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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徐 红

每年的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

传周期间，公众纷纷将目光聚焦于地图上。众

所周知，地图是测绘成果的一种展现形式，而

大地测量是地图测绘的基础，是地理位置精准

的重要保证。近年来，大地测量技术快速发

展，对地观测手段日益丰富，使高大上的高精

度 导 航 定 位 和 位 置 服 务 走 入 了“ 寻 常 百 姓

家”。卫星大地测量数据和卫星遥感影像不但

给地图制作提供了新的数据源，同时把人们的

视野拓展到月球和其他星球。

今 天 ，让 我 们 走 进 地 图 背 后 的“ 大 地 测

量”，特别是大地测量的核心——大地测量基

准建设与维持。

地理位置准不准，基准很重要

大地测量是为研究地球的形状及表面特

性进行的实际测量工作。各种测绘任务只有

在大地测量基准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统一、协

调、法定的坐标成果，才能获得正确的点位和

海拔高，以及点之间的空间关系和尺度。在我

们的生活中，大到卫星、导弹、航天飞机、宇宙

探测器等的发射、制导、跟踪、返回工作，小到

外卖配送、出行导航等都离不开大地测量的支

撑和服务。

大地测量系统规定了大地测量的基准、尺

度标准以及实现方式，以此来确定地球上物体

的精确位置，包括坐标系统、高程系统、深度基

准和重力参考系统以及相对应的坐标框架、高

程框架和重力测量框架。正是由于平面和高程

为两个不同参考系，所以在实际测量工作中，平

面控制测量和高程控制测量就需要分开来测。

全球大地测量观测系统（GGOS）作为全

球大地测量坐标框架建设和地球变化监测的

重要基础设施，得到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经过

18 年的建设和发展，该观测系统已成为国际大

地测量协会（IAG）“旗舰”品牌，在地质灾害防

治、自然资源监测、气候变化研究、台风飓风预

报、海平面变化监测、全球风险管理、海洋预测

预警和空间天气研究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在此期间，基于全球大地测量观测系统，

国际大地测量协会组织其下属的国际 GNSS

服务组织、国际重力场服务组织等十多家机

构，综合利用各种大地测量观测资料，在全球

地心坐标框架维持、地球自转和定向服务、重

力场和大地水准面研究、导航定位服务以及海

平面变化监测等方面，为全球提供全方位的大

地测量数据和产品服务。

随着我国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广泛应

用，过去 8 年来，由我国主导基于北斗的全球

GNSS 监测评估系统（iGMAS），得到全球广泛

认可。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武汉大学、上海天

文台等 13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充分利用北斗数

据，对北斗导航卫星系统运行状况和主要性能

指标进行监测和评估，生成高精度精密星历和

卫星钟差、地球定向参数等产品，为北斗卫星导

航定位系统的稳定运行、推动北斗国家坐标基

准建设和各种应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陆海基准建设，无缝衔接需求迫切

今年 6 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大地测量

协会（IAG）2021 科学大会上，国际大地测量协

会主席祖赫·阿尔塔米米（Zuheir Altamimi）科

研团队预发布了最新研发的国际地球参考框

架（ITRF 2020），成为目前权威的地心坐标基

准。地心坐标基准可以简单理解为描述地球

及外部空间任意一点三维位置的坐标系统。

由于坐标基准点的位置随地球运动不断

发生变化，国际地球参考框架（ITRF）也一直

不断更新，以确保其可用性和精确性。如今，

这一基准已迭代了 12 次之多。该基准成为世

界各国建立国家地心坐标系的基础，也是美国

GPS、中国北斗等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精化

导航定位参考框架的基础。

我国的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是以国际地

球参考框架（ITRF97）为基准建立的，是国家

法定坐标基准。我国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国土

空间规划和其他各行业高精度位置服务都需

要该坐标基准来控制。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框架转换软件，是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近年来的创新科技成果

