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测绘学会海洋测绘专业委员会第二十一届海洋浏绘综合性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G l o b a l M a p p e r 参与测绘数据的管理和分析

李红兵
’ ,

喻 威
` ,

李纪东
2 ,

杨有才
’ ,

徐 岩
’ ,

宁林春

( 1
.

9 156 1部队
,

广东 广州 5 1032 0 ; 2
.

海军出版社
,

天津 30 0 450 )

摘要
:

介绍了 lG ob al M aP eP
r 软件部分功能及该软件在参与测绘数据的管理与分析中的应用

.

该软件在兼容地理

信息数据格式
、

打开海量数据
、

影像信息综合处理等功能应用中具有突出优势
,

可提高测绘数据管理与分析的工作效

率和结果的可靠性
,

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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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官

对测绘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和绘制相关图件

是测绘工作人员的重要工作内容 l’】
。

伴随着科学

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步伐
,

我国海军测绘作业已

逐步由传统的作业模式向多种信息综合化获取

模式转化
,

所获取的相关数据量成倍甚至几十倍

地扩大
。

如何对海洋测绘数据进行科学高效地组

织和管理
,

将多种相关空间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是

当前测绘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

基于混合数据模型的 G ls 软件在商业上获

得了巨大的成功
,

它们提供了强大的空间分析能

力
、

高效的显示性能和合理的属性访问机制
。

这

方面的软件有 E S IR 公司的 rA cl n fo
、

M aP nI fo 公

司的 M a p ln fo
、

In t e gr r a ph 公司的 IG D s 以及

B e n t一e y 公司的 M ier o s att io n 等 [2 ]
。

这些软件的功

能相当强大
,

但是其对操作人员的要求也较高
,

不但要掌握过硬的专业理论知识
,

而且需具备娴

熟的计算机操作技能
,

严重影响其在测绘人员中

的应用普及
。

lG ob al M aPP er 是一款地图绘制软件
,

不仅

能够将数据显示为光栅地图
、

高程地图
、

矢量地

图
,

还可以对地图作编辑
、

转换
、

打印各类地图

图形文件
、

记录 G P S 及利用数据的 G I s( 地理信

息系统 )
。

直接访问 U s G s( 美国地质勘探局 )卫星

照片 eT arr S价 er 数据库和 ol ob ia M a peP r 内部的

地形图及以真实的 3 D 方式查看高程地图的功

能
。

可以转换数据集的投影方式以符合你的项目
“

的座标系统
,

并可以同时对数据集的范围进行裁

剪和地图显示
、

编辑及分析等其它高级功能 l3]
。

此软件不但功能强大
,

而且对计算机软
、

硬

件环境要求不高
,

操作人员上手快
,

易掌握
。

2 数据兼容性应用

地理信息系统数据有各自固定的格式
,

处理

时需要加以转换
,

商业及专用软件对数据类型要

求较高
,

兼容性不强
。

lG ob al M aPP er 软件相对其

他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的优势在于兼容性好
,

几乎

所有地理信息系统数据都能打开 (如图 l 图中所

例举的仅仅约为四分之一的内容 )
。

图 1 数据文件类型 (部分 )

测绘人员经常涉及不同类型的数据
,

其中由

于生产年代不同
,

数据坐标系统
,

投影方式等差

异在所难免
,

将异构数据标准化是一项重要的工

作
。

地理投影系中包括两个部分
,

一是椭球(基准 ;)

二是投影方法
,

lG o be l M aPP er 软件包括了 w G s

84
、

北京 1954 等 300 多种大地坐标系统
,

几乎

涵盖了世界上各国的常用大地坐标系
。

并且软件

还为用户提供了自定义椭球的功能
,

添加自定义

椭球需要知道椭球的参数
,

主要有长半轴
,

短半

轴和扁率
。

而投影关系到很复杂的数学公式计

算
,

不允许一般用户自定义编辑
,

本软件提了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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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 0 0种投影方式供用户选择使用
。

