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摄影测量》课程标准

课程代码：020204

课程类型：理实一体化课

学时/学分：140/9

适用专业：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1. 课程概述

1.1 课程性质

《数字摄影测量》是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专业的一门职业技能课程，也是专业

核心课程之一，本课程分一个学期开设。是在前期学习了《测绘基础》、《数字

测图》等专业必修课和专业核心课程后开设的，同时为学生后续的“测绘职业资

格证考试”、“顶岗实习、“毕业设计”、拓展“就业择业”渠道打下专业基础。

本课程广泛地结合各种工程建设中有关的数字摄影测量理论、技术、方法，

侧重结合当前典型工程进行教学，通过学习掌握工程建设中测量知识和基本技

能，并初步掌握解决各种工程建设中的数字摄影测量问题的方法和能力。主要培

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和创新意识，面向摄影测量员岗位，通过参加全国统一的摄影

测量员职业资格证书考试，获得从事摄影测量职业资格，具备上岗从业能力，为

学生顶岗就业和将来的职业发展夯实基础。

1.2 课程定位

本课程面向大地测量员、工程测量员、不动产测绘员、地理数据生产与管理

员和摄影测量员工作岗位。主要任务是应用数字摄影测量原理和测绘规范性技术

文件，进行摄影测量技术设计；根据技术设计和测区情况，选择收集影像数据，

并进行预处理；划分区域网，布设并测定像片控制点；进行空中三角加密、影像

判读外业调绘；利用全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进行 4D产品生产；对成果进行检查

验收，编写技术总结，提交工程成果。



2.课程目标

（一）总体目标

培养学生掌数字握摄影测量基本知识，具备数字摄影测量项目技术设计、外

业施测与内业数据处理、技术总结与利用全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进行 4D产品生

产的能力。

（二）具体目标

1、知识目标

（1）理解摄影测量常用坐标系统，掌握摄影测量坐标系之间的坐标变换公式

的应用；

（2）理解单张航摄像片解析和立体像对解析原理；

（3）掌握影像资料收集与预处理；

（4）掌握影像判读与野外像片调绘方法；

（5）掌握像控点布设、像控点选刺及测量方法；

（6）掌握解析空中三角测量原理与实施；

（7）掌握数字地面高程模型（DEM）的生产；

（8）掌握数字正射影像图（DOM）的生产；

（9）掌握数字线划图（DLG）的生产；

（10）掌握数字栅格影像图（DRG）的生产；

（11）根据技术设计、法规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能编写工程技术总结、进行项

目检查验收并提交项目成果。

2、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运用摄影测量原理对影像信息收集、处理与综合运用的能力；

（2）培养学生根据测绘合同或测绘任务书，依据航空摄影规范和航空摄影测

量内、外业规范，进行摄影测量技术设计的能力；

（3）培养学生根据项目确定的成图方法，选择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确定分

幅及编号方法，确定基本等高距，确定成图的精度；

（4）培养学生根据项目确定的测区，进行摄区的划分，提出满足成图要求的

影像质量要求及摄影比例尺，获取影像资料，对影像资料进行处理的能力；



（5）培养学生根据项目要求和影像资料情况，实施航空摄影测量的测区划分，

进行像控点布设、像控点选刺及测量和外业调绘的能力；

（6）培养学生进行解析空中三角测量、影像判读外业调绘的能力；

（7）培养学生进行数字地面高程模型（DEM）生产的能力；

（8） 培养学生进行数字正射影像图（DOM）生产的能力；

（9）培养学生进行数字线划图（DLG）生产的能力；

（10）培养学生进行数字栅格影像图（DRG）生产的能力；

（11） 培养学生根据项目要求，确定在航空摄影测量中采用机载激光扫描、

定位定向系统等技术的实施方案的能力。

（12）培养学生根据技术设计、法规和技术规范的要求，编写工程技术总结、

进行项目检查验收并提交项目成果的能力。

3、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2）培养学生敬业与吃苦耐劳的精神；

（3）培养学生具有团队协作及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4）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计划组织能力；

（5）培养学生具有沟通与交流能力；

（6）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在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有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具有较强的忍耐力，能体验战胜困难，解决现

场实际问题；

（7）培养学生的质量意识；

（8）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

（9）培养学生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3.课程实施和建议

3.1 课程内容和要求

本课程按照基于工作过程的完整项目为载体来组织教学，将职业行动领域有

机的融入学习项目中，理实一体开展学习领域的课程学习。本课程标准要求设计

一个贯穿整个学习过程的摄影测量 4D产品工程项目，分成 8个学习情境，由整

体到局部，按照工作过程组织教学，将理论知识、相关测绘法规和技术规范融入



到每个学习情境教学中，并在每个情境教学中分步训练学生的实践能力。

（一）项目设计

项目名称：水渡河地区摄影测量工程

项目建设方：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项目承揽方：学习本课程学生班级，以 4-6人为一作业组。

