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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推进地理信息数据的应用与共享,提高地理信息数据服务水平,需要将原有坐标系地理信息数据转换到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本文就

结合安庆市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转换工作实例,对大地坐标系转换方法及其质量控制技术展开探讨,希望能为相关人士提供些许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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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发布第2号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测绘法》,经国务院批准,我国自2008年7月1日起,启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

系”(简称CGCS2000)。公告规定了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与现行国家大地坐

标系转换、衔接的过渡期为8年至10年。现有各类测绘成果,在过渡期内可

沿用现行国家大地坐标系；2008年7月1日后新生产的各类测绘成果应采用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同时现有地理信息系统,在过渡期内应逐步转换到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2008年7月1日后新建设的地理信息系统全应采用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这就需要对原有坐标系进行转换,从而更好地构建

地理信息数据的应用与共享机制。 

1 安庆市原有坐标系情况 

1.1安庆独立坐标系。2008年安庆市控制网改造扩建项目中,平面控制

主网以总参Ⅱ等补网点凤凰山、井头山为起算点,进行约束平差,由于没有

更多的已知点做为检核,故平面系统称为安庆市独立坐标系。 

1.2 1954年北京坐标系。中央子午线117°,3度带(带号39)高斯投影,

横坐标加500km。 

1.3 1980西安坐标系。国土数据主要为1980西安坐标系。 

2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的转换方法 

2.1观测点位设计。由于缺少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控制点成果数据,

为了构建安庆市现有坐标系与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的转换关系,需均匀选

择至少6个安庆市控制点进行联测。 

根据点位普查结果,从2008年安庆市测绘控制网改造扩建项目的51个

点中至少选择可利用的13个点JTSH、R636、R685、R686、R925、R926、R927、

GD11、GD14、GD27、GD31、GD41、GD46,通过GNSS观测,解算得到其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坐标。 

 

图1  安庆市基础控制网点布设图 

2.2数据的观测。GNSS C级网观测采用双频大地型GNSS接收机,标称精

度不低于5mm+1ppm。采用基于连续运行基准站点观测模式。观测前,作业

所用的GNSS接收机及天线应送国家计量部门认可的仪器检定单位检定,检

定合格且在有效期限内方能在观测作业中使用。 

2.3数据下载与存储。(1)每一个观测时段的观测数据应及时下载,下

载之后应立即将原始观测数据转换为RINEX格式数据,以检查原始数据下

载是否正确,下载、转换软件使用接收机随机软件；(2)每天的原始观测数

据使用一个子目录,子目录命名方式为：测站编号＋年代＋该天的年积日

＋D(表示原始观测数据)。(3)每天的RINEX数据使用另一个目录,该子目录

命名方式为：测站编号＋年代＋该天的年积日＋R(表示RINEX格式数据)。

(4)原始数据与RINEX数据必须在微机硬盘中保留到上交的数据检查验收

完成后,并在不同的介质上备份。 

3 坐标转换参数计算 

3.1重合点分析与确定。当两种不同坐标系进行转换时,坐标转换的

精度除了取决于坐标转换的数学模型和求解转换参数的公共点(重合点)

坐标精度外,还与公共点(重合点)数量和它们构成的几何形状结构息息

相关。 

重合点选取原则是尽量选取足够的高等级、高精度且分布均匀的点作

为坐标转换的重合点(重合点不少于5个)。为提高坐标转换精度,必须使重

合点的数量足够多且分布均匀、合理,同时还要经过大量的试算与分析剔

除一些变化大的重合点(粗差点),从而确定出 终用于求取转换参数的重

合点。 

整理安庆市及其周边已有1954年北京坐标系、1980西安坐标系和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重合点,对其进行分析,选择精度高且分布均匀的控制点

作为坐标转换参数计算所用重合点。 

3.2坐标转换模型。常用的坐标转换模型包括二维七参数模型、布尔

莎七参数模型、二维四参数模型等。根据《国土资源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转换技术要求》,省级以下的坐标转换可选择平面四参数模型。 

安庆市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转换项目拟采用平面四参数坐标转换模

型进行坐标转换。 

平面四参数坐标转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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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个平移参数 0x 、 0y ,1个旋转参数α和1个尺度因子m 。 

3.3坐标转换的具体步骤：(1)将重合点坐标换算为高斯平面坐标；(2)

选取部分均匀分布的重合点(不少6个)作为外部检核点,不参与转换参数

计算；(3)将其余的重合点代入平面四参数模型求取转换参数,再利用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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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遥感影像中不同光谱波段对不同地物的反射率特征,本文采用各种方法,对水体信息提取方式进行探索。主要包括以下几步,第一,