G l ob a l M叩 p e r还可直接访问 U SG s(美国地

质勘探局 )卫星照片 Tea rre sv re r数据库
,

免费下

载 WM S 数据源
,

包括全球高程数据和彩色影像

图等
。

软件可输出多种数据格式
,

主要包括高程数

据
、

栅格数据
、

矢量数据以及 We b 数据四大类
,

具体文件格式见表 1
。

表 1 输出数据格式

准统一是主要的一个环节
,

传统的数据接口编程

需要技术人员大量的工作
。

lG ob al M aP ep r软件的

数据转换功能是其他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不可比

的
,

能组合处理不同比例尺
、

不同投影
、

不同类

型的数据
,

可以根据需要将数据按照任意大小标

准网格进行格网化处理
,

算精度能满足要求
。

且

避免了大量繁琐的编程计算
,

只需要编写简单的

数据转换和坐标转换程序即可
,

简化了操作流

程
,

降低了工作难度
,

提高了工作效率
。

高高程数据据 栅格数据据 矢量数据据

人人 R CA SC l lG R刀OOO B I LLL A RC I」N G EN E RA I
,

EEE

BBB ILLL B IPPP AR C PO INT SSS

BBB TTT B SQQQ C D FFF

DDD XF 3 DF A C EEE EC WWW C S VVV

OOO XF M E S HHH ERDA SSS D E L O又M E D R AW州GGG

OOO XF PO】NTTT G E O T】F FFF D E LO RM E
口

m A C KKK

EEE RD A SSS U〕川 51 RA S T ERRR O E LO 刊M E WA YP O州 TTT

FFF L O人T G R」1))) JP EGGG IX INNN

GGG EO S O FT GR」DDD JP E GZ(X) 000 D L GOOO

GGGE O 叨F FFF K M LLL DX FFF

GGGL O B A L MA P P E RRR P N GGG GA RM 俐 T RKKK

GGGRA V S O FT GRI DDDDD GA 别MNI W P TTT

HHHF ZZZZZ G PXXX

DIII 川 51 R AS T E RRRRR KM LLL

LLL E V EL L ER HFFFFF L AN D M A RK G R人P H ICCC

LLL ll) A R L A SSSSS LDI AR L A SSS

MMM A P M AK E R T E RR A IIIII L O铸叹A NC E U SRRR

RRR (又K WO RK S G R ll))))) MA P G ENNN

SSS TLLLLL M峨 P IN FOOO

SSS U RF ER GR IDDDDD MA I L A BBB

TTT 〔双只人G E NNNNN M OS SSS

UUU SG S D EMMMMM 刊刀叨人 A S CCC

VVVR州 LLLLL P L人I T E RI VE RRR

VVV IJ L C AN 3DDDDD PO L ISH M PPP

XXX YZ GR】DDDDD SE G P III

WWW
e b 数据据据 SH AP EF IL EEE

GGG `洲义i】e M哪 T II“““ S IM P L E A SC l lll

KKKM L服M ZZZZZ S [爪FE R B L NNN

SSS VGGGGG SV G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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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V i n 一绝】E刁月h T i】。。。 WA S P M 冉护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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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最数据的处理优势

lG ob al M a p p er 软件在海量空问数据的显示

方面有其优越性
。

例如全国陆地 1
` 、 1

`

平均地形高

程数据共 3
,

6 32
,

8 16 个离散数据点
,

使用

crA C a t a lo g 生成 s h a p e 格式文件
,

如果想在

rA c s ee n e 中看其立体效果时
,

程序会弹出
“

hT
e

决 rt ie a l e x t e n t 15 t o o la gr e fo r P rop e r d is Pla y o f ht e

g e o garP hy
.