测区范围：水渡河地区位于长沙市北部，东起京珠高速，西至二环线与捞刀

河，南至开元西路、福元东路、福元西路，北至捞刀河，东经 113°02′至 113°

06′，北纬 28°16′至 28°17′，面积约 35 平方公里。京广铁路和 107国道穿

城而过，距黄花国际机场仅 20公里，有霞凝深水港码头。

测绘内容：为建设数字长沙，促进城区经济发展，拟对该地区进行解析空中

三角测量，应满足长沙县星沙 1:2000 比例尺的数字正射影像图（DOM)和 1:2000

比例尺的数字地形图测绘工作需要，应能为城市开发与市政建设工程项目提供图

纸及控制依据。具体任务是完成城区的航空摄影工作，区域网外业控制点的布设

和测量工作，进行该地区的解析空中三角测量，生产该地区 1:2000 比例尺的数

字地面高程模型（DEM)、1:2000 比例尺的数字正射影像图（DOM)、1:2000 比例

尺的数字地形图(DLG)和 1:2000 比例尺的数字栅格影像图（DRG）。

项目成果：区域网要提供国家 1980 西安坐标系（中央子午线 113°，投影

高程面为海平面）和长沙市独立坐标系二套成果；高程系统采用 1985 黄海高程

系；水渡河地区 1:2000 比例尺的数字地面高程模型(DEM)、1:2000 比例尺的数字

正射影像图（DOM)、1:2000 比例尺的数字地形图(DLG)和 1:2000 比例尺的数字栅

格影像图（DRG）。具体提交成果资料目录如下（有电子文档的提供电子文档，

没有的提供扫描件）：

表 1：项目成果一览表

序号 成 果 名 称 数 量 备 注

1 水渡河地区摄影测量工程合同书 1份 含扫描文件

2 水渡河地区摄影测量技术设计书 1份 含 WORD 文档



3 区域网分区图及区域网略图 1套 含 CAD 文档

4 水平角观测手薄及电子观测数据文件 1套 含扫描文件

5 水准测量手薄及电子观测数据文件 1套 含扫描文件

6 垂直角观测手薄及电子观测数据文件 1套 含扫描文件

7 仪器检定资料 1套 含扫描文件

8 计算手薄与平差资料 1套 含工程文档

9 控制点成果一览表（含已知点） 1套 含电子文档

10 解析空中三角测量成果检查报告和技术总结 1套 WORD 文档

11 DEM 数据文件及元数据文件 1套 CAD 文档

12 DOM 数据文件及元数据文件 1套 CAD 文档

13 DLG 数据文件及元数据文件 1套 CAD 文档

14 DRG 数据文件及元数据文件 1套 CAD 文档

15
1:2000 比例尺的数字地面高程模型（DEM)

成果检查报告和技术总结
1套 WORD\扫描文档

16
1:2000 比例尺的数字正射影像图（DOM))

成果检查报告和技术总结
1套 WORD\扫描文档

17
1:2000 比例尺的数字线划图(DLG))