之一。该软件是国内历史参心坐标系框架、国

际 ITRF 框架与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框架间

地理信息成果的转换软件，已在自然资源部相

关单位以及全国 31个省（区、市）得到应用。

“眼下，需要将全国可用的 GNSS 卫星导

航定位基准站纳入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统，

特别是要将北斗卫星数据融合进去，并实现坐

标框架的持续更新和维护，确保国家坐标基准

自主、安全、可控。”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

测绘科学研究院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研究

所所长党亚民说。

在 2020 年珠峰高程测量中，由于中尼两

国高程基准不同，国际上也没有统一的高程测

量基准，导致没有统一的高程起算点。据专家

介绍，通过这次测量，我国首次在珠峰地区建

立了国际高程参考框架，联合航空和地面重力

等数据，建立了珠峰区域高精度重力大地水准

面模型，为确定珠峰高程提供了高精度起算基

准，取得历史性突破，得到国际大地测量协会

的高度认可。

建立国家级厘米级精度重力大地水准面，

以数字高程基准取代传统水准测量模式维持

国家高程基准是国际主流趋势。目前，国际大

地测量协会也在积极推动建立全球统一的高

程基准，已完成国际高程参考系统理论和技术

研究。一些国家和地区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初

步实现统一的高程参考框架。

我国 2001 年发布国家似大地水准面模型

CQG2000，至今未更新。其精度与分辨率目

前仅能满足 1 5 万国家基本比例尺测图需

要。此外，全国大部分省份和主要城市已经完

成了省市级似大地水准面精化，并在本地区提

供高程基准服务。但由于各省市似大地水准

面模型相对独立，并且与国家高程基准存在系

统性偏差，跨省市拼接存在一定误差，跨区域

工程建设及应用受到了制约。因此，业界专家

认为，我国有必要建设新一代国家数字高程基

准并进行定期更新。

陆海无缝垂直基准体系建设是建设海洋

强国的“法宝”，越来越受到世界海洋强国的重

视。该基准是海岸带自然资源管理、海洋资源

开发利用和海洋防灾减灾等应用的重要基础

设施，它综合利用卫星测高技术和验潮站观测

资料，可以实现陆地高程基准与海洋深度基准

的无缝转换。目前，欧美等一些国家已建成了

较为完善的陆海垂直基准。近 10 年来，我国

广东、江苏、上海和天津等部分沿海省市根据

自己的实际需求，开展了局部垂直基准构建和

工程化应用。我国尚未在国家层面建立陆海

无缝垂直基准体系和基准服务系统，这也制约

了从陆地向海域延伸的地理信息数据产品生

产及应用服务。

补齐基准短板，拓宽服务领域

业界专家认为，我国大地测量产品的标准

化程度、应用服务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

在一定差距。目前我国大地测量数据产品的

服务对象主要面向机构，很少直接向社会大众

提供服务。在服务过程中，也出现了管理资料

的单位不会使用数据产品，会使用的单位或有

需求的单位却拿不到数据的现象。在服务社

会公众方面，目前我国还缺乏国家级测绘基准

产品综合服务平台，类似国际大地测量协会这

样的公益性组织、多样化大地测量产品和增值

服务能力仍远远不足。

近年来，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持续开展技

术攻关，特别是在大地测量领域，除了在 2020

珠峰高程测量中发挥引领作用外，在 2000国家

大地坐标系的建立、维持和应用推广，国家北斗

分析中心建设与运维，地球重力场和垂直基准

理论和技术研究，海岛礁测绘、海洋大地测量

基准体系建设以及卫星导航与定位理论和技

术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该院院长燕琴表示，未来将通过建立我国

新一代地心参考框架、国家陆海统一无缝垂直

基准体系、国家测绘基准综合应用服务平台、

中国大地测量观测系统，更好地服务自然资源

调查监测、地质灾害监测等，为全社会提供公

益性测绘基准、高精度导航定位，实现测绘地

理信息安全可控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为了给公众提供现势性更好、要素更全面

的陕西省地图成果，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地图使用需

求，8 月 30 日，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向社会公开发布

陕西省及地级市标准地图（2021 版），提供权威、准确的

公益性地图服务。

据了解，陕西省标准地图（2021 版）更新成果基于陕

西省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依据陕西省行政区划界线标

准画法、最新标准地名、交通信息及自然地理等现势资

料作为补充，按照地图编制表达规范编制而成，供社会

各界免费浏览、下载和使用。其成果包括陕西省 1∶120

万（对开）、1∶170 万（四开）、1∶230 万（八开）、1∶340 万

（十六开）、1∶500 万（三十二开）5 种比例尺基础要素版、

政区版和色块版地图，1∶500 万（三十二开）、1∶700 万

（六十四开）2 种比例尺政区简图版地图，1∶700 万（六十

四开）色块版地图，共计 18 幅；10 个地级市适合四开和

十六开页面的多种比例尺基础要素版、政区版和色块版

地图 60 幅。以上地图共计 78 幅。公众可根据自己的需

要选用相应比例尺和版本的地图直接下载引用或作为

地图底图使用。 （杜 昂）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丽 容 通 讯 员 蒋 明）近

