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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测绘学会作为中国科协的组成部分，将始终参与这项工作并承担有关测绘内容的组织编写，
以体现测绘学科在整个科学丛林中的一席之地。与此同时，本会按照中国科协对组织编写学科发展蓝
皮书的统一要求，并结合我国测绘学科的特点和发展需要，从2002年起按年度连续编印了《中国测绘
学科发展蓝皮书》，共分测绘综述篇、学科专业篇、科技成果篇、学报分析篇、国际交流篇、学会记
事篇等六个部分汇编有关内容，在中国地图出版社（测绘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予以公开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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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A 测绘综述篇地球空间信息学中的测绘学科B 学科专业篇大地测量学科发展现状摄影测量与遥感发展
现状地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学科发展现状现代工程测量学科发展现状海洋测绘学科发展现状矿山测量
学科发展现状地籍与房产测绘发展现状工程用激光仪器的发展现状C 科技成果篇全国及部分省市地区
高精度高分辨率似大地水准面的研究和实施地理空间信息资源开发与技术产业化煤矿区土地生态环境
损害的综合治理技术森林资源精准监测广义“3S”技术研究2000国家GPS大地控制网空间数据自动综
合技术及其应用研究卫星测高在中国近海地球物理和海洋动力环境研究中的应用国际标准电子海图数
字化与综合平台土地利用现状更新与调查的高分辨率遥感应用技术集成应用基础地理信息辅助中国水
资源战略研究与财政补偿分析全国1：25万数据库更新工程导航电子地图和智能导航软件研制与产业化
西部地区县(市)挂图工程西部地区资源环境基础空间数据库2004年测绘科技进步奖目录2004年优秀地
图作品奖目录D 学报分析篇2004年《测绘学报》论文概述2004年《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论文
概述2004年《测绘学院学报》论文概述2004年《测绘科学》论文概述2004年《测绘科学与工程》论文
概述2004年《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论文概述2004年《海洋测绘》论文概述2004年《测绘通报》论
文概述E 国际交流篇中国测绘学会2004年对外交流活动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ISPRs)第20届大会情
况赴法国、荷兰学习考察报告F 学会记事篇中国测绘学会北京测绘学会天津市测绘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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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地球空间信息技术与矿山工程“3S”技术在矿山的应用与研究中表现为密切结合矿山的特点
和应用难点开展测试和研究。GPS技术除了在矿山建立工程坐标系统中发挥其独有的优越性之外
，GPSRTK技术还用于矿区地表沉陷区的点、线、面及3维空间监测，以及建立动态变形区的高程变化
模型。RBN／DGPS定位技术在我国近海油田生产建设中获得成功应用。在我国海域已建立20个海洋无
线电指向标（RBN）和DGPS站用于指导海上油井生产平台的安装、油管及水管线路的敷设定位。关
于遥感技术，采用多时相LandsatTM、ETM等遥感图像数据对矿区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进行监测
。利用遥感图像数据在GIS软件的帮助下选定通过煤矿开采沉陷区时受开采沉陷影响最小的高速公路
线路方案，以及方便地生成“4D”产品供矿区土地复垦过程中各阶段使用。D-Insar技术主要用于工矿
区地表形变与沉陷监测，其中要解决由于沉陷区的形态及演变呈非线性的复杂过程而引起的相位信息
提取及形变分析中的种种难题。运用GIS和webGIS技术在我国一些煤矿成功实现了可视化生产调度、
安全调度和安全监控，对越层越界开采、贯通采空区、贯通含水层等可能发生重大事故或安全隐患问
题设计了相应的应急预案，并在矿区建立了网络数字煤矿安全信息管理系统。基于GIs的沉陷区上方建
筑物损害系统，矿山水资源管理系统的建设也取得进展。矿山资源开发潜力分析评价是GIs在矿山应用
研究的一个新课题，现已开发出的自动制图--图层集成模型，可以进行有关资源潜力分析。地质测绘
信息是矿山采掘生产、安全管理的基础空间信息，从而为“一通三防”、采矿、调度、安全监测监控
等奠定信息与管理基础，为此提出了灰色地理信息系统的概念、理论和算法，并研发了矿山地测空间
信息系统，已在众多煤矿得到广泛应用。　　在矿区地面和地下、井筒及巷（隧）道工程，以及其他
各种地下工程的设计、施工中有大量复杂和特殊的测绘工作，例如为了解油田地层特征进行的油田3
维大地形变测量；3维激光扫描技术用于地面和地下空间断面测量及3维建模；建立地下工程（隧道）
围岩变形的非接触式监测与分析系统；红外热探测仪用于煤矿地层构造的地质性质的探测，以及测量
机器人边坡自动监测等都得到成功的应用。　　开采沉陷与“三下”开采研究成果主要有：①根据地
面观测数据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法分析计算岩层移动参数；②综合应用现场测量、相似模拟实验、数
值模拟及理论分析等技术研究矿区建筑物基础反作用力分布规律；③研究和发现关键层与土壤之间的
耦合效应对地表沉陷的影响机制；④在岩层中埋设由特殊金属制成传感器，配合全站仪和GPS测量结
果进行岩层与地表移动监测及分析；⑤对煤层地下气化引起的地表下沉因素的研究，研究结果认为，
这种规律的计算类似于条带式开采的情况。　　本学科发展篇根据许才军、闫利、杜清运、徐亚明和
翟国君等5位专家以及中国测绘学会大地测量专业委员会、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委员会、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专业委员会、工程测量分会、海洋测绘专业委员会、矿山测量专业委员会和地籍与房产专
业委员会提供的有关材料综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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