成果检查报告和技术总结
1套 WORD\扫描文档



18
1:2000 比例尺的数字栅格影像图（DRG）

成果检查报告和技术总结
1套 WORD\扫描文档

（二）学习情境

表 2：学习情境一览表

序号 学习情境

基准学时（课时）

第三学期

（教学 56）

第三学期

(实训 84）

C1 水渡河地区影像资料收集与预处理 12 课时 16 课时

C2 水渡河地区影像判读与野外像片调绘 12 课时 16 课时

C3 水渡河地区区域网划分与像片控制测量 4课时 12 课时

C4 水渡河地区的解析空中三角测量 4课时 8课时

C5 生产水渡河地区 1:10000 比例尺的数字地面高程模型（DEM） 6 课时 8课时

C6 生产水渡河地区 1:10000 比例尺的数字正射影像图（DOM） 6 课时 8课时

C7 生产水渡河地区 1:2000 比例尺的数字线划图（DLG） 6 课时 8课时

C8 生产水渡河地区 1:2000 比例尺的数字栅格影像图（DRG） 6 课时 8课时

（三）课程内容和要求

表 3：课程内容和要求

学习情景 知识目标 技能目标 素质目标 教学活动

C1

水 渡 河 地

区 影 像 资

料 收 集 与

预处理

■1.掌握摄影

测量与遥感的

基本知识。

■2.掌握摄影

测量常用坐标

系统及中心投

影。

■3.掌握对单

A10-1: 摄影

测量与遥感

基本技术设

计能力

A10-4: 数字

摄影测量工

作站的安装

与调试

1.培养学生具

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敬业精

神；

2.培养学生具

有团队意识及

妥善处理人际

关系的能力；

3.培养学生具

1.到有关部门收集水渡河地区大地

测量资料和航摄资料、影像资料；

2.用谷歌地球、地图或其它资料了

解城区地形、地质及其它情况，对

测区进行实地踏勘，现场检查已知

大地点保存状况，按照规范规定的

格式撰写踏勘报告；

3.利用设计坐标转换软件或利用已



张航摄像片进

行解析和双像

解析摄影测量。

★4.学会收集

和分析测区已

有的航空航天

数据和影像资

料，进行实地踏

勘，编写摄影测

量技术设计书。

★5.掌握对影

像资料进行影

像增强、降位处

理、匀光处理、

影像旋转等预

处理。

★6.掌握数字

摄影测量系统

与作业过程。

有沟通与交流

能力；

4.培养学生具

有计划组织能

力和团队协作

能力；

5.培养学生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6.培养学生的

质量意识和安

全意识；

7.培养学生的

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有坐标转换工具，将测区已知大地

点成果进行必要的转换（在摄影测

量中，先将像方坐标系转换成地面

摄影测量坐标系，再转换成地面测

量坐标系）；

4.根据工程项目要求，收集和分析

测区已有的航空航天数据和影像资

料，进行实地踏勘，编写摄影测量

技术设计书；

5.对影像资料进行影像增强、降位

处理、匀光处理、影像旋转等预处

理；

6.收集有关测绘法规与规范，通读，

将目录列成清单打印。

C2

水 渡 河 地

区 影 像 判

读 与 野 外

像片调绘

★1.学会编写

像片判读与调

绘设计书；

★2.掌握航摄

像片的判读特

征与判读方法；

■3.掌握航摄

像片的野外调

绘与调绘综合

取舍；

■4.掌握调绘

像片的整饰与

接边。

A10-2: 影

像判读与调

绘能力

1.培养学生

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

2.培养学生

爱岗敬业与

吃苦耐劳的

精神；

3.培养学生

具有团队协

作及妥善处

理人际关系

的能力；

4.培养学生

1.根据测区已有的航摄像片/遥感

影像，进行野外实地像片判读与像

片调绘,编写像片判读与调绘设计

书；

2.根据技术设计书要求，选择路线，

进行判读与调绘；

3.航摄像片的野外调绘与调绘综合

取舍；

4.掌握调绘像片的整饰与接边。



具有良好的

计划组织能

力；

5.培养学生

具有沟通与

交流能力；

6.培养学生

解决问题的

能力；

7.培养学生

的质量意识

和安全意识；

8.培养学生的

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C3

水 渡 河 地

区 区 域 网

划 分 与 像

片 控 制 测

量

★1.掌握根据

成图精度要求，

利用影像资料，

进行区域网划

分；

★2.掌握像控

点的布设与选

刺方法；

★3.能进行控

制点平面坐标

和高程野外实

测；

■4.掌握测量

平差方法；

■5.掌握成果

的整理与提交。

A10-3: 像

片外业控制

测量能力。

1.培养学生

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

2.培养学生

爱岗敬业与

吃苦耐劳的

精神；

3.培养学生

具有团队协

作及妥善处

理人际关系

的能力；

4.培养学生

具有良好的

计划组织能

力；

5.培养学生

具有沟通与

交流能力；

1.根据成图精度要求，利用影像资

料，进行区域网划分；

2.设计测区野外像片控制测量方案

和主要技术指标；

3.像控点的布设与选刺；

4.制定作业计划，进行像控点平面

坐标和高程的施测；

5.用平差软件进行平面坐标和高程

网平差；

6.提交测区像控点成果资料。



6.培养学生

解决问题的

能力；

7.培养学生

的质量意识

和安全意识；

8.培养学生的

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C4

水 渡 河 地

区 解 析 空

中 三 角 测

量

★学会根据技

术设计要求，收

集和分析控制

测量成果、航摄

资料；

★1.掌握野外

像控点的转刺，

内业加密点的

选点观测；

■2.掌握解析

空中三角测量

的相对定向；

■3.掌握解析

空中三角测量

平差计算；

■4.掌握区域

网接边；

■5.掌握解析

空中三角测量

A10-5: 数字

摄影测量模

型的定向；

A10-10:摄影

测量与遥感

技术总结基

本能力；

A10-11:摄影

测量与遥感

项目资料整

理、成果检查

与验收基本

能力。

1.培养学生

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

2.培养学生

爱岗敬业与

吃苦耐劳的

精神；

3.培养学生

具有团队协

作及妥善处

理人际关系

的能力；

4.培养学生

具有良好的

计划组织能

力；

5.培养学生

具有沟通与

交流能力；

6.培养学生

解决问题的

能力；

7.培养学生

的质量意识、

1.在完成区域网像片控制点测量的

基础上，进行资料准备；

2.野外像控点的转刺，内业加密点

的选点观测；

3.解析空中三角测量的相对定向；

4.掌握解析空中三角测量平差计算

的主要工作内容和精度要求；

5.掌握区域网接边要求和方法；

6.提交观测与平差计算成果数据文

件、精度评定文件、辅助成果。