把获取到的遥感影像进行分割,进而得到图像分析 小的单位-影响对象；第二步,识别并提取 小影像对象的特征,构建出分类识别所需要的特

征向量； 后,运用机器学习法,在遥感影像中,提取到所需要的水体信息。 

[关键词]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图像分析；水体信息提取 

 

引言 

本文的研究基础和对象是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提取水体图像信息、运

用面向对象的办法。所包含的步骤分别是预先处理遥感影像、对遥感影像

进行分割、获取遥感影像的特征、水体信息的分类与辨识。 

遥感影像的分割,是为了获取影响对象,为后续的特征提取、识别分类

提供 小的处理单元。预先处理遥感影像的原理是对遥感影像进行几何校

正,并且,对图像融合处理,全面提高对象的精准程度和信息的正确性,为

后期精准识别遥感影像打下基础。对水体信息进行分类与识别主要是设置

识别参数、寻找 优并仿真的途径。遥感影像的特征提取作用是构建多特

征组合的特征向量。 

1 遥感影像的预处理 

对于遥感影像的预先处理,首先,采用几何校正的方法,构建并选取合

理的数学模型,然后,确定下标准地图,大地控制点、原始畸变影像之间的

坐标关联关系将在这个过程中确定,之后,在相应规则的基础上,进行重采

样, 后就可以获得校正后的精确影像
[1]
。 

1.1几何校正 

几何校正在遥感影像预处理中的主要步骤是,采集大地控制点、构建

数学模型、重采样成像。其中,构建数学模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模拟几何

畸变的产生过程,校正遥感影像处理中的畸变。大地控制点的选取原则上

要选纹路较为清楚、容易定位并且特征鲜明的点,比如,位于交通主干道上

的十字路口、运动场地、山峰和微型的岛屿等。此外,根据畸变的程度和

校正精确度的要求,可选取一阶多项式和二阶三阶多项式进行不同复杂程

度的校正。 近邻插值法是重采样成像的方式,此方法用在邻域内 近的

像素值,作为待采样点的像素值。公式如下图所示： 

 

其中,(x,y)为采样点的坐标,(k,l)为 近的点的坐标。 

1.2影像融合 

多光谱影像与全色影像融合在一起,可以同时具有空间分辨和光谱分

辨率的双重优势。 图像融合技术能够很好的把不同的遥感器采集的多源

影像等信息重新融合在一起,生成新的影像,使影像具有更丰富更有效的

信息。 

2 遥感影像分割 

面向对象的办法,能够克服噪声干扰造成光谱差异、影像纹理和几

何特征细节不明显的问题,将图像分割获取来的影像对象分为 小的

处理单元。本次试验采用mean_shift方法可以提高后续继续分割的精

准度,同时不会使图像看上去很模糊,并可以充分的利用遥感影像的颜

色、形状、位置、纹理等细节。在分割前,能够把获得的图像的随机噪

声去掉,该方法操作十分简便、实用性很强,能够显著提升遥感影像工

作的稳定性。 

换参数回代,求得重合点的转换坐标,进而计算各重合点的坐标残差；(4)根

据残差值大小,若残差大于3倍中误差则剔除,重新计算坐标转换参数；(5)

再重复第(2)、(3)步,直到回代残差达到项目要求的转换精度为止。(6)

用计算的转换参数计算外部检核点的转换坐标,并和已知坐标进行比较,

进行转换精度的外部检核。 

注：在求转换参数时不要只追求回代精度,同时也应考虑结构和图形

强度。 

4 质量控制措施 

4.1项目总体管理措施。项目按照“两级检查、一级验收”等相关的

测绘质量控制要求,实行严格质量管理,强化质量保障工作。加强组织和实

施质量监督管理,制定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加强项目承担单位的全面质量

管理,加强对质量的跟踪监控。加强质量检查、质量评估、成果验收等工

作,以保证项目的成果质量。 

4.2坐标转换过程中的精度质量控制。坐标转换点位的平均精度应小

于图上的0.1mm。 

坐标转换的精度是通过求取转换参数的重合点的残差中误差体现的。

转换精度依据下式计算： 

v(残差)=重合点转换坐标-重合点已知坐 

5 结束语 

综上,开展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转换是我国地理测绘事业的发展所需,

为有效推进安庆市地理信息数据的应用与共享,提高地理信息数据服务水

平,需要将原有坐标系地理信息数据转换到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在转换

时,应当结合转换任务,科学设置观测点的数量及位置,将所观测的数据进

行数据转换,同时做好质量控制,保障转换精度、减少误差,从而确保大地

坐标系转换工作的高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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