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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沿海海域影像地图集的编制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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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３年，江苏省成为国家３个海域无人机（ＵＡＶ）基地建设省份之一。按照国家海域无人机

基地建设的有关要求，江苏省海域动态监视监测中心先后购置了海域无人机和应急指挥监控车，

并沿着江苏近千千米的海岸带开展了大量的无人机航拍。为将已有的无人机航拍数据给更多的

海域管理者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着手编制《江苏省沿海海域影像地图集》。文章简述了江苏沿海

开发概况，介绍了图集的编制过程和技术创新点，对其他影像地图集的编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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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沿海海域影像地图集》是一本公开发

行的地图集，主要运用江苏近两年来最新的无人机

（ＵＡＶ）航拍影像数据叠加地理信息数据，旨在掌握

江苏沿海地区发展的区位优势、海域资源和发展基

础，为研究沿海发展提供信息服务。

该地图集运用地图语言和遥感技术，以最新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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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摄影大比例尺遥感影像为资料，以最新基础地理

数据为基础，根据《江苏省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和海

域、资源环境、海洋经济等专题资料，综合了江苏沿

海地区的区域、海陆交通、水运、入海河流等信息编

制而成。图集主题与沿海开发相结合，观念上与建

设海洋强省相结合，技术上与遥感和信息化相结

合，分为序图、城市印象、区域用海、沿海港口、滩涂

资源和美丽海岛等６个篇章，展现了江苏沿海蓬勃

发展、开发与保护的神韵特征，科学诠释了沿海海

域资源，全面揭示了江苏沿海发展的潜力。

与以往地图集相比，该图集影像现势性强、分

辨率高、内容丰富、实用性强，可广泛应用于海域、

资源环境、海岛管理和应对突发事件等各个方面，

帮助有需求的单位和广大读者了解江苏海域现状，

为制订全省海洋事业发展计划、研究经济布局、客

观评价海洋开发活动、规划和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提

供参考价值，是一部实用性的工具书。

１　图集的影像资料

影像资料包括：①江苏省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无人机

影像，包括全省海岸线、区域用海规划、重点海岛、

重点用海项目和渔业用海０．２ｍ分辨率的影像数

据，主要用于海岛、区域用海等大比例尺专题地图

制作的影像底图资料。②江苏省测绘工程院组织

航摄的２０１４年江苏沿海滩涂ＬＩＤＡＲ影像，分辨率

０．２５ｍ，用于江苏滩涂地图制作的影像底图资料。

③２０１３年江苏省２．５ｍ分辨率资源三号测绘卫星

影像，覆盖全省陆地和近海滩涂区域，用于江苏省

沿海海域总图制作的影像底图资料。④２０１４年江

苏省海域３０ｍ分辨率 Ｌａｎｄｓａｔ８卫星影像，覆盖江

苏近海和远海区域，用于江苏省沿海海域总图制作

的影像底图资料。

地形图资料包括：①江苏省“十二五”期间制作

的１∶５万、１∶１万地形图，用于图集点、线、面要素

编绘以及注记标注的基础资料。②江苏省“十一

五”期间制作的沿海滩涂１∶１万地形图，用于图集

海域要素的编绘。

其他资料包括：①江苏省交通旅游图（２０１４

年），用于全省专题地图制作的基础资料。②《江苏

省海岛保护规划图集》，用于图集编绘的参考资料。

③各统计部门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用于绘制专题

地图中的图表信息。

２　图幅内容及表示方法

２１　矢量化地图内容的表示

（１）政区。主要反映江苏省沿海政区的基本情

况，重点表示全省县以上行政区划，县级以上居民

地全取、乡镇居民地部分选取。表示主要水系，标

注主要河流、湖泊、大中型水库等加注名称。县级

以上界线，省界加套色带、区市设骑界色带。图面

适当位置配置江苏省沿海３市的城市行政区划

简介。

（２）地势。反映江苏省沿海地形高低起伏的形

态特征，用分层设色显示地势情况。标注主要水

系，县级居民点以上全取、县级以下适当选取。用

点状符号表示主要山峰，标注山名和高程，用名称

标注主要山脉。

（３）水系。陆地底色用深色表示，水系河流用

蓝色表示，整体效果显示镌刻的感觉，骨架河参照