的质量检查；

6.掌握对成果

的整理与提交。

安全意识；

8.培养学生的

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C5

生产水渡河

地区 1:1 万

比例尺的数

字地面高程

模型（DEM）

★1.学会根据

技术设计要求，

收集准备原始

像片；

■2.掌握对影

像进行定向建

模

■3.能进行特

征点、特征线提

取；

■ 4. 掌握构

建不规则三角

网内插 DEM；

■ 5.掌握 DEM

数据编辑、数据

接边、数据镶嵌

与裁切；

★ 6. 能 进 行

DEM 质量检查；

★7.掌握对成

果的整理与提

交。

A10-6: 数字

高程模型的

生成（DEM）；

A10-10:摄影

测量与遥感

技术总结基

本能力；

A10-11:摄影

测量与遥感

项目资料整

理、成果检查

与验收基本

能力。

1.培养学生

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

2.培养学生

爱岗敬业与

吃苦耐劳的

精神；

3.培养学生

具有团队协

作及妥善处

理人际关系

的能力；

4.培养学生

具有良好的

计划组织能

力；

5.培养学生

具有沟通与

交流能力；

6.培养学生

解决问题的

能力；

7.培养学生

的质量意识、

安全意识；

8.培养学生的

精益求精的工

1.在完成区域网外业控制点测量的

测设、解析空中三角测量基础上，

进行资料准备；

2.对影像进行定向建模；

3.进行特征点、特征线提取；

4.构建不规则三角网内插 DEM；

5.DEM 数据编辑、数据接边、数据

镶嵌与裁切；

6.DEM 质量检查；

7.对成果的整理与提交。



匠精神。

C6

生产水渡河

地区 1:1 万

比例尺的数

字正射影像

图（DOM）

★1.学会收集

准备原始像片/

遥感影像，解析

空中三角测量

成果，DEM 成

果、技术设计

书；

■2.掌握对影

像进行匀光处

理和匀色处理；

■ 3.掌握 DEM

采集、影像融

合、影像镶嵌；

■4.根据技术

要求对镶嵌好

的影像进行裁

切；

★5.能进行质

量检查；

★6.掌握对成

果的整理与提

交。

A10-7: 数字

正射影像的

生成（DOM）；

A10-10:摄影

测量与遥感

技术总结基

本 能 力 ；

A10-11:摄影

测量与遥感

项目资料整

理、成果检查

与验收基本

能力。

1.培养学生

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

2.培养学生

爱岗敬业与

吃苦耐劳的

精神；

3.培养学生

具有团队协

作及妥善处

理人际关系

的能力；

4.培养学生

具有良好的

计划组织能

力；

5.培养学生

具有沟通与

交流能力；

6.培养学生

解决问题的

能力；

7.培养学生

的质量意识、

安全意识；

8.培养学生的

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1.在完成区域网外业控制点测量的

测设、解析空中三角测量和数字地

面模型的生产基础上，进行资料准

备；

2.对影像进行匀光处理和匀色处

理；

3.DEM 采集、影像融合、影像镶嵌；

4.对镶嵌好的影像进行裁切；

5.质量检查；

6.对成果的整理与提交。

C7

生产水渡河

地区 1:2000

★1.学会根据

技术设计书，收

集外业测量数

A10-8: 数字

线化图的生

成（DLG）；

1.培养学生

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

1.在完成区域网外业控制点测量的

测设和解析空中三角测量的生产基

础上，进行资料准备；



比例尺的数

字 线 划 图

（DLG）

据、航空像片/

遥感影像、高分

辨率卫星影像、

地形图资料；

■2.掌握像对

定向；

■3.掌握数据

采集和属性数

据录入的方法；

★4.学会图形

数据和属性数

据的编辑和接

边；

★5.掌握测绘

技术总结编写

方法；

6.了解测绘成

果检查验收的

基本要求与方

法。

A10-10:摄影

测量与遥感

技术总结基

本能力；

A10-11:摄影

测量与遥感

项目资料整

理、成果检查

与验收基本

能力。

2.培养学生

爱岗敬业与

吃苦耐劳的

精神；

3.培养学生

具有团队协

作及妥善处

理人际关系

的能力；

4.培养学生

具有良好的

计划组织能

力；

5.培养学生

具有沟通与

交流能力；

6.培养学生

解决问题的

能力；

7.培养学生

的质量意识、

安全意识；

8.培养学生的

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2.像对定向；

3.进行数据采集和属性数据录入；

4.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的编辑和接

边；

5.质量检查；

6.对成果的整理与提交；

7.编写《水渡河地区 1:2000 比例尺

的数字线划图生产技术总结书》。

C8

生产水渡河

地区 1:2000

比例尺的数

字栅格影像

图（DRG）

★1.学会根据

技术设计书，收

集准备原始像

片/遥感影像；

■2.掌握数字

航片数据格式

转换和数据量

压缩的方法；

A10-9: 数字

栅格图像的

生成（DRG）；

A10-10:摄影

测量与遥感

技术总结基

本能力；

A10-11:摄影

测量与遥感

1.培养学生

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

2.培养学生

爱岗敬业与

吃苦耐劳的

精神；

3.培养学生

具有团队协

1.在完成区域网外业控制点测量的

测设和解析空中三角测量的生产基

础上，进行资料准备；

2. 进行数字航片数据格式转换和

数据量压缩；

3.选刺 DRG 控制点；

4.对 DRG 进行几何纠正、调整色度、

图廓整饰；

5.质量检查；



■3.学会选刺

DRG 控制点；

■ 4. 掌 握 对

DRG 进行几何

纠正、调整色

度、图廓整饰；

★5.掌握测绘

技术总结编写

方法；

6.了解测绘成

果检查验收的

基本要求与方

法。

项目资料整

理、成果检查

与验收基本

能力。

作及妥善处

理人际关系

的能力；

4.培养学生

具有良好的

计划组织能

力；

5.培养学生

具有沟通与

交流能力；

6.培养学生

解决问题的

能力；

7.培养学生

的质量意识、

安全意识；

8.培养学生的

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6.对成果的整理与提交；

7.编写《水渡河地区 1:2000 比例尺

的数字栅格影像图生产技术总结

书》。

备注：教学重点、难点在表中标出，其中，打★的为教学重点，打■的为教学难点。

3.2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本课程“以学生为教学的主体，以工作任务为教学载体，以工作过程为导向

