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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使用\YB7KI1lMn自动控件接口操作7;IO\7A进行介绍$针对利用 DCY*? RFD立体影像进行地物要素成图问题提出基

于\YBS7;IO\7A的矢量化方法$并着重阐述利用该方法制作 &t?" """ 地形图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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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阔"&$<?%#$男$河北辛集人$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9CD及工程测绘软件开发%

;;一"引;言

多种类’多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是当前国家和

区域地理空间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的重要数据源%
DCY*? 卫星影像以其较高的分辨率及获取快捷’经

济的特点可以作为国家’省级空间地理信息基础数

据建设中的专题数据库建设与更新的主要数据源

之一%
DCY*? 号卫星于 ’""’ 年 ? 月发射$卫星上搭

载有三种成像装置!高分辨率几何装置"RF9#’植

被探 测 器 "m/9/*7*EY8#’高 分 辨 率 立 体 成 像

"RFD#装置% 这几种探测器分辨率情况如表 & 所

示% 在保持," @=G," @=的成像范围不变的情况

下$全色分辨率提高到’>? =$多光谱将达到&" =$
立体像对 也 将 通 过 同 轨 的 前 后 偏 转 成 像 装 置 获

取% DCY*卫星系列带有明显的测绘制图卫星的

特征$而 DCY*? 卫星事实上已经成为地形测绘和

制图卫星*&+ %
在西部无图区测图任务的实施过程中$利用

DCY*? 卫星影像测绘是解决困难地区测图的一种

重要手段% 针对 DCY*? 影像开发的几何纠正软件

已经完成$但是利用 DCY*? RFD 立体影像进行地形

图的自动化成图方法还有待研究% 7;IO\7A在地形

图制图中的重要地位已经十分明显$现在大量的基

于7;IO\7A的地形图制图软件应用也很普遍% 结

合地形图生产部门的实际需要$在 DCY*? 影像处理

软件的基础上$利用 \YBS7;IO\7A技术增加地形

图自动制图功能是一种快速高效的使用遥感影像成

图的方法% 本文就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以地物

要素半自动成图入手对该方法进行研究%

表 <;9BT4C 卫星探测器的分辨率和视场

分 辨 率

波 段S.=
高分辨率

几何装置S=
植被成像

装置S@=
高分辨率

立体装置S=
C7!">#$ T">,$ ’>? 或 ? 3 &"
-"!">#) T">#< 3 & 3
-&!">#$ T">,& &" 3 3
-’!">,& T">,( &" & 3
-)!"><( T">($ &" & 3
D[EF!&>?( T&><? ’" & 3

视场S@= ," ’ ’?" &’"

;;二"2T.F(:0,2(W技术

\YB定义了一种创建’使用和扩展基于组件模

型的应用标准$是面向对象技术的扩充% 7;IO\7A
为大多数开发环境提供了\YB对象$这些对象是支

持7KI1lMn自动控件的$它能支持m-$02l2$m\和所

有其他支持7KI1lMn对象的 [13dONP环境*’+ % \YB
具有进程透明性的特点$既表现在创建\YB对象的

进程中$而且在调用\YB接口时也具有进程透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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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客户程序创建\YB组件对象后$通过组件对象

的接口指针调用组件对象的成员函数完成相应的功

能% 7;IO\7A是一个可执行程序$当它被作为 \YB
组件调用时$是一种进程外组件%

在7;IO\7A\YB中提供了各种封装有 7;IO%
\7A功能的对象$这些对象可供应用程序通过编程

来引用% 根据功能的不同$可以把这些对象分成以

下几类!
&>图元"/3I1Ig#类对象!如直线’圆弧’多段线’

文字’标注等%
’>样式设置"DIgLM#类对象!如线型’标注样式

等%
)>组织结构 "YH5231f135# 类对象!如图层’编

组’图块等%
#>图形显示"m1MN#类对象!如视图’视口等%
?>文档与应用程序"AOK;=M3Iq744L1K2I1O3#

类对象!如A[9文件或7;IO\7A应用程序本身等%
所有这些对象都具有一种层次的关系$最高层的对

象为(744L1K2I1O3)$它包括 & 个(CHMJMHM3KM)对象和

) 个 集 合 对 象 "(AOK;=M3IP)$ (BM3;-2H)$ (BM3;%
9HO;4P)#% 在(AOK;=M3IP)集合对象中包含(AOK;%
=M3I)对象$表示当前的图形文件$在该对象下还包

