新数据,

应用优势显著高于人工实测、航摄。其二,数据获取的限制比较

少。当区域条件较为复杂时,通过航天遥感技术采集数据,能够

减少地面、空间因素的影响,确保资料信息的高效采集。下图为

航测遥感数据采集流程。 

 

图1  航测遥感数据采集流程 

第二,采集航空遥感数据：航空遥感,多用于采集小型飞机、

无人机的数据。航空遥感,多用于海拔小于12km的大气层,包括

飞机、气球。飞机形式如下：低空飞机,飞行高度小于2km,能够

获取大比例尺、中比例尺的图像。直升飞机可应用于高度可小

于10m。在遥感试验时,飞机飞行高度为1-1.5km。中空飞机,达

到2-6km的飞行高度,在遥感试验时,飞行高度大于3km。高空飞

机,飞行高度超过12-30km。低空遥感,能够动态传输数据,保证

遥感图件的精确度,时间消耗短,可以全面掌握现场状态,同时

为灾害提供参考信息,保证灾害处理决策的准确性。 

第三,采集地面激光雷达数据：数据采集系统的技术指标如

下,扫描频率为200Hz,脉冲频率为820kHz,激光可测距离为

100m。系统自带天线,通道数量超过500个,能够支持北斗数据。

后处理位置的精度,垂直小于5cm,水平小于3cm,航向小于

0.0038°。 

3.2数据处理技术 

在处理测绘应急数据时,需要多系统软件支持,汇总整合多

元化数据,形成测绘数据成果。其一,遥感影像测图系统,通过摄

影测量技术恢复信息,包括物体形状、位置等,快速处理点云、

三维模型数据。其二,应急快速制图系统,多使用线下数据成果

层,要全面分析测绘应急数据,高效处理核心地物数据。数据编

辑后,融合线下数据统一处理,将数据转化为应急图件。 

3.3地理信息平台数据服务 

地理信息平台内涉及到多种地理信息资源,且平台内的数

据类型比较多。 

第一,地形图数据：在地理信息中,地形图为基础数据,多用

于国土、规划部门,灵活处理不同的突发事件。利用地形图,明

确灾害地理信息。 

第二,电子地图数据：电子地图的数据非常多,比如影像数

据、影像地图矢量数据,遵循标准要求做好配置与划分工作,形

成完整的影像数据集、矢量数据,上传至互联网、公众展示系统

内。电子地图矢量数据集中,涉及到多种数据源,能够满足用户

的不同需求。遵循要求划分数据集的等级,在系统上呈现出多元

化服务。 

第三,地理实体数据：按照地物的不同性质,将地理数据分

为若干类型,当发生应急事件后,可以提供数据信息参考,确保

人员部署决策。 

3.4虚拟现实技术的应急应用 

应用虚拟现实技术,需要借助计算机技术实现。联合初期数

据,对不同虚拟事件进行模拟,为使用人员提供多元化服务,密

切观察三维空间事物。在应用虚拟现实技术时,还要融合其他技

术使用,为应急训练奠定基础,确保演练达到真实状态。同时,

组织人员正确响应应急事件,减少演练投入成本。 

3.5应急测绘保障体系的应用 

现代科技发展下,应急测绘开始广泛应用地理信息系统,编

制科学的应急处理预案。同时,制定科学的管理措施,优化配置

应用系统、数据库,从而保障应急测绘工作。在实际应用中,应

当关注以下要点： 

第一,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能够绘制基本图形,展示出突发

事件的场所、社会属性、地形地貌,突出应急预案的针对性,保

证编制内容的可行性。 

第二,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可以实现空间分析,确定突发事

件的位置,并准确定位。科学评估受灾面积、损失程度,为应急

预案编制提供信息参考。 

第三,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深入分析相关专题,提取专题数

据,结合图纸内容、数据内容,生成密度分析图,准确编制应急疏

散方案。 

第四,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融合实景拍摄图像,可以形成三

维图像。利用修测技术,加强数据的有效性、客观性、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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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应急指挥人员把控受灾现场情况,保证处理质量。 

第五,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可以实现自动化更新,掌握灾害

现场的实际情况,发布相关数据信息,展示出信息发布的参考

性、时效性,有序开展救灾工作。 

3.6无人机技术的应用 

在测绘地理信息中,无人机的操作简单,对飞行条件的要求

低,且飞行轨迹灵活,能够应用到小型突发性事件中。比如开展

大型集会活动时,应用无人机技术实时监测人群,测绘人员利用

无人机反馈数据信息,对人群数量进行调控,从而减少踩踏事

件。对于小型应急测绘工作来说,无人机技术的应用优势显著,

测绘效率、质量都比较高,能够获取准确信息,成本投入少,有助

于提升应急事件的控制效果。 

3.7激光雷达技术的应用 

在测绘地理信息中,激光雷达技术的应用优势显著,能够获

得立体测绘形象。在突发事件中应用激光雷达技术,可以获得较

高的测绘效率与质量,掌握详细的地理信息数据。开展山体隧道

施工时,如果发生洞内塌方事件,通过应急测绘探测山体构造,

联合塌方地点做出判断。在测绘地理信息系统中,激光雷达技术

成为高效测绘技术,可以掌握山体构造,对山体塌方因素进行判

断,同时提供应急测绘依据。测绘人员参考应急测绘数据,为后

续清除工作提供方向,对隧道工程进行评估。在测绘工作中,如

果测绘技术使用不合理,也没有以科学方式处理数据,则会影响

工程进度与质量,经济损失非常大。所以在应急测绘工作中,科

学使用激光雷达技术,能够降低突发事件的危害,减少资源与时

间的浪费。 

4 测绘应急保障案例分析 

选择A地区的测绘应急保障作为案例,为地震灾害提供救援

信息。基于地理信息监测平台,联合应急指挥中心,通过卫星反

馈共享数据,从而形成测绘应急保障体系。测绘应急保障体系,

需要依赖多种系统和数据,掌握现场的实时数据,将数据传输至

指挥中心。应急监测移动平台,能够借助卫星传输信息。测绘应

急指挥中心,与地区政府形成交互机制,共享数据信息。测绘应

急保障体系的实践时间长,能够提供准确的地理信息服务。在分

析灾情、救灾、重建中的作用显著。A地区测绘应急保障部门,

对污染源头实行全方位监测,引入测绘应急装备,建立测绘应急

保障体系,有助于加强测绘应急服务能力。地理信息局、应急办

的配合工作中,开展多种联合演练活动。在环境污染事件处理中,

低空航测技术、卫星航天遥感技术,均能够对环境污染状态进行

监测,同时传输资料数据,由监测中心接收,为突发事件处理提

供决策依据。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应急测绘工作中,测绘地理信息的应用较多,

但是对测绘人员的技术能力要求严格,必须具备过硬的应急能

力。并且能够全面采集数据信息,科学应对突发事件,能够向测

绘人员传输信息数据,确保应急部门获得数据信息的支持,高效

使用应急信息,获得预期测绘效果。在应用测绘地理信息技术时,

存在的不良问题仍然较多,要求技术人员加大创新力度,对现有

技术内容进行改进,编制科学的应急方案,持续降低经济损失,

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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