进行教学”，实现教、学、做一体化。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 项目教学

操作演示 产学结合

在“一个目标、一条主线、三项新技术”的课程目标体系改革中，形成了五

项主要课程特色：



1、形成了以授课课件、操作录像、课程网站、第二课堂等方法相结合的“立

体交叉的教学方法”，充分应用了网络、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将课内外结合，

促进了学生学习能力的发展。

2、课程注重与新技术（ EXCEL 、 CASIO 、 AutoCAD 、全站仪、 GPS ）

的结合以及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提高了学生 “测、绘、算” 新技术能力。

3、通过实验室和校外实训基地建设、考核制度、测量技能大赛、产学研结

合等多种方法，在实践教学中，促进了学生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

4、在本课程授课的同时，切实加强思政教育，推进‘大思政’课程创新实

践，提升德育实效，将立德树人和培养创新型技能人才有机融合。

5、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即 1+X 证书）制度，毕业生

在学校拿到学历证书的同时，能拿到多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3.3 教学评价

在本课程考核中，抛弃终结性考核方式，采用基于工作过程的考核和期末终

结性考核相结合，动手操作考核与理论笔试考核相结合，隐性考核与显性考核相

结合的方式。（具体考核标准见附表）

表 4：课程考核方法

考核内容 考核项目 建议考核方式
分项权重

p1

成绩占比

p2

专业技能 C1 1.教师评价项目分 A（0-100），教

师项目考核标准见表 5；

2.小组互评个人分 B（0-100），考

核标准由作业组讨论确定，报教师

批准。原则上互评分 90 分以上的占

小组人数的 30%，80 分以下的占小

组人数的 20% ，超过 1/3 时间无故

缺席的直接记为 60 分以下（视情节

不同）；

3.项目个人成绩 = A*B/100。

20% 50%

C2 10%

C3 15%

C4 15%

C5 10%

C6 10%

C7 10%

C8 10%



职业素质 C1 小组互评为主+教师评价为辅；考核

标准参考表 6。

20% 20%

C2 10%

C3 15%

C4 15%

C5 10%

C6 10%

C7 10%

C8 10%

知识体系 基础理论 笔试（闭卷） 100% 30%

表 5：专业技能考核标准

项

目
关键考核点

考核标准
分值

j

优秀 良好 合格

C1

收集水渡河地区大地

测量资料和航摄资

料、影像资料（含电

子文件）

收集到比较完

整的测区大地

测量资料和航

摄资料、影像资

料（含电子文

件）

收集到比较完整

的测区大地测量

资料和航摄资

料、影像资料

收集到必要的

测区大地测量

资料和航摄资

料、影像资料

10

水渡河地区摄影测量

工程合同书

签定了水渡河

地区摄影测量

工程合同书，指

明的重要条款

齐全

签定了水渡河地

区摄影测量工程

合同书，指出了

几条重要条款

签定了水渡河

地区摄影测量

工程合同书

水渡河地区基本地形

图、影像图

收集反映测区

地形基本状况

收集反映测区地

形基本状况的地

收集部分反映

测区地形基本



的地形图和影

像图，资料完整

规范

形图和影像图，

资料较完整规范

状况的地形图

和影像图

水渡河地区踏勘报告

（含电子文件）

测区踏勘报告

能够按照规范

规定的格式，且

内容准确。

测区踏勘报告能

够按照规范规定

的格式，且内容

比较正确。

撰写了测区踏

勘报告
15

像方空间坐标系与物

方空间坐标系转换成

果资料（含电子文件）

会用坐标转换

工具软件，转换

结果准确、完

整，

会用坐标转换工

具软件，转换结

果比较准确

会选择坐标转

换工具软件，

初步掌握使用

方法

40

《水渡河地区摄影测

量技术设计书》

按照规定格式

要求编写完成，

设计合理，符合

规范要求

按照规定格式要

求编写完成，设

计比较合理，符

合规范要求

基本按照规定

要求编写完成

利用数字摄影测量工

作站，进行影像增强、

降位处理、匀光处理、

影像旋转等预处理。

掌握对影像资

料进行影像增

强、降位处理、

匀光处理、影像

旋转等预处理，

成果精度高、质

量好。

掌握对影像资料

进行影像增强、

降位处理、匀光

处理、影像旋转

等预处理，成果

精度较高、质量

较好。

掌握对影像资

料进行影像增

强、降位处理、

匀光处理、影

像旋转等预处

理。

测绘法规与规范目录

及其电子文档

列出了 12 条以

上测绘法规或

规范的目录，收

集了电子文档，

格式规范

列出了12条以上

测绘法规或规范

的目录，收集了

电子文档

列出了 8 条以

上测绘法规或

规范的目录 25

数字摄影测量系统与

作业方法

很好地掌握数

字摄影测量系

掌握数字摄影测

量系统与作业过

基本掌握数字

摄影测量系统



统与作业过程 程 与作业过程

项目总结报告（含电

子文件）

总结准确和完

整

总结较准确和完

整
进行了总结 10

100

C2

收集水渡河地区航摄

像片、遥感影像资料

收集到完整的

测区航摄像片、

遥感影像资料

收集到比较完整

的测区航摄像

片、遥感影像资

料料

收集到必要的

测区航摄像

片、遥感影像

