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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行业标准:数字航空摄影测量测图规范第1部分:1:500 1:1000 1:2000数字高程模型
数字正射影像图数字线划图(CH/T3007.1-2011)》由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
行业标准:数字航空摄影测量测图规范第1部分:1:500 1:1000 1:2000数字高程模型数字正射影像图数字线
划图(CH/T3007.1-2011)》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总则、准备工作、定向建模、数字高程
模型生产、数字正射影像图生产、数字线划图生产、相关文件制作、质量控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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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引言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总则 4准备工作 5定向建模 6数字高程模型生产 7数字正射影像图生
产 8数字线划图生产 9相关文件制作 10质量控制 11成果整理与上交 附录A（规范性附录）军事设施和
国家保密单位的表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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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6 数字高程模型生产 6.1 数字高程模型生成方法 根据技术方法和测区条件，可以采用影像相
关生成的像方数字高程模（DEM）与特征数据构不规则三角网（TIN）的方法生成DEM，也可以采用
特征数据和等高线、高程注记点数据构TIN的方法生成DEM。 6.2特征数据采集 6.2.1 特征数据采集包
括特征点线、水域线面和高程推测区等信息的采集。特征点线信息不足时，应采集等高线。 6.2.2特征
数据宜按照图幅范围采集，采集时测标应切准地面进行三维坐标量测。 6.2.3特征点（如山头、洼地、
鞍部、沟心、谷底等）高程采集精度应符合高程注记点的精度要求。特征线（如山脊线、山谷线、变
坡线、陡坎，以及堤坝、沟渠等的上、下沿线）高程采集精度应符合等高线的精度要求。 6.2.4水域线
面包括双线河、面状静止水域等。双线河应根据实际情况采集河岸上、下沿线，其水涯线的高程应依
据上下游水位点高程进行分段内插赋值。面状静止水域采集水涯线，赋统一高程值，高程精度应符合
等高线的精度要求。 6.2.5无法准确量测高程的区域设为高程推测区，高程推测区应按照推测区区域采
集范围线。 6.2.6特征点线稀少区域应适当加测规则散点，规则散点采集间距应根据实际情况在技术设
计中明确。 6.2.7在模型重叠区采集时应兼顾模型接边，在图幅接边处应保证特征线面无缝接边。 6.2.8
高程推测区、无要素分类代码的特征点线在技术设计中应明确要素分类代码。 6.2.9道路、构筑物等地
物要素与周围地形高程差异较大时，宜闭合采集道路、构筑物等地物要素地形突变处的边界线。各边
界线应独立封闭，不同边界线不应相交。 6.3数字高程模型生成 DEM生成应满足以下要求： a）DEM
格网大小应符合CH／T 9008.2的规定； b）宜使用特征数据，等高线、高程注记点数据等参与DEM的
生成； c） 宜构TIN生成DEM； d）DEM生成可根据所采用方法按以下要求进行： 1） 可通过影像相
关生成像方DEM，并与立体模型叠合进行检查和像方编辑，对偏离地面的像方DEM点高程进行编辑修
改，需要时可加测特征点线，使像方DEM点切准地面，真实反映地貌形态，林区无法切准地面时，应
加植被高度改正。然后利用像方DEM格网点及特征数据的高程构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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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行业标准:数字航空摄影测量测图规范第1部分:1:500 1:1000 1:2000数字高程模型
数字正射影像图数字线划图(CH/T3007.1-2011)》由测绘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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