含-LOK@P"图块集合对象#’BOdMLD42KM"模型空间集

合对象#’C24MHD42KM"图纸空间集合对象# 等子对

象$这些子对象又产生下一级的对象$如(\1HKLM)$
(:13M)等$对应着 7;IO\7A中的各种图元$分别可

以利用其方法在图块’模型空间或图纸空间创建各

种图元%
在卫星影像处理软件绘图过程中$就是通过

\YB接口链接 7;IO\7A完成数据交换和图形绘制

工作的% 其链接过程为!
&>在 DId7JZ>Q 文 件 中 引 入 2K2d>ILW 和 =P2%

dO&?>dLL文件%
’>应 用 7JZ/32WLM\O3IHOL\O3I213MH" # 和 7JZ%

YLME31I"#函数在初始化阶段完成程序对 \YB的初

始化$创建7AY连接%
)>在应用部分$首先创建7;IO\7A相关对象实

例$包括应用程序对象 E7K2d744L1K2I1O3CIH’文档对

象E7K2dAOK;=M3ICIH’模型空间对象 E7K2dBOdMLD42%
KMCIH&其 次 利 用 E7K2d744L1K2I1O3CIH的 成 员 函 数

9MI7KI1lMYWcMKI对 7;IO\7A应用程序进行链接$如

果7;IO\7A程序没有运行$则使用\HM2IME3PI23KM函

数对其进行启动运行&然后初始化7;IO\7A$主要包

括 可 视 化 设 置 "C;Im1P1WLM#’ 多 文 档 模 式 设 置

"C;ID135LMAOK;=M3IBOdM#&最后分别实例化文档对

象"9MIAOK;=M3IP# 和 模 型 空 间 对 象 "9MIBOdML%
D42KM#%

至此$就完成了对象数据构造进而可以利用模

型空间中相关的函数在7;IO\7A中添加实体%

;;三"利用9BT4C 影像数据半自动化

地物成图

!! 通过使用 \YB$基于 [13dONP平台的应用程

序就能相互通信并交换数据% DCY*? 影像处理软件

是基于[13dONP平台利用m\bb,>" 开发的$因此可

以在该软件系统中通过在数字影像上交互矢量化$
利用7;IO\7A提供的\YB接口完成地形图的后台

自动化绘制过程% 该过程主要由两个主模块构成!
# 影像数据交换模块&$ \7A自动绘图模块%

<=影像数据交换

影像数据的交换是指在遥感影像处理平台做人

机交互提取地物的矢量化工作$以屏幕符号菜单命

令的形式交互记录地物的种类$以点’线’面的分类

格式记录地物对象的坐标$然后 7;IO\7A应用程序

通过\YB接口函数读取该地物数据并完成后台图

形绘制工作% 在数据交换的过程中$最核心的工作

是如何把不同的有效地物数据信息转换成7;IO\7A
\YB对象可以读取的数据格式% 本文采用的方法

是把每个地物都看成点集$点状地物为一个点$线状

地物为顺序排列的一组点$面状地物为闭合的一组

点$建立如下结构记录点集数据!
PIH;KIOWcMKI0
!!dO;WLM-5Z&
!!dO;WLM-5g&
!!dO;WLM-5f&
!!13I KOdM&
!!13I 48;=&
2

其中分别记录了组成该地物的所有点的 K$L$U坐

标$地物代码$点个数% 然后再建立结构数组记录同

类地物% 当在遥感影像处理平台上得到地物的坐标

和属性代码数据后$必须把数据转换成 m2H123I类型

才能被7;IO\7A\YB对象使用% 其基本原理是用

D2JM7HH2g\HM2I函数构造一个 m2H123I数组存放一维

实数数组$数组元素就是点的三维坐标$数组长度根

据点的数目确定% 然后利用模型空间对象的实体增

加函数读取坐标数据生成并载入实体% 最后利用

7;IO\7A文档对象的 DM3d\O==23d 函数发送字符

串命令给7;IO\7A应用程序$其中包含7;IO\7A中

使用的绘图命令’要绘制地物的代码等信息%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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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绘图模块在接收到该信息后就可以自动完成对