资料
20

像片判读与调绘设计

书

按照规定格式

要求编写完成，

设计合理，符合

规范要求

按照规定格式要

求编写完成，设

计比较合理，符

合规范要求

基本按照规定

要求编写完成

航摄像片的判读特征

与判读方法

会根据航摄像

片的判读特征，

掌握像片的各

种判读方法

会根据航摄像片

的判读特征，掌

握像片的判读方

法

会运用一种像

片的判读方法

进行像片的判

读

40
调绘作业计划表

调绘作业计划

表符合规范要

求、合理

调绘作业计划表

符合规范要求

编制了作业调

绘表

像片调绘的综合取舍

根据综合取舍

的原则，使地形

图得以合理的

表示，主次分

明，重点突出。

根据综合取舍的

原则，使地形图

得以较合理的表

示，主次较分明，

重点较突出。

根据综合取舍

的原则，使地

形图基本合

理。

调绘像片的整饰与接

边

根据设计书的

要求，对调绘像

片进行了及时

的清绘，及时检

根据设计书的要

求，对调绘像片

进行了清绘，检

查，接边时各种

对调绘像片进

行了清绘，检

查，接边时各

种地物要素衔

30



查，接边时各种

地物要素严密

衔接

地物要素衔接好 接一般

项目总结报告（含电

子文件）

总结准确和完

整

总结较准确和完

整
进行了总结 10

100

C3

区域网划分图
划分图规范,合

理
划分图图较规范 有划分图

20
像片控制测量方案

和主要技术指标

按照规定格式要

求编写完成，设

计合理，符合规

范要求

按照规定格式要

求编写完成，设计

比较合理，符合规

范要求

基本按照规定

要求编写完成

像片控制测量布点

方案与刺点略图

布点方案与刺点

略图规范

布点方案与刺点

略图较规范

有布点方案与

刺点略图
10

像片控制测量作业

计划表

作业计划符合规

范要求，分工合

理，进度和经费

控制好

作业计划符合规

范要求，分工较合

理，进度和经费控

制较好

编制了作业调

度表

40

外业观测记录和电

子数据记录文件

采用规范格式记

录外业观测数

据，数据较完整、

准确

采用规范格式记

录外业观测数据，

数据基本完整、准

确

记录了外业必

要数据

平差报告

输出平差报告，

坐标系统选择正

确，平差参数正

确，精度达到规

范要求

输出平差报告，坐

标系统、平差参数

正确，精度基本达

到规范要求

输出平差报告 20



控制点成果表
控制点成果表信

息完整、正确

控制点成果表信

息较完整

有控制点成果

表

水渡河地区像片控

制测量项目总结报

告

总结报告信息完

整、准确

总结报告信息较

完整、准确

有控制网项目

总结报告
10

100

C4

《解析空中三角测

量技术设计书》

按照规定格式要

求编写完成，设

计合理，符合规

范要求

按照规定格式要

求编写完成，设计

比较合理，符合规

范要求

基本按照规定

要求编写完成
25

测区区域网分区图

与区域网略图

分区图与区域网

略图规范

分区图与区域网

略图较规范

有分区图与区

域网略图
15

内业加密点选点和

像点坐标量测成果

精度达到规范要

求

精度基本达到规

范要求

有选点和坐标

量测成果
20

相对定向，平差计

算，区域网接边工程

文件

参数正确，精度

达到规范要求

参数正确，精度基

本达到规范要求
输出平差报告 30

水渡河地区解析空

中三角测量项目总

结报告

总结报告信息完

整、准确

总结报告信息较

完整、准确

有控制网项目

总结报告
10

100

C5

收集水渡河地区航

摄像片、遥感影像资

料，解析空中三角测

量成果，外业控制成

果

收集到完整的测

区航摄像片、遥

感影像资料，解

析空中三角测量

成果，外业控制

成果

收集到比较完整

的测区航摄像片、

遥感影像资料料，

解析空中三角测

量成果，外业控制

成果

收集到必要的

测区航摄像

片、遥感影像

资料，解析空

中三角测量成

果，外业控制

成果

15



《水渡河地区数字

高程模型（DEM)的生

产技术设计书》

按照规定格式要

求编写完成，设

计合理，符合规

范要求

按照规定格式要

求编写完成，设计

比较合理，符合规

范要求

基本按照规定

要求编写完成
15

影像 DEM 数据文件，

特征点、线数据文件

采用规范格式，

数据较完整、准

确，精度达到规

范要求

采用规范格式，数

据基本完整、准

确，精度基本达到

规范要求

有 DEM 数据文

件，特征点、

线数据文件

20

元数据文件，DEM 数

据文件接合表

采用规范格式，

数据较完整、准

确，精度达到规

范要求

采用规范格式，数

据基本完整、准

确，精度基本达到

规范要求

有元数据文

件，DEM 数据文

件接合表

20

DEM 质量检查记录

采用规范格式记

录，数据较完整、

准确

采用规范格式记

录，数据基本完

整、准确

有 DEM 质量检

查记录

30质量检查验收报告 验收结论为优 验收报告较好 有验收报告

水渡河地区数字地

面高程模型（DEM)

生产项目总结报告

总结报告信息完

整、准确

总结报告信息较

完整、准确

有控制网项目

总结报告

100

C6

收集水渡河地区原

始像片/遥感影像，

解析空中三角测量

成果，DEM 成果

收集到完整的测

区航摄像片/遥

感影像资料，解

析空中三角测量

成果，DEM 成果

收集到比较完整

的测区航摄像片/

遥感影像资料料，

解析空中三角测

量成果，DEM 成果

收集到必要的

测区航摄像

片、遥感影像

资料，解析空

中三角测量成

果，DEM 成果

15

《水渡河地区数字

正射影像图（DOM)

