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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陆地资源的逐渐匮乏，人类已将资源开发和利用的重点转向了占整个地球面积71%、蕴藏着丰富
自然资源的海洋。
我国已于20世纪末制定了21世纪海洋强国战略，其宗旨是将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级的海洋强国。
在这一世纪性战略中，海洋测量作为人类一切海洋活动的基础，必将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随着电子、计算机、信息等相关技术的迅速发展，当今的海洋测量正呈现蓬勃的立体发展态势。
在这一大背景下，基于船载测量设备的海洋调查和勘测技术、手段及方法在我国也取得了日新月异的
成就，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引进的多波束系统，无论是测点的精度、密度和代表性，均是以往传统
水下地形测量方法所不能比拟的，真正地实现了从“点”、“线”水下地形测量到条带式、全覆盖、
“面”测量的变革，给我们真实、详细地呈现出了海底的精细地形和地貌，使人类能够首次全面地认
识“漆黑”的海底世界。
然而，由于多波束系统引进的时间较短，我国对该系统的认知还基本处于初始阶段，许多拥有多波束
系统的测量单位到目前为止还停留在依照系统参考手册和操作规范实施作业的初始应用阶段，远没有
最大限度地发挥该系统的应用潜力。
另外，由于对相关知识的了解和认识不足，系统的应用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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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简述多波束系统的发展历史、工作原理的基础上，围绕多波束测深数据和图像数据处理两大主
题，就系统测量过程中的基准、声速、辅助参数测定、测深数据处理、声呐图像的形成、处理、应用
以及与侧扫声呐信息的融合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重点介绍了这些领域的最新进展、采用的理论
方法及其应用，对从事海洋测绘的科研及工作人员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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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广义的角度来讲，海洋测绘是一门对海洋表面及海底形状和性质参数进行准确测定和描述的科学。
海洋表面及海底的形状和性质是与大陆以及海水的特性和动力学有关的，这些参数包括水深、地质、
地球物理、潮汐、海流、波浪和其他一些海水的物理特性。
一切海洋活动，无论是经济、军事还是科学研究，像海上交通、海洋地质调查和资源开发、海洋工程
建设、海洋疆界勘定、海洋环境保护、海底地壳和板块运动研究等，都需要海洋测绘提供不同种类的
海洋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和基础图件。
因此可以说，海洋测绘在人类开发和利用海洋活动中扮演着“先头兵”的角色，是一项基础而又非常
重要的工作。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急剧增加和陆地资源的逐渐匮乏，人类已将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利用深入到
海洋领域，在21世纪，开发和利用海洋这一使命变得越来越迫切，人们有一个普遍的共识，21世纪是
人类开发和利用海洋的世纪。
海底地形测量作为这一活动的基础，也必将在探测海底地形地貌、建设海洋工程、开发海洋资源、发
展海洋科学以及维护海洋权益等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些作用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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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波束测深及图像数据处理》：地球空间信息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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