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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中国遥感大会论文集》

内容概要

《第18届中国遥感大会论文集》是根据“第十八届中国遥感大会”所征论文精选而成，其内容反映了
我国近年来遥感理论研究和技术应用方面的最新成果。《第18届中国遥感大会论文集》分为高分辨率
遥感数据处理与应用、雷达与激光遥感技术、地理空间数据获取与处理、数字摄影测量与制图、地理
国情监测五个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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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蚀变矿物提取的对比研究 基于ArcGIS的矿山地质环境综合评价分区研究 城市建筑容积率估算方法
研究 矿化蚀变信息提取及数据处理方法研究

Page 4



《第十八届中国遥感大会论文集》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 控制点数据库的内容 控制点影像库的建立是进行影像自动匹配的前期工作，主要
为人工操作。人工选择控制点，一般都会选择具有典型特征的地物作为控制点，如道路交叉口、桥梁
与河流交叉中心等。以此为中心选取一定大小的窗口影像作为控制点影像，这些影像信息较为丰富，
匹配的成功率比较高，同时在选取控制点的时候，应尽量使控制点分布均匀。当确定某控制点后，应
记录该点的相关信息。影像控制点是以图像为基础，以矢量为辅的文件。 3.1 图像数据 图像控制点是
以栅格形式存储的包含某一个明显地物的图像。在数据库中，由于栅格图像的特殊性，它无法像属性
数据以一条记录来存储，每一个图像都是以栅格文件存储在一定的目录下，按目录来进行管理。图像
的大小一般在100×100像素和200×200像素之间，以能包含某一明显地物为准。图像控制点区别于传
统的控制点就在于它有图像数据。图像中的明显地物是指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区别于周围其他地物的
，可以是一个道路的交叉口，也可以是一个河流的拐弯处，甚至可以是一个小岛。它的特点使得它在
传统的控制点无法确定的区域能够选点进行几何纠正。 3.2 属性数据 属性数据是用来描述控制点的地
理位置等关系的。一组图像要当作控制点来进行几何纠正，它们必须具有在某一确定的投影空间的正
确的相互位置关系。图像控制点的地理位置就是由它们的属性数据来描述的，为了正确描述地理位置
关系，每一个控制点的属性数据要具有和影像数据进行联结的一致ID标识号，以实现图像数据与属性
数据的正确连接。所有控制点的属性数据格式是相同的，因此属性数据库是关系数据库，每一个图像
控制点的属性以规定的格式记录。属性数据包括：图像控制点来源、控制点坐标、数据说明、参考椭
球、影像的比例尺、野外GPS控制点数码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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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第18届中国遥感大会论文集》可供测绘、地理、地质、水利、农业、林业、大气、海洋等领域的研
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使用，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研究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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