的生产技术设计书》

按照规定格式要

求编写完成，设

计合理，符合规

按照规定格式要

求编写完成，设计

比较合理，符合规

基本按照规定

要求编写完成
15



范要求 范要求

数字正射影像图数

据文件，正射影像镶

嵌线数据文件

采用规范格式，

数据较完整、准

确，精度达到规

范要求

采用规范格式，数

据基本完整、准

确，精度基本达到

规范要求

有 DEM 数据文

件，特征点、

线数据文件

20

元数据文件，数字正

射影像图数据文件

接合表

采用规范格式，

数据较完整、准

确，精度达到规

范要求

采用规范格式，数

据基本完整、准

确，精度基本达到

规范要求

有元数据文

件，DEM 数据文

件接合表

20

质量检查记录

采用规范格式记

录，数据较完整、

准确

采用规范格式记

录，数据基本完

整、准确

有 DEM 质量检

查记录

30质量检查验收报告 验收结论为优 验收报告较好 有验收报告

水渡河地区数字正

射影像图（DOM)生产

项目总结报告

总结报告信息完

整、准确

总结报告信息较

完整、准确

有控制网项目

总结报告

100

C7

收集水渡河地区外

业测量数据、航空像

片/遥感影像、高分

辨率卫星影像、地形

图资料

收集到完整的测

区 外 业 测 量 数

据、航空像片/遥

感影像、高分辨

率卫星影像、地

形图资料

收集到比较完整

的测区外业测量

数据、航空像片/

遥感影像、高分辨

率卫星影像、地形

图资料

收集到必要的

测区外业测量

数据、航空像

片/遥感影像、

高分辨率卫星

影像、地形图

资料

15

《水渡河地区数字

线划图（DLG）的生

产技术设计书》

按照规定格式要

求编写完成，设

计合理，符合规

范要求

按照规定格式要

求编写完成，设计

比较合理，符合规

范要求

基本按照规定

要求编写完成
15

地形图接合表,地形 采用规范格式， 采用规范格式，数 有元数据文 20



图数据文件 数据较完整、准

确，精度达到规

范要求

据基本完整、准

确，精度基本达到

规范要求

件，DEM 数据文

件接合表

回放地形图,元数据

文件

采用规范格式，

数据较完整、准

确，精度达到规

范要求

采用规范格式，数

据基本完整、准

确，精度基本达到

规范要求

有元数据文

件，DEM 数据文

件接合表

20

质量检查记录

采用规范格式记

录，数据较完整、

准确

采用规范格式记

录，数据基本完

整、准确

有 DEM 质量检

查记录

30质量检查验收报告 验收结论为优 验收报告较好 有验收报告

水渡河地区数字线

划图（DLG）生产项

目总结报告

总结报告信息完

整、准确

总结报告信息较

完整、准确

有控制网项目

总结报告

100

C8

收集水渡河地区像

片外业调绘片/遥感

影像、解析空中三角

测量成果、测区较小

比例尺地形图

收集到完整的测

区像片外业调绘

片/遥感影像、解

析空中三角测量

成果、测区较小

比例尺地形图

收集到比较完整

的测区像片外业

调绘片/遥感影

像、解析空中三角

测量成果、测区较

小比例尺地形图

收集到必要的

测区像片外业

调绘片/遥感

影像、解析空

中三角测量成

果、测区较小

比例尺地形图

15

《水渡河地区数字

栅格影像图（DLG)

