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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训教学内容、要求与进度安排 

实验一：C1 水渡河地区影像资料收集与预处理 

（一）实训项目与内容 

1、基本理论知识 

①摄影测量基本原理 

②影像获取基本知识 

③单张航摄像片解析 

④立体观察 

⑤立体像对解析 

⑥影像资料收集与预处理 

2、实验器材和设备有关知识 

①计算机、办公软件 

②测绘技术设计规定 

③摄影测量相关规范文件 

④小比例尺地形图 

⑤测区踏勘报告 

⑥已有测区控制点资料 

⑦全数字摄影测量系统 

3、基本技能 

①具备收集和分析测区已有的航摄数据和影像资料的能力； 

②具备编写摄影测量技术设计书的能力； 

③具备对影像资料进行影像增强、降位处理、匀光处理、影像旋转等预处理的能力。 

4、学时数或周数 

需要学时数 16 

5、所需实验设备和场地 

①计算机、办公软件 

②全数字摄影测量系统 

③室外水渡河地区现场、室内机房 

6、消耗器材 

①航摄像片 

②小比例尺地形图 

③打印纸 

7、分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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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班分成六个组，以4-6人一组为宜。每组设组长一名，质量技术员一名。 

（二）实训详细要求与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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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进度安排及方式 

在0.5周（3.5天）内完成（加上星期六、星期天）。 

 

实验二：C2 水渡河地区影像判读与野外像片调绘 

（一）实训项目与内容 

1、基本理论知识 

①航摄像片的判读特征与判读方法 

②掌握航摄像片的野外调绘与调绘综合取舍 

③调绘像片的整饰与接边 

2、实验器材和设备有关知识 

①计算机、办公软件 

②国家航空摄影测量相关外业、内业规范 

③立体镜 

④皮尺、钢笔 

3、基本技能 

①具备编写像片判读与调绘设计书的能力； 

②具备像片判读与调绘的实践能力。 

4、学时数或周数 

需要学时数 16 

5、所需实验设备和场地 

①计算机、办公软件 

②立体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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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皮尺、钢笔 

④室外水渡河地区现场、室内机房 

6、消耗器材 

①影像图 

②打印纸 

③皮尺、钢笔 

7、分组情况 

每班分成六个组，以4-6人一组为宜。每组设组长一名，质量技术员一名。 

（二）实训详细要求与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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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进度安排及方式 

在0.5周（3.5天）内完成（加上星期六、星期天）。 

 

实验三：C3 水渡河地区区域网划分与像片控制测量 

（一）实训项目与内容 

1、基本理论知识 

①区域网划分 

②像片控制点的布设 

③像片控制测量 

2、实验器材和设备有关知识 

①计算机、办公软件 

②国家航空摄影测量相关外业、内业规范 

③航摄像片、小比例尺地形图、测区踏勘报告、已有测区控制点资料 

④立体镜 

⑤皮尺、钢笔 

3、基本技能 

①具备利用影像资料，进行区域网划分的能力； 

②具备像控点的布设与选刺的能力； 

③具备像片控制测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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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具备 GPS 测量和水准测量的能力。 

4、学时数或周数 

需要学时数 12 

5、所需实验设备和场地 

①计算机、办公软件 

②航摄像片 

③全站仪 

④电子水准仪 

⑤GPS 接收机 

⑥RTK 

⑦皮尺、钢笔 

⑧室外水渡河地区现场、室内机房 

6、消耗器材 

①航摄像片 

②打印纸 

③皮尺、钢笔 

7、分组情况 

每班分成六个组，以4-6人一组为宜。每组设组长一名，质量技术员一名。 

（三）实训详细要求与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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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进度安排及方式 

在0.5周（3.5天）内完成（加上星期六、星期天）。 

 

实验四：C4 水渡河地区解析空中三角测量 

（一）实训项目与内容 

1、基本理论知识 

①像控点的转刺 

②解析空中三角测量的相对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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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解析空中三角测量平差 

④区域网接边 

2、实验器材和设备有关知识 

①计算机、办公软件 

②国家航空摄影测量相关外业、内业规范 

③航摄像片、小比例尺地形图、测区踏勘报告、已有测区控制点资料 

④立体镜 

⑤皮尺、钢笔 

3、基本技能 

①具备野外像控点的转刺，内业加密点的选点观测的能力； 

②具备进行解析空中三角测量的相对定向的能力； 

③具备进行解析空中三角测量平差计算的能力； 

④具备区域网接边的能力。 

4、学时数或周数 

需要学时数 8 

5、所需实验设备和场地 

①计算机、办公软件 

②航摄像片 

③立体镜 

④无人机 

⑤空三软件 

⑥平差软件 

⑦皮尺、钢笔 

⑧室外水渡河地区现场、室内机房 

6、消耗器材 

①航摄像片 

②打印纸 

③皮尺、钢笔 

7、分组情况 

每班分成六个组，以4-6人一组为宜。每组设组长一名，质量技术员一名。 

（三）实训详细要求与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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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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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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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进度安排及方式 