C h e e k ht e e oo dr in a et sy s tem or v e rt ic a l

e x a g g e r a t io n s e t t in g s fo r th e la y e sr in ht e Sce n e
for

加 s s ib le a
dj

u s tm e n t
. , ’

提示框 (如图 2 )
,

而使用

lG ob al M aP ep r 则可以很顺利地打开
,

其三维效果

见图 3
。

图 2 A cr s ec e n 消息框

随着测绘技术的迅猛发展
,

测绘仪器的推陈

出新
,

测绘手段的持续增加
,

采集软件的更新换

代
,

测绘数据存储格式也不断增加
。

对测绘数据

后处理是测绘人员的主要工作
,

其中数据格式标

图 3 G一o ba l M a pep
r 显示三维效果图

美国国防部国家测绘局 ( NI M A ) 同美国国

家宇航局 (N A S A ) 联合于 2 000 年 2 月 11 日发

射
“
奋进

”
号航天飞机

,

执行
“

航天飞机雷达地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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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飞行任务
, ,

( hT
e hs utt le ar d ar otP

o

gar Ph y

m is is o n
,

SRT M )
。 “
奋进

”

号上的 S RTM 载荷舱共

进行了 222h 23m in 的测图和数据采集
,

获取的数

据覆盖了北纬 600 到南纬 560 之间的全部地球表

面 14 ]
。

G一o b a l M叩p e : 软件可以在线免费下载全部

SRT M 高程数据
。

对于存取在载体中的数据无需

要解压就可读取
,

并且可进行批处理
,

相比其他

G ls 软件
,

优势更加明显
。

对于大数据量的多波

束数据显示同样游刃有余
。

多波束测深技术具有局部全覆盖
、

高分辨

率
、

高精度的优点
,

这也导致了测量数据的海量

化
。

lG o ha l M叩 ep r 软件打开
、

显示多波束数据十

分便捷
,

而使用其他软打开多波束数据的过程也

是对操作人员耐心的考验历程
。

验后平差后的海面高结果数据出现异常 (图 4)
。

4 测绘数据的管理与分析

随着海洋测绘技术的发展
,

测绘数据的来源

的复杂性大大提高
,

各个采集部门所获取的空间

数据不可避免会出现差异性
,

数据处理过程也会

产生不同程度的误差
。

在统一的地理框架下建立

统一的用户视图
,

清理
、

合并数据对数据质量解

决方案的实施至关重要141
。

有效的数据质量保证

工作开始于数据采集
,

一旦错误的数据进入系

统
,

再想把它们修正过来
,

代价是十分巨大的
。

lG ob al M aPP er 软件参与空间数据质量控制

主要利用它的可视化功能
。

虽然很多专业软件这

方面的功能特别强大
,

但是 lG
o b a l M a pp e r 软件

的优势在于它对数据文件格式的兼容性非常强

大
,

兼容栅格
、

矢量
、

高程类的多种格式可综合

处理
,

而且其批处理功能更会大大提高其效率
。

利用多代卫星测高数据进行局部海域重力场

反演研究
,

对海量的测高数据进行每一步的计算

方法都是编程实现
,

对每一步计算结果的检核及

稳定性检核也是通过计算结果进行分析
,

很少通

过可视化先进行直觉审查
,

数学模型在理论上虽

然严密
,

但是疏忽有时依然会出现
。

采用验后平

差法对 T P/
、

E R S
一

l
、

ER S
一

2
、

G e o sa 此 RM 和

G co sa 口GM 数据联合平差时
,

首先各个卫星海面

高数据进行自交叉平差
,

然后由 T P/ 卫星轨道做

为控制
,

与其他卫星数据进行互交叉平差
,

从而

统一到 T份 卫星轨道基准
。

然后进行逐步计算
,

直至完成局部重力场反演
。

因为当时利用卫星测高数据进行局部重力场

反演研究时没有利用合适的海量数据显示软件
,

所以没有针对每一步的计算结果进行可视化检