《江苏省地图集》中江苏水系的表示方法用深色加

粗突出表示。

（４）公路。图面中主要表示江苏省高速公路、

国道、省道，高速公路、国道注出编号。以图表表示

公路客运货运历年变化情况、高速公路历史数据对

比、公路里程历史数据对比、境内国家级高速公路

及省级高速公路的现状等。

（５）铁路与航空。全面反映江苏省沿海地区铁

路及机场分布现状。图面主要包括铁路、城际铁

路、高速铁路、主要火车站和机场等情况。

（６）航道。主要用不同的线型表示航道现状和

发展规划，标示航闸、主要港口。配以图表表示水

路客货运的历史数据对比。参考资料源自２００９年

《江苏省航道地图集》、２０１２ 年《江苏省统计年

鉴》等。

（７）岛屿与滩涂。资料主要参考江苏省基础测

绘沿海滩涂１∶１万地形图数据，表示出江苏沿海岛

屿与滩涂的现状和利用情况。

２２　影像地图内容的表示

（１）色彩纠正。由于航拍影像获取的时效性和

分辨率不同，影像拼接之间存在明显的色彩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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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集影像首先进行了色彩纠正处理，使图集中全部

影像尽可能保持统一色彩基调和清晰度，色彩纠正

及影像加工处理主要在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环境下完成。

（２）水域提取。由于是反映全省海域的图集，

图集中大部分涉及水系处理，包括水体本身光谱特

性，在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中把水域部分影像提取出来，设定

一定颜色，尽量保持与原始影像水域一致的自然

状态。

（３）涉密区域的处理。图集公开出版前，由江

苏省测绘地理信息局会同江苏省军区进行保密技

术审查，并进行保密技术处理。影像涉密区域根据

《遥感影像公开使用管理规定（试行）》的要求进行

处理，影像分辨率不得优于０．５ｍ，不标注涉密信

息，不处理建筑物、构筑物等固定设施。

３　技术创新点

在图集内容的分幅与编排上，将能够表现和反

映江苏海域特色的区域用海、港口、滩涂和海岛等

核心内容单独成章，并以区域用海、港口、滩涂和海

岛名称逐一成幅进行专题展示，客观真实地向社会

公众展示江苏省区域用海开发强度、辐射沙脊群独

特地貌、沿海港口渔港的蓬勃发展、美丽海岛的保

护与开发等，成为展示平台；在选取部分区域用海

面积较大时，为了图幅的整体效果和关键性的标志

点不被漏取，使其外形基本保持完整状态，在图幅

编排上打破常规排序方式，将主要的标志元素和整

个区域用海规划尽可能展现在图幅的中心位置，其

他想表达的元素围绕中心区域依次向外展开，既保

存了区域用海的完整性，又达到了引人注目的效果。

为保证图集数据的现势性，图集在完成全部数

据的采集后又收集了相关的现势资料，调用了江苏

省“十二五”期间制作的地形图，用于要素编绘以及

注记标注的基础资料。使用精度较高的ＧＰＳ进行

人工现场测量，布控的控制点尽量均匀分布，同步

测量多余控制点以检查影像纠正精度。对数据进

行了外业校准，对图集进行了修补和增减，利用大

比例尺地形图进行控制点影像纠正。对沿海一些

重要的用海项目或者有疑问的区域，编者都进行现

场调绘。编制过程实行规范、统一、标准化的制图

流程，每幅影像图的分类、图名、页码、标注、图例的

编排位置，各层次注记的字体、字号、颜色，道路分

级及附加标记大小，水面染色等各方面，整个图幅

全面保持一致。同时，图集编委还专门组织沿海

市、县海洋主管部门领导、技术专家集中对图集的

图幅和文字等逐页校验，并征求相关海域、资源环

境、法规等部门意见，召开两次专家审查会，根据专

家提出的意见对图集进行修改完善，保证了图集资

料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４　结语

《江苏省沿海海域影像地图集》全部采用最新

的遥感影像为地理基础，融入了很多典型、有代表

性的江苏海域专题元素，从而保证了图集的品质

好、现势性强，充分展现了江苏沿海海域的特征，达

到了预期设计目标，并得到社会和公众的肯定。图

集还在艺术风格、实用形式、功能要求、表现手法等

方面有较大突破，同时通过色彩的整体调和效果，

图集还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

当然，利用航空遥感影像编制海域大比例尺地

图集，扩充至海域近岸以外更大范围更新，仍需要

投入较常规卫星遥感影像更高的成本，但其在反映

海域现状上有常规地图集无法比拟的优势。本图

集的公开出版，将为我国沿海海域影像地图集的制

作开辟一条新途径。随着航空遥感技术的发展，在

影像分辨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影像的采集成本将会

不断下降，相信未来大比例尺的航空遥感影像地图

集的数字地图制图技术将会带动沿海其他城市影

像地图集的设计与制作，从而使影像地图集进一步

在海洋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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