特定地物实体的属性设置%
>=2(W自动绘图

自动绘图模块是一个相对独立的YWcMKI7Fn应

用程序$主要完成创建绘图所需的自定义类和在运

行时通过向既有的7;IO\7A类添加绘图函数$完成

地物的绘制% 该模块主要工作步骤如图 & 所示%

图 &!绘图模块工作流程

&>初始化绘图环境% 为了节省时间$采用样板

图模式$在样板图基础上绘图% 使用样板图可以有

两种方式!一种是在7;IO\7A环境下把初始绘图环

境设置好并存储成样板图$包括配置图层$设定比例

尺和比例因子$建立 7Fn链接程序$建立绘图所需

的线型文件’点状地物图块文件’填充类地物图块文

件’填 充 模 型 文 件 等% 在 程 序 中 使 用 2KMdDg3K%
61LMY4M3"J32=M#命令调用样板图"J32=M是样板图

文件名#% 另一种是利用函数进行绘图环境初始

化$在绘图函数中调用绘图环境初始化函数%
’>接收绘图命令信息% 是指当影像处理应用

程序通过链接 7;IO\7A\YB完成 \7A实体绘制

后$本模块实时获取该实体$并利用YWcMKI7Fn提供

的与7;IO\7A编辑器通信的类和成员函数$根据接

收到的遥感影像处理程序发送的命令信息获取编辑

该实体所对应的命令名称和地物代码$对该地物进

行符号化和属性化%
)>符号化% 对地物实体根据地物代码进行图

层’颜色的设置$针对点’线’面不同类型地物进行符

号化% 地形图符号分为比例符号’非比例符号及半

比例符号三种% 比例符号主要是指房屋’道路’桥

梁’河流等$这些符号一般是由图形元素的点’直线

段’曲线段等组合而成$因而可以通过获取这些图形

元素的特征点绘制% 非比例符号主要是指一些独立

的’面积较小但具有重要意义或不可忽视的地物$如

测量控制点’水井’界址点等% 非比例尺符号的特点

是仅表示该地物中心点的位置$而不代表其大小%
对这些符号的处理$可先按照图式标准将符号做好

存放于符号库中$在成图时$按其坐标调用即可% 半

比例符号在图上代表一些线状地物$如围墙’斜坡’
境界等$这些符号的特点是在长度上依比例% 在处

理这些符号时$可对每一类线状地物符号定义类对

象$需要时$调用这些对象函数$输入该线状地物转

折处的属性特征点% 另外一种处理线状地物的方法

是对特征线状实体利用线型文件进行线性符号化$
此时主要考虑全局线型比例因子的设置和使用% 对

于填充类面状地物的符号化$如植被’地貌$可以用

有代表性的符号均匀填充$但是对于西部地区复杂

地貌较多的情况$需要开发定制适合电子地图使用

和表达的符号%

;;四"应用实例

利用 DCY*? 影像处理软件在经过几何纠正’辐

射矫正和图像融合后$就可以开始进行交互矢量化

制图% 有时实际操作过程中辐射矫正可以略过$几

何纠正完后直接作融合然后制图$也可以作其他信

息提取$比如植被指数 8AmE等$还可以分类$或作

其他专题影像%
对卫星影像进行矫正矢量化以及利用 \YBS

7;IO\7A技术成图后的效果图如图 ’ 所示% 对于

&t?" """及以下比例尺地形图的核心要素都能快速

交互成图%

图 ’!在 DCY*? 影像图上交互操作及7;IO\7A
适时矢量化效果图!!!!!!!

;;五"结束语

本次试验采用 DCY*? RFD 影像数据$分辨率为

? =G&" =$按照&t?" """地形图图式和成图要求

对地物部分进行提取成图$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这

种方法对西部无图且测图困难地区实现直接利用卫

星影像数据自动化生产中小比例尺地形图有较强的

应用价值% 通过卫星影像处理软件与 7;IO\7A绘

图平台的链接$能缩短制图系统开发周期$快速地完

成制图任务$及时满足生产需求%
使用卫星影像测绘地形图$地物要素使用数据

库直接存储$大大节省人力$提高生产效率&数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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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库可进行后续分析$为数据更广泛应用打下基

础% 在地物要素提取方法上$取代交互操作实现自

动化提取$将进一步加快遥感影像信息获取的速度

和效率%
如今卫星影像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测绘生产中$

无论其空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光谱分辨率还是辐

射分辨率都有较大提高$利用卫星影像测绘中小比

例尺地形图有很大优势$所以应用卫星遥感影像编

绘地形图很有应用价值% 现有常用的数字摄影测量

系统其地形图编绘模块一般都是以制图为主要模

式$地物要素采集时一般只采集要素空间数据% 属

性数据和空间数据同时采集并存储于数据库中$可

大大提高作业效率并减少或避免因数据格式转换带

来的信息丢失现象% 地形地物自动提取在海量遥感

影像数据测图生产过程中则可以减少人员操作$进

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所以$行之有效的地形地物自

动提取 方 法 研 究 是 遥 感 影 像 测 绘 地 形 图 的 长 期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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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辨率二维数码影像与三维激光点云数

据相结合$构建高精度’大比例尺’可量测的真实三

维数字山海关长城%
#>综合开发应用多种不同学科的国外先进软

件$处理海量激光扫描数据$实现数据建模的高效率

及系统的快速应用查询%
?>该技术集合创新程度高$首次在我国成功将

多重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应用到长城测绘中$为测绘

在数字城市’数字区域建设提供了新的高科技手段$
为文物保护部门推出了新的数字平台$对测绘界将

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具有广阔的推广

前景%
我们深信随着测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测绘必

将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领域%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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