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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相片在造林基地设计

和面积验收中的应用

杨钧璞 尹关聪

�浙江省安吉县灵峰寺林场
，
安吉 ������� �浙江林学院�

摘 要 利用航空相 片判读
，
野外句绘造林基地 小班轮廓

，
来设计造林基地

，
计算

造林面积
，
可 以提高造林设计质量

，
节省 大量人力

、
物力和时力

，
也容易转绘成图

。

关健词 判读， 相片几何特性， 相片刺点� 造林地

中图分类号 ����
�

�

植树造林
，
绿化祖国

，
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

特别是山区县
，
每年设计造林的面积大

，

且分布在全县各乡
、

村
、

林场
，
地块极为分散

。

通常在�
��万地形图上选择造林地 块

，
进 行

设计
，
而后安排开荒整地

，
到春季造林

。

经过当年夏季后
，
要组织大批人力

，
到实地进行造

林基地检查验收
。

一是检查造林质量成活率情况
，
二是实测造林基地面积数据

。

检查造林质量
，

是比较容易的
，
而对造林面积

，
按常规方法

，
要用罗盘仪实测

。

这样一

个小组要���人
，
劳动强度大

，
工效又低

，
同时不易形成完整的图面材料

，
给林业生产经营

管理带来一定困难
。

采用遥感技术
，
利用中比例尺航空相片设计造林基地和量测面积及成图

，

是 一 种 很 好

方法
。

� 航空相片特点

从浙江省来讲
，
近��多年来

，
全省都覆盖有中比例尺航空相片

。

在平原
、

低丘陵地区为

� ，������ � ，�����，
在丘陵山区为 � ������� � ������

�

这种中比例尺航空相片
，
信息

极为丰富
，
地面的地物

、

地貌影像特征明显
，
微小地物

、

地貌都能显示
，
直观性强

，
容易准

确识别判读， 还可以立体观察
，
瞰视地面景观

，
一 目了然

，
扩大了人眼视域范围

，
不仅专业

技术人员容易判读
，
就是其他人员也能看懂

，
是深受欢迎的一种图面资料

。

� 造林基地的设计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
可以利用单张相片编制较大地区的航空相片略图

。

如一个乡或林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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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地形图
，