的生产技术设计书》

按照规定格式要

求编写完成，设

计合理，符合规

范要求

按照规定格式要

求编写完成，设计

比较合理，符合规

范要求

基本按照规定

要求编写完成
15

地形图接合表,地形

图数据文件

采用规范格式，

数据较完整、准

确，精度达到规

采用规范格式，数

据基本完整、准

确，精度基本达到

有元数据文

件，DEM 数据文

件接合表

20



范要求 规范要求

元数据文件,栅格数

据文件

采用规范格式，

数据较完整、准

确，精度达到规

范要求

采用规范格式，数

据基本完整、准

确，精度基本达到

规范要求

有元数据文

件，DEM 数据文

件接合表

20

质量检查记录

采用规范格式记

录，数据较完整、

准确

采用规范格式记

录，数据基本完

整、准确

有 DEM 质量检

查记录

30质量检查验收报告 验收结论为优 验收报告较好 有验收报告

水渡河地区数字栅

格影像图（DLG)生产

项目总结报告

总结报告信息完

整、准确

总结报告信息较

完整、准确

有控制网项目

总结报告

100

表 6：职业素质考核标准

项目 关键考核点
考核标准 分值

s优秀 良好 合格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职业道德与

工作作风

综合出勤率达到

90%以上，无违纪

违规现象，职业操

守良好

综合出勤率达到

80%以上，无违纪

违规现象，职业操

守较好

缺勤次数低于学

生手册处分最低

标准。无违纪，违

规现象

30

敬业与吃苦

耐劳的精神

学习积极性高，野

外和内业工作主

动性高

学习积极性较高，

野外和内业工作

主动性较高

没有厌学现象。参

加野外和内业工

作次数超过 70%

20

团队协作与

人际关系处

理

具有良好的团队

精神，热心帮助小

组成员

具有较好的团队

精神，能帮助小组

成员

能配合小组完成

任务 20

计划组织能

力

能根据任务合理

分配资源，正确控

能根据任务较合

理分配资源，能够

能根据任务分配

资源，无重大失误
10



制、协调小组工作

工程

较好的控制、协调

小组工作工程

的控制、协调小组

工作工程

交流表达能

力

能用专业语言正

确表达和展示项

目成果

能用专业语言较

正确表达和展示

项目成果

基本上能用专业

语言表达和展示

项目成果

5

解决问题的

能力

能发现问题，并提

出正确的解决办

法

能发现问题，并提

出可能的解决办

法

能发现问题，并寻

求解决办法 5

质量意识、安

全意识

掌握测绘成果的

质量标准，有效控

制成果质量，采取

有效措施控制安

全事故的发生

较好的了解测绘

成果的质量标准，

有意识控制成果

质量，了解容易引

起安全事故的因

素

了解测绘成果的

质量标准，能基本

上有意识控制成

果资粮，未出现安

全事故

10

表 7：知识体系考核标准

序号 关键知识考核点
分值

z

1

影像资料收集与预

处理

K9-1：摄影测量与遥感概要,成果展示

K9-2：影像获取基本知识

K9-3：单张像片解析

K9-4：立体观察

K9-5：立体像对解析

K9-6：影像资料收集与预处理

20

2

影像判读与野外像

片调绘

K9-7：影像判读与野外像片调绘

K9-14：遥感图像的成像原理

K9-15：遥感图像的处理

K9-16：遥感图像的解译

10

3

区域网划分与像片

控制测量

K9-8：像片控制测量

15



4

解析空中三角测量

K9-9：解析空中三角测量
15%

5

数字高程模型

（DEM）的生成

K9-10：数字高程模型制作

10%

6

数字正射影像图

（DOM)的制作

K9-11：数字正射影像图制作

10%

7

数字线划图（DLG)

的制作

K9-12：数字线划图制作

10%

8

数字栅格影像图

（DRG）的制作

K9-13：数字栅格影像图制作

10%

4.课程资源

4.1 教材选用

随着现代控制测量技术与方法的进步，现有公开出版教材内容很多都已过

时，并且教材编写体例仍采用学科体系，不太适合高职现状，建议采用自编工学

结合校本教材。在没有校本教材情况下，推荐下述教材及其相关规范作为参考教

材。

⑴《全球卫星定位(GPS)系统测量规范》（GB/T 18314-2009）

⑵《城市测量规范》（CJJ T8-2011）

⑶《国家三角测量与导线测量规范》（GB/T 12898-2009 ）

⑷《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航空摄影规范》（GB/T6962-2005）

⑸《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GB/T7931-2015）

⑹《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GB/T7930-1987）

⑺ 《 基 础 地 理 信 息 数 字 产 品 1:10000 1:50000 生 产 技 术 规 程 》



（CH/T2015.2-2007）

⑻ 《 基 础 地 理 信 息 数 字 产 品 1:10000 1:50000 数 字 高 程 模 型 》

（CH/T2009.2-2010）

⑼《基础地 理信息数 字产品 1:10000 1:50000 数字正 射影像图 》

（CH/T1009-2001）

⑽《 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 数字化测图规范》

（GB/T15967-2008）

⑾《《测绘产品检查验收规定》 （CH1002-95）

⑿《测绘产品质量评定标准》 （CH1003-95）

⒀《测绘技术总结编写规定》（CH1002-95）

4.2 参考教学资料

黄世德．《航空摄影测量学》[M]．北京：测绘出版社，1987

张剑清，潘励，王树根．《摄影测量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王宇明．《遥感技术及其应用》[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

4.3 网络资源

1、课程教学资源开发

本课程在开课前，需要开发项目任务书和项目指导书、建立习题库、PPT 课

件，建立网络学习平台，合理利用网络资源，根据社会和市场的变化实时调整教

学计划。

⑴《数字摄影测量课程项目任务与项目指导书》

⑵《数字摄影测量课程习题库》

⑶《数字摄影测量项目案例库》

⑷《数字摄影测量教学课件》

⑸《数字摄影测量课程考核评分表》

⑹《数字摄影测量课程教学视频资料集》

2、数字化教学资源网站

世界大学城空间（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专业网站）

专业互动教学平台

5.师资队伍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专业教学团队是一支以高职称、高学历和双师型教师为主

体的师资队伍，成员共 1人，其中副教授 1人、高级工程师 2人、注册测绘师 6

人，青年教师占 60%，是一支经验丰富而又充满活力的优秀教学团队。本课程由

专业带头人刘新平老师，甘孝君副教授，李才甫老师，段保霞老师，钟迎春老师

胡智育老师担任教学任务，师资力量雄厚，教学经验丰富。具备教师资格证、具

备双师素质，具备丰富的工程测量基本理论知识，熟悉各种工程建设的工作流程，

具备丰富的计算机办公软件应用能力和 CAD 制图能力，具备工程施工的实践能

力，具备工程测量项目管理的经验。

6.实践教学

校内实训条件要求：我们建设了“测绘一体化教室”，建设了“测绘地理信

息数据处理中心”实验室；为满足教学需要，教学团队在实训室建设方案的编制、

仪器设备选型、实训场地建设等方面群策群力。特别是校内、校外实训场地建设，

从方案设计到点位布设都由我们专业老师自行完成，实训基地、仪器设备能满足

50人同时进行卫星定位技术课程实训。

校内外实训安排说明：本课程共分为七大项目的情境设计，再将每个总情境



设计划通过具体实训项目进行授课，使学生通过对每个项目情境和实训项目的学

习，完成该门课程的学习任务。一边上课，一边利用校内与校外卫星定位与控制

测量实训基地完成教学任务。一般每班分成 8个组，每组 4 人，实训人数 32人，

同时指导老师安排 2人。

编写： 校对： 审核：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安全保障 （学院）

2020 年 7 月 23 日


	4.2参考教学资料
	1、课程教学资源开发
	2、数字化教学资源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