日 ，湖 南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组 织 专 家 采 取 线 上 、线

下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对

2020 年 度 自 然 资 源 湖

南 省 、市 、县（乡）卫 星

应 用 网 络 贯 通 项 目 进

行了验收。

该 项 目 由 湖 南 省

第 二 测 绘 院 承 担 ，编 制

了《自 然 资 源 湖 南 省 卫

星 应 用 网 络 建 设 标 准

（试 行）》和《自 然 资 源

湖 南 省 卫 星 应 用 网 络

运 行 管 理 办 法（ 试

行）》，完 成 了 全 省 14

个 市 州 分 中 心 的 建 设 ，

初 步 建 立 了 省 市 卫 星

应 用 网 络 ；部 省 联 动 开

展 了 高 分 7 号 、ZY1-

02D 在 轨 应 用 评 价 ；省

市 联 动 开 展 了 生 态 环

境 、粮 食 面 积 监 测 等 行

业 应 用 示 范 ，产 生 了

良 好 的 经 济 效 益 和 社

会 效 益 。

据 介 绍 ，该 项 目 还

创新性提出了“共建、帮

建、协建”三种省市联动

模 式 ，全 面 推 动 了 全 省

卫星遥感应用网络实体

化运行。

地图背后的“大地测量”
陕西省及地级市标准地图（2021版）发布

本报讯（记者 段金平 周楚军）8 月 26 日

一大早，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技术人员来

到先农坛开始三维立体实景测绘。这标志着

北京中轴线三维立体实景测绘拉开序幕。

实景三维是现实世界的数字孪生，具有

实体化、单体化、语义与结构化等特性，可实

现“有结构、带属性”“人眼可看、机器能懂”。

该院技术团队将采用三维激光扫描，精确测

定 中 轴 线 遗 产 点 的 空 间 位 置 和 三 维 立 体 数

据，为打造“实景三维中轴线”、服务中轴线申

遗奠定数据基础。这项工作预计将于 11 月底

完成。

北 京 中 轴 线 是 北 京 城 市 空 间 布 局 的 核

心 ，也 是 历 次 城 市 规 划 中 保 护 和 发 展 的 重

点。北京市正在推进的中轴线申遗工作，对

中轴线历史和现状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提

出了更高要求。此前，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

院开展了天安门地区基础设施三维立体实景

信息库及管理平台建设、中轴线方位测定、天

桥原址定位探究等工作，首次确定了中轴线

的方位，明确了参与申遗的遗产点空间分布，

为中轴线申遗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并为

中轴线南北延长线上的空间规划布局提供了

可靠的依据。此外，其对天桥、北上门等部分

已消失的遗址进行了考证和准确的定位，对

遗址复原、中轴线遗产价值提升具有重要意

义。已在天安门地区应用的基础设施三维立

体实景信息库技术，有望应用于中轴线历史

文 化 资 源 的 管 理 、监 测 、保 护 和 展 示 等 工 作

中，促进中轴线遗产的科学管理，为中轴线申

遗、核心区控规实施提供空间数据保障。

目前，北京测绘设计研究院已组建首都功

能核心区工作专班和橙色工匠实战队, 由全国

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杨伯钢和大国工匠武润泽

领衔，开展包括中轴线申遗在内的核心区测绘

地理信息服务。

本报讯 （记 者 胡 志 喜）8 月 20 日 ，记

者 从 武 汉 市 测 绘 研 究 院 获 悉 ，《武 汉 市 基

础 测 绘“ 十 四 五 ”规 划》获 市 政 府 批 复 并 发

布 。 依 据 该 规 划 ，“ 十 四 五 ”武 汉 将 实 现 陆

地 河 湖 、地 上 地 下 、室 内 室 外 地 理 信 息 全

覆 盖 。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武汉基础测绘将

围绕七大任务，推进七大重点工程、22 个项目

建设。其中，围绕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国土空

间规划“一张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该规划

明确将增加卫星影像获取频次和精度，地面

分辨率由 2 米提升至 1 米；用于自然资源监测

的市域卫星影像，由年度覆盖加密至季度覆

盖；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探索基于

北斗+5G 的云数据协同处理模式，提升测绘

地理信息更新效率。

为 满 足 仿 真 城 市 建 设 等 新 需 求 ， 武 汉

将 拓 展 基 础 测 绘 数 据 覆 盖 范 围 ， 持 续 推 进