在0.5周（3.5天）内完成（加上星期六、星期天）。 

实验五：C5 生产水渡河地区 1:1 万比例尺的数字地面高程模型（DEM） 

（一）实训项目与内容 

1、基本理论知识 

①影像的定向建模 

②特征点、特征线提取； 

③构建不规则三角网内插 DEM 

④DEM 数据编辑、数据接边、数据镶嵌与裁切 

2、实验器材和设备有关知识 

①计算机、办公软件 

②国家航空摄影测量相关外业、内业规范 

③航摄像片 

④立体镜 

⑤无人机 

⑥空三软件 

⑦平民化定制摄影测量系统 

⑧皮尺、钢笔 

3、基本技能 

①具备对影像进行定向建模的能力； 

②具备进行特征点、特征线提取的能力； 

③具备构建不规则三角网内插 DEM 的能力； 

④具备进行 DEM 数据编辑、数据接边、数据镶嵌与裁切的能力。 

4、学时数或周数 

需要学时数 8 

5、所需实验设备和场地 

①计算机、办公软件 

②航摄像片 

③立体镜 

④无人机 

⑤空三软件 



 8 

⑥平民化定制摄影测量系统 

⑦皮尺、钢笔 

⑧室外水渡河地区现场、室内机房 

6、消耗器材 

①航摄像片 

②打印纸 

③皮尺、钢笔 

7、分组情况 

每班分成六个组，以4-6人一组为宜。每组设组长一名，质量技术员一名。 

（三）实训详细要求与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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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进度安排及方式 

在1/4周（2-3天）内完成（加上星期六、星期天）。 

实验六：C6 生产水渡河地区 1:1 万比例尺的数字正射影像图（DOM） 

（一）实训项目与内容 

1、基本理论知识 

①影像的匀光处理和匀色处理 

②DEM 采集 

③影像融合 

④影像镶嵌 

⑤影像裁切 

2、实验器材和设备有关知识 

①计算机、办公软件 

②国家航空摄影测量相关外业、内业规范 

③航摄像片 

④立体镜 

⑤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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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空三软件 

⑦平民化定制摄影测量系统 

⑧皮尺、钢笔 

3、基本技能 

①具备对影像进行匀光处理和匀色处理的能力； 

②具备进行 DEM 采集的能力； 

③具备影像融合、影像镶嵌、影像裁切的能力。 

4、学时数或周数 

需要学时数 8 

5、所需实验设备和场地 

①计算机、办公软件 

②航摄像片 

③立体镜 

④无人机 

⑤空三软件 

⑥平民化定制摄影测量系统 

⑦皮尺、钢笔 

⑧室外水渡河地区现场、室内机房 

6、消耗器材 

①航摄像片 

②打印纸 

③皮尺、钢笔 

7、分组情况 

每班分成六个组，以4-6人一组为宜。每组设组长一名，质量技术员一名。 

（三）实训详细要求与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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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质量检查； 

6、对成果进行整理与提交。 

（七）进度安排及方式 

在1/4周（2-3天）内完成（加上星期六、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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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七：C7 生产水渡河地区 1:2000 比例尺的数字线划图（DLG） 

（一）实训项目与内容 

1、基本理论知识 

①立体像对的相对定向 

②立体模型的绝对定向 

③数据采集 

④属性数据录入 

⑤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的编辑和接边 

2、实验器材和设备有关知识 

①计算机、办公软件 

②国家航空摄影测量相关外业、内业规范 

③航摄像片 

④立体镜 

⑤无人机 

⑥空三软件 

⑦平民化定制摄影测量系统 

⑧皮尺、钢笔 

3、基本技能 

①具备对立体像对进行相对定向的能力； 

②具备对立体模型进行绝对定向的能力； 

③具备进行数据采集和属性数据录入的能力； 

④具备进行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的编辑和接边的能力。 

4、学时数或周数 

需要学时数 8 

5、所需实验设备和场地 

①计算机、办公软件 

②航摄像片 

③立体镜 

④无人机 

⑤空三软件 

⑥平民化定制摄影测量系统 

⑦皮尺、钢笔 

⑧室外水渡河地区现场、室内机房 

6、消耗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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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航摄像片 

