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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海洋面积广阔,做好海洋的测绘工作有着深远的意义。近年来,随着海洋资源开发力度的

加大,对海洋测绘有了更高要求。随着计算机、通信通讯以及卫星等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更多先进的

技术被应用到海洋测绘中,海洋测绘也迎来了跨时代的变革,数字测量被引入到海洋测量中,实现了海

洋测绘中对时空的突破。基于此,本文对GPS技术在海洋测绘中的应用进行分析与探讨,旨在提高海洋

测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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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洋测绘概述及其方法简介 

海洋测绘是指测量海洋底部的地球

物理场的性质及其变化特征,绘制成不

同比例尺的海图和专题海图,是对海洋

水体和海底为对象所进行的测量和海图

编制工作。主要包括海道测量、海洋大

地测量、海底地形测量、海洋专题测量,

以及航海图、海底地形图、各种海洋专

题图和海洋图集等的编制。 

海洋测绘的方法主要包括海洋地震

测量、海洋重力测量、海洋磁力测量、

海底热流测量、海洋电法测量和海洋放

射性测量。因海洋水体存在,须用海洋调

查船和专门的测量仪器进行快速地连续

观测,一船多用,综合考察。基本测量方

式包括：第一,路线测量。即剖面测量。

了解海区的地质构造和地球物理场基本

特征。第二,面积测量。按任务定的成图

比例尺,布置一定距离的测线网。比例尺

越大,测网密度愈密。在海洋调查中,广

泛采用无线电定位系统和GPS技术。 

2 GPS技术概述 

GPS技术是全球定位系统,主要用于

定位、测量等过程。当前GPS技术的应用

十分广泛,在海陆空三个领域中都有应

用。在陆地上应用主要包括车辆导航、

大气物理观测、地球物理资源勘探、工

程测量、变形监测等。在海洋中的应用

主要包括测定远洋船最佳航程航线、船

只实时调度与导航、海洋救援、水文地

质测量等。在航空航天方面的应用主要

包括飞机导航、航空遥感姿态控制、低

轨卫星定轨、航空救援等。GPS技术在世

界上的每个领域都有普板应用,刚投入

使用的时候主要应用在军事领域,后来

其用途不断拓展。GPS技术可以使得测量

精度达到厘米级,而且GPS技术与传统的

手工测量技术相比,有着十分明显的优

势,操作简单,仪器设备的体积小,便于

携带,可以全天候无间断测量,随着信息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当前GPS技术又

有了创新,可以自动接收、存储信息,减

少信息传输过程中的繁琐环节,提高信

息传输效率。 

3 GPS测绘技术的优势分析 

3.1精确度高 

和传统测绘技术相比,GPS测绘技术

具有良好的准确性以及精度。GPS测绘技

术直接和卫星相连接,因此可以直接获

得点的三维坐标位置。并且,很多传统测

绘技术由于条件限制而不能完成的测绘

任务都可以经由GPS技术快速、准确的完

成。从总体来说,在测绘工程领域,GPS

测绘技术属于现代测绘技术的一个高峰,

这是很多传统测绘技术不能达到的。 

3.2节省测量时间,提高测量效率 

传统测绘技术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

同时对人力、物力具有较大的需求,随着

现代化科学技术的日趋成熟,测绘技术

的相关软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进,能

够有效的提升测绘工作效率,节约测绘

时间。在应用GPS测绘技术时,应用改进

的软件对收集的信息进行计算和整理,

行之有效的节约了测量时间,提升了测

量效率,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浪费。 

4 GPS技术在海洋测绘工作中

的重要性 

GPS技术的定位功能在海洋测绘中

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测绘船只上安装

卫星接收机,利用与卫星相同频率的参

考振荡机进行信号接收。分析接收信号

过程中出现的相位差,可以确定测绘船

的位置线交点,并最终确定其位置。相对

于其它定位方式,GPS在海洋测绘定位中

具有显著的优点： 

(1)相对于无线电定位,GPS定位的

各个测站间不需要通视,只要保证能够

良好地接收GPS信号即可,可以大为减

少测绘过程中的过渡点；(2)GPS接收信

号在长距测量中具有很高的精度,这对

测绘工作来说是一个显著的优势；(3)

随着GPS系统的不断完善,定位与观测

时间也在进一步缩短,更便于对动态目

标实施测量；更重要的是,GPS技术不仅

能够测量平面位置,还可以对三维高度

进行测量。 

5 GPS技术在海洋测绘中的

应用 

5.1 GPS技术在海洋测绘中精确定

位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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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在我国沿海范围已经开始使