验
,

所以发现什么问题
。

不久前本人采用 lG o ba l

M aP ep r 软件对每一步的结果进行查看时
,

发现

图 4 局部海域海面高三维效果图

进一步深入发现上图中出现的海面高异常

数据是源于 G co sa 口GM 的一条弧段的部分由于

没有被交叉点约束
,

故交叉点平差与滤波的计算

并没有对其起作用 (图 5 )
。

找到原因
,

以后的改

正工作就很顺利
。

图 5 G c os a口GM 海面高三维示意图

由于测绘信息源不一致问题
,

多源信息的融

合引起各国测绘部门的高度重视
,

多种测绘信息

综合处理是测绘工作者的必备能力
。

测绘人员在

进行出测项目规划
,

外业测量过程期间
,

内业数

据后处理时
,

都会采用测区的历史资料做为参

照
,

如果历史资料格式
、

坐标系
、

投影方式
、

比

例尺等基础信息与待测任务相同
,

做比对
、

分析

及决策比较容易
。

但是
,

往往是历史资料的诸多

要素与待测任务要求不同
,

很多资料甚至仅仅是

以纸介质为载体
,

处理起来有诸多不便
。

G lob al

M a Pep r 软件可以实现多种信息综合处理
,

举例

如下
:

只要我们将模拟信息转换成数字信息
,

就可

以进行影像校正
、

光栅混合
、

对比度调节
、

精度

比对等一系列高级处理
。

本文只简单介绍影像校

正应用
。

关于本软件影像较正应用方面
,

首先要了解
,

对于我们需要处理的每一幅位图本身在未配上

地理意义上的坐标之前
,

本身仅具有像素坐标
,

这个像素的定义与我们地理意义上的坐标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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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

我们的地理意义坐标的定义原点位于图像方

形区的左下
,

而像素坐标则位于方形区的左上

方
。

下面我们将以一个以扫描的老海图为例来说

明
,

本来这个图像原来为北京 1954 的坐标系
,

本例是要通过像素较正把它矫正为W G S 84 坐标

系
。

开始矫正影像
,

设定矫正后图像的格式 (这

里选 PJ G
,

因为 PJ G 文件体积小 )
,

在弹出的矫

正对话框中设置投影椭球为 W G S 84 大地坐标

系
。

在对话框中的像素坐标框可使用鼠标选点或

者输入相应点的像素值
,

在最右边的参考矢量框

中选取相应的点
,

左击并拖出框来放大参考矢量

(注意
:
放大级别越高精度越高 ) 放大一定的级

别
,

单击左键完成点的选取
,

按添加到 G C P 目

录
,

其余的三个点分别填入相应的数值
,

并按上

步方法完成参考点的选取和添加控制点 (如图

6 )
。

可以根据需要选取更多的控制点
,

增加校正

的精度
。

计算
、

光栅混合
、

光栅裁剪及羽化
、

光谱分析及

对比度调节
、

海拔高度查询
、

视线计算
、

挖填土

方计算以及一些高级功能
,

如图像校正
、

通过地

表数据进行轮廓生成
、

通过地表数据观察分水

岭
、

对 3D 数据转换为三角多边形和网格化等
。

通过内建的脚本语言或众多的批处理转换选项

能够高效地完成重复性任务 l3]
。

随着软件的更新

换代
,

其功能必然更强大
,

用户熟练程度的增加

必然使其在测绘数据处理领域的应用更加广泛
。

5 结 论

测绘数据的管理与分析是测绘人员的重要

工作
。

本文针对 lG ob al M aP ep r 软件的多种数据

的兼容性
,

海量数据的可视化分析处理和影像校

正功能做简单应用介绍
。

它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将

不同类型的数据迅速组织起来进行综合分析
,

从

而获得新的发现
,

通过对多源数据的管理
,

对有

目的性的深入研究提供决策支持
,

能大大提高工

作效率和结果可控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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