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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通过无控制点条件的自由网平差，单独东向或西向航向影像的区域网平差，
平面精度的改善不明显，高程精度也很低，均在30 m左右的水平，但东西两航向影像的联合平差精度
提高到平面9.9 m，高程21.1 m，这表明不同航向影像的自由网平差对各景POS数据存在的误差能够很
好地消除；分别采用1个中心控制点、4个四角控制点、5个中心加四角控制点的布设方案时，各种方案
的平差精度能得到快速提高，在控制点超过11个时，精度虽然仍随着控制点数目的继续增加有所提高
，但提高速度明显降低。
 （4）根据试验可以看出，影响SAR影像平差精度的主要因素有：立体摄影时的基线长度（地面点的
前方交会角）、影像重叠度、像点量测精度等。
该点相关影像摄影时基线越长，交会角越大，定位精度越高；地面点被不同航带影像上覆盖重叠影像
数目越大，加密点精度与可靠性越高；像点量测误差对前方交会角较小（基线较短）的影像加密点的
精度影响更为明显。
因此，为了提高加密点的精度，除提高像点量测精度外，可选择影像的重叠度和前方交会角较大的点
作为待用的加密点。
 （5）由于每景影像内部存在的几何形变及基于原始定向参数的每条带各影像定位误差存在着较大的
不规则性，以及控制在影像间的传递路径较短，决定了试验用的机载SAR影像控制点的需求比主流航
空光学测绘传感器影像要多。
同时，与光学三线阵遥感影像相比，SAR遥感影像立体摄影时通过不同航线方式获得，考虑到不同测
区的影像重叠度、基线长度不固定，区域网影像间的图形结构强度差异较大，这就导致了其难以像光
学三线阵立体影像区域网一样，需制定一套比较标准的适用不同条件下的SAR影像区域网平差控制点
布设方案。
但从试验和应用上看，控制点应遵循尽量分布均匀、每个控制点尽量控制多个影像的原则布设，优先
选择不同航向的影像进行联合平差，可以明显降低对控制点数目的要求。
 （6）机载SAR影像的误差影响因素非常复杂，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均远远大于目前主流的光学航空
影像。
各景影像内部及条影像间定位误差的不规则性，给区域网平差定向参数的稳定求解带来一定的难度，
给稀少（无）控制点条件下的加密点定位带来不确定性；根据航带内影像的误差特点所建立的定向参
数精化模型，能够反映试验用机载SAR影像补偿后POS数据的特点，在控制点达到一定数目后能够获
得较稳定的平差精度，试验结果表明，所建立的机载SAR影像定向参数精化模型是合理的。
 （7）本试验区高程达到4 700 m，高差达到了2 000 m。
我国对高山地区1：5万测图精度要求为平面25.0 m，高程7.0 m，表明所建立的区域网平差模型能够适
用于山区的机载SAR影像测图，较少的控制点能够达到较高的平差精度。
由于本试验区的地面控制点实地测量比较困难，控制点以SPOT—5 HRS／HRG光学卫星影像通过RF模
型空三加密获得，通过这种方法，能够满足高山地区1：5万地形图测图要求，极大地降低了工程对外
业实测控制点数目的要求。
同时表明，如果在实测地面控制点条件下，区域网平差会有更高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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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部地形困难区域测图的原理与方法》可供从事摄影测量、遥感、地形测绘、资源环境遥感监测和
遥感应用、测绘安全生产监控等领域人员，以及农、林、地矿等部门的测绘地理信息科技工作者、高
等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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