②打印纸 

③皮尺、钢笔 

7、分组情况 

每班分成六个组，以4-6人一组为宜。每组设组长一名，质量技术员一名。 

（三）实训详细要求与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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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像对的相对定向和立体模型的绝对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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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质量检查； 

6、对成果进行整理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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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进度安排及方式 

在1/4周（2-3天）内完成（加上星期六、星期天）。 

实验八：C8 生产水渡河地区 1:2000 比例尺的数字栅格影像图（DRG） 

（一）实训项目与内容 

1、基本理论知识 

①数字航片数据格式转换和数据量压缩 

②选刺 DRG 控制点 

③DRG 的几何纠正 

④DRG 的色度调整 

⑤DRG 的图廓整饰 

2、实验器材和设备有关知识 

①计算机、办公软件 

②国家航空摄影测量相关外业、内业规范 

③航摄像片 

④立体镜 

⑤无人机 

⑥空三软件 

⑦平民化定制摄影测量系统 

⑧皮尺、钢笔 

3、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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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具备进行数字航片数据格式转换和数据量压缩的能力； 

②具备选刺 DRG 控制点的能力； 

③具备对 DRG 进行几何纠正、调整色度、图廓整饰的能力； 

④具备编写技术总结书的能力。 

4、学时数或周数 

需要学时数 8 

5、所需实验设备和场地 

①计算机、办公软件 

②航摄像片 

③立体镜 

④无人机 

⑤空三软件 

⑥平民化定制摄影测量系统 

⑦皮尺、钢笔 

⑧室外水渡河地区现场、室内机房 

6、消耗器材 

①航摄像片 

②打印纸 

③皮尺、钢笔 

7、分组情况 

每班分成六个组，以4-6人一组为宜。每组设组长一名，质量技术员一名。 

（三）实训详细要求与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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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质量检查； 

6、对成果的整理与提交； 

7、编写《水渡河地区1:2000比例尺的数字栅格影像图生产技术总结书》。 

（九）进度安排及方式 

在1/4周（2-3天）内完成（加上星期六、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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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核内容与方法 

在本课程实训考核中，采用以过程性考核为主，终结性考核为辅的考核方式。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

采用过程性考核，专业知识体系采用终结性考核。具体考核方式见下表： 

表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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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形图和影

像图，资料完整

规范 

收集反映测区

地形基本状况

的地形图和影

像图，资料较

完整规范 

收集部分反映

测区地形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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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用坐标转换

工具软件，转

换结果比较准

会选择坐标转

换工具软件，

初步掌握使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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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确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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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与作业过程 

掌握数字摄影

测量系统与作

业过程 

基本掌握数字

摄影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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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规定格式 按照规定格式 基本按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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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要求编写完成，

设计合理，符合

规范要求 

要求编写完

成，设计比较

合理，符合规

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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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接边时各种

地物要素严密

衔接 

根据设计书的

要求，对调绘

像片进行了清

绘，检查，接

边时各种地物

要素衔接好 

对调绘像片进

行了清绘，检

查，接边时各

种地物要素衔

接一般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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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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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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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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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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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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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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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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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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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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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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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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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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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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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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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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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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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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协调小组

工作工程 

能根据任务较

合理分配资源，

能够较好的控

制、协调小组工

作工程 

能根据任务

分配资源，无

重大失误的

控制、协调小

组工作工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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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好的了解测

绘成果的质量

标准，有意识控

了解测绘成

果的质量标

准，能基本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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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有效措施控

制安全事故的发

生 

制成果质量，了

解容易引起安

全事故的因素 

有意识控制

成果资粮，未

出现安全事

故 

 

表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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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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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建议 

1.测量实训不仅是要传授给学生以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能，而且要培养学生实事求是和严格、严肃 、

严谨的科学作风； 

2.通过实践，让同学们认识到科学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如果你想戏弄规律，就必然会受到规律的

惩罚，做为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从学生时代起就必须养成严肃认真、不弄虚做假、严谨的科学作风； 

3.做好实训思想动员，要讲清实训的重要性，要善于激励他们去拼搏去克服困难，在艰苦的实践中

探索。在反复的探索中求知，同学们知道，测量工作是艰苦的，但他们常提出要求，不希望在平静的校

园里，希望能结合生产，到实际项目中去学习 。 

4.要有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1)提出明确的任务；(2)提出一定的进度要求；(3)规定严格的

质量标准；(4)规定严密的检查、验收、考核、评比措施 ．(5)适时地小结、评比、鼓劲。  

    5.建议学院增加经费投入，应选择适当地区，建立一个摄影测量实习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