地 理 信 息 成 果 从 陆 地 拓 展 至 水 域 ， 实 施 新

城 区 湖 泊 水 下 探 测 ， 确 定 水 下 地 形 地 貌 ；

从 地 上 到 地 下 ， 测 绘 地 下 管 线 、 管 廊 、 地

铁 等 地 理 信 息 ， 用 于 设 施 维 护 以 及 应 急 管

理 ； 从 室 内 到 室 外 ， 除 房 屋 内 部 信 息 外 ，

还 测 绘 小 区 内 相 关 地 理 位 置 信 息 。 此 外 ，

围 绕 塑 造 城 市 景 观 风 貌 特 色 ， 该 规 划 还 部

署 建 设 实 景 三 维 武 汉 ， 重 点 打 造 两 江 四 岸

实景三维地图。

为了推进 2020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库更新，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 225 团自然资源分局与新疆

于田县自然资源局主动对接，联合测绘单位到现场核实

确权界线。 李 冰 摄

北京中轴线三维立体实景测绘启动

武汉市发布基础测绘“十四五”规划
将实现陆地河湖、地上地下、室内室外地理信息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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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普及测绘法律知识，提升公众的

国家版图意识，江苏省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 8 月

20 日~9 月 15 日开展测绘法宣传系列活动,对地图的规

范使用，地理信息在疫情防控、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的

支撑保障作用进行广泛宣传。

围绕“规范使用地图 一点都不能错”主题，结合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实际情况，泰州局多形式多渠道开展系

列线上线下宣传活动。一是制作测绘主题宣传片在公

共场所滚动播放，引导公众规范使用地图，用实际行动

维护国家版图尊严。二是联合泰州市教育局、共青团泰

州市委、市科协举办泰州市少儿手绘地图大赛，结合建

党 100 周年绘制红色地图，增强青少年的国家版图意

识，在青少年中厚植爱党爱国情怀。5 位自然资源领域

的院士为大赛写下寄语，大赛优秀获奖作品将被制成明

信片同步发行。三是在该局微信公众号开展地图使用

和管理的法律知识有奖竞答，提高公众的关注度和参与

度。四是积极开展“同心绘自然”党建联盟志愿服务，走

进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与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交流，宣讲

测绘地理信息大数据在服务流调信息、行程码、核酸检

测点人流热度查询等方面的具体应用，同时为社区工作

人员捐献抗疫物资与测绘应急包，充分履行测绘地理信

息服务疫情防控的职责。五是设立咨询点开展现场宣

传活动，向群众普及地图使用知识，发放红色泰州地图、

国家版图知识读本、测绘法宣传知识折页等资料 1000

余份。 （于 齐 邱春霞）

本报讯 近日，福建省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完成地理

信息公共平台（“天地图·晋江”）2021 年度影像电子地图

和兴趣点数据的更新工作，进一步提高了对接系统数据

的现势性和精准度，有效实现了多部门数据共享和业务

协同，也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优质、便捷的公共地理信息

服务。

据了解，晋江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作为该市统一的

空间信息资源共享交换与协同应用中心，融合了城市各

类空间位置信息资源。为全方位满足政府部门、企事业

单位和社会公众对基础地理信息产品服务的需求，2020

年晋江市自然资源局从管理模式、总体架构、应用功能

等多方面对晋江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进行了升级，并对

原数字晋江地理空间框架建设 GIS 平台软件进行版本

升级，解决原有数据冗余等方面问题，总体上提升了平

台性能，实现了基础地理空间数据的共享和发布。

（郭春生）

“天地图·晋江”数据年度更新完成
有效实现了多部门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

江苏泰州局线上线下联动宣传地图知识

2021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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