用无线电指向标－差分全球定位系统

(RBN/DGPS),这一系统能够在300公里

范围内进行偏差不超过5米的精确定位,

能够满足现今条件下的沿岸海道的测

量大比例尺绘图过程中导航与定位的

要求,就其定位性而言,一般情况下的

海洋测绘是足够的,但是仍然无法满足

高精度测量的需求。但是使用GPS-PPK

技术则不会存在这些问题,GPS-PPK技

术能够保证高精度的测量,同时在使用

的过程中,不必使数据链进行实时通

讯。在对海洋进行精密测绘时需要从经

费预算、海洋测量精度、导航实时性的

需求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的情况下,

将RBN/DGPS和GPS-PPK技术两者的优点

进行结合而得出的技术方案能够良好的

实现以上考虑。 

5.2 GPS技术在水下地形测量中的

应用 

水下测量应对海底点的三维、平面

坐标予以确定,并利用水声仪器来完成

水深测量。对水下地形图进行分析可知,

其是海上航运、海底电缆工程以及海上

石油资源和渔业开发等得以顺利开展的

前提和基础,只有在获得准确的水下地

形图的基础上,上述相关作业方能够顺

利开展。海洋水下地形测量中引入GPS

定位技术,能够对水声仪所在的位置予

以快速、精确地定位,而对于具有较大比

例尺的测量图,可借助差分GPS技术来完

成相对定位的工作。需要说明的是,在实

际应用过程中,应将水声仪器同GPS接收

器予以结合,其中,水声仪器的任务为进

行海洋水深测量,GPS接收器的作用为完

成定位测量,在此基础上,经由相关电子

记录设备与计算机和绘图仪等描绘出海

洋水下地形图,为确保相关海洋作业的

顺利进行提供水下地形参考。 

5.3 GPS技术在海洋控制网中的应用 

在海洋打的控制网当中,不仅包括

了地面控制点,还包括了海绵控制点以及

海底控制点,在这三部分当中,海底控制

点是非常重要的。当海底控制点在进行测

量任务时候,主要原理就是GPS信号接收

器可以接收到与卫星同步定位观测,这样

就可以通过水声应答器对GPS信号接收器

以及测控地点之间的距离进行测量。 

5.4 GPS技术在还有深度测量中的

应用 

在对海洋的深度进行测量过程中,

一般使用早波束水深测量系统。基于对

多波束水深测量系统和单波束水深测量

系统的对比分析,随着水深度的变化,单

波束水深测量系统会出现不同的深度数

据,数据信息的获取更为及时,也能对水

深度进行垂直测量,该方式改变了单波

束水深测量系统存在的缺点。海洋深度测

量工作在实际执行期间,使用的测量工具

一般是将船舶工具作为标准,再结合水深

测量软件、GPS技术接收器等,能更为准确

地获得信息。在对海洋深度进行实际测量

的时候,需要在几方面来完善： 

(1)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增加GPS

技术基准站,并对各个区域实现测量,避

免基准站周围存有遮挡物,以促使各个

区域之间信号的有效传输。同时,也要对

基准站周边的坐标进行换算,尤其是要

加强数据信息的保密工作,这样测量工

作在整体上才会更有效；(2)在实际测量

工作中,加强数据信息的收集。在获得一

些数据信息后,要对测量数据的准确性

有效判断,以免因为数据错误导致基站

的位置错误。为了改变其失误性,在进行

测量的时候,要对各个仪器设备进行校

对,保证获得的测量数据更准确；(3)完

成测量工作后,需要加强对数据信息的

处理。在工作实际执行期间,通过专业数

据软件,对海洋深度测量报告有效探讨,

将数据信息抓变为报告形式,并在整体

上更为直观的分析,这样在测量期间不

仅能达到数据共享,也会为海洋深度测

量工作提供较大方便。 

6 结语 

综上所述,GPS技术不断优化发展的

过程中,它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广,在进行

海洋测绘中得到充分发挥,无论是进行

海洋大地测量还是开展海上定位,或者

对海洋水下地形进行精准的测量都会应

用到GPS技术。而伴随着GPS技术的数据

处理相关技术不断提升, 海洋测绘所获

得数据将会更加精准,海洋定位必然更

加准确,而相关的具体操作也只会越来

越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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