在相片略图上大致区划造林基地
，
而后用航空相片立体观察

，
判定立地条件

，

如坡度
、

坡向
、

坡位和土壤厚度等情况
，
具体设计勾绘出造林基地地块

。

特别是长期在当地

工作的技木人员
，
实地情况很熟悉

，
结合航空相片设计造林基地

，
比在地形图上设计更符合

实地情况
，
可提高设计质量

。

� 造林墓地轮廓线的判读与勾绘

�
�

� 计算相片绝对航高

计算绝对航高
，

是为了计算相片局部比例尺
。

所谓相片绝对航高�
。 ，
即 为航 空 摄影时

飞机至海平面的垂直高度
，
室内可按下式计算

�

� 七 ��月

��二，口

�凡
�

���补兮
�价 ���

式中
�
�

。
为相片绝对航高��月

为摄影时飞机至地面 �点航高� 七 为地面 �点高 程�由地形图

上查取�
�

�为相片上所选两明显地物点 � ，
�相应地面两点�

， �实地长 度
，
可由地形图

上量取
，
乘地形图比例尺分母

，
即� � ��

。 ��� ，。
为由相主点

。 至相片上高点 �的长度 � �

为相片焦距
，
已知数� 』�为实地 �

， �两点高差
，
由地形图求得�

，

�为相片上所选两明显地

物点 � ，
�间长度

�

在计算绝对航高时
，
相片上所选两明显地物点 � ，

�长度不能过短
，
要 通 过 相片 点两

侧
，
如图 �

�

同时
，
这两点在地形图上容易准确找到点位和地面高程��

月 ，
凡�

，
其中�点为低

一日��
�

�……�一
甲

补
︸、︷

�

�一
一︷户��

互

���

�
�

点
，
�点为高点

。

在同条航线内
，
可以适当抽几

片计算 �
。 ，
若差值不超过平均高的 �����

，
可以

取平均数
，
作整条航线中各片的绝对航高使用

。

�
�

� 掌握相片判读技能

航空相片是地面一切景观的缩影
，
判读时要

掌握地物
、

地貌的形状与相片上的影像基本相似

性， 各地物间的位置关系与相片上的 影 像 一 致

性， 以及地物的影像大小
，
由相片比例尺决定�

同时两片重迭部位
，
可以立体观察

，
瞰视地面景

观特征
。

掌握这些特点
，

手持相片边走边判读
，

随时了解自己立足点位置
，
直至找到造林基地所

在位置
。

�
�

� 在航空相片上判读与勾绘造林基地的轮脚线

图 � 相 片上选刺点

���
�

� �������� ���
一
������ ��

��������������

造林基地的边界线
，
有时与地性线一致时

，
直接在相片上按地性线�如山脊线

、

沟谷线
、

河流
、

道路等�勾绘出边界线� 否则根据地物间位置关系和相片比例尺
，
对照实地造 林 基地

轮廓点位置
，

在相片上准确判定刺出点位
，
勾绘出造林基地范围

。

对某些轮廓点判读有困难

时
，
可利用附近明显地物点引点或量取交会

。

这时要采用相片局部比例尺
，
换算相片上相应

长度
，
确定点位位置

。



�期 杨钧璞等
�
航空相片在造林基地设计和面积验收中的应用

� 计算造林基地面积

在相片上野外判读勾绘好轮廓线后
，
可以求算面积

，

方法有以下几种
�

�
�

� 在相片上�接求面积

对山区
，
因为地形高差关系

，
存在着相片投影差影响

，
所以在航空相片上

，
一般不能直

接求面积， 另外在相片上各处比例尺是不一致的
，
在高处比例尺大

，
低谷比例尺小

。

但是对

相片某局部小范围
，
采用相片局部比例尺求算面积

，
能够获得较好的精度

。

一般造林基地面

积不会很大
，
只要采用该造林小班的平均高程面上相片比例尺

，
来求算面积是可以的

。

该小

班相片局部比例尺
，
按下式计算

�

� � ��士
一
二 二了

�

二二
，�

���
仇 �

�
。 一 �

，

式中
� �，

为某造林基地小班相片局部比例尺分母� �‘为某造林基地小班地面平均海拔高程
，

由地形上估出
。

计算出相片局部比例尺后
，
就可以计算面积

。

�
�

� 圈解辐射模片交会法

这种方法
，
只适用于零星局部地区转绘成图

。

它成的是平面图
。

方法如下
�

将两张相邻相片
，
转刺像主点后

，
用模片�或透明纸�覆盖相片背面

，
并固定

、

刺出像主

点和基地小班轮廓点及已知地面高程的明显地物点
� �此点在地形图上有表示

，
如图 ��

�

�����

一
� �

，

丁
�

�
‘

’

�
‘ ’

�
’

日 日

。 � 。 �

�

�
山

�任口�

图 � 模片上所利的
�

奴

���
�

� ���
一
�����， �� �������

再在模片上绘出相片基线和由像主点引至基地小班各轮廓点和已知
� 点的辐射线

。

按图 �
，
将

两张模片上相片基线严格重合
，
并移动模片

，
使已知点 � 和�’ 点对准重合

。

此时
，
各相应的

辐射线交点刺点联接起来
，
便是统一于已知 � 点为基准高程面上比例 尺 的 图 面

。 � 点基准

高程面的比例尺为
�

�

邢
。

�

�� 一�
。 ���

式中
。 �

。

为已知明显地物 �点地面高程
，
由地形图上查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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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统一固定比例尺图面时
，

可以求缩

放倍率
�

� ·

箭 ���

式中
�
�为固定成图比例尺分母

。

这时
，
安置辐射模片交会基线长度�

�

�

仇 应为 �� �， ����仁为以 � 点为基准高程面

上模片交会的基线长度
，
如图 �中�，�

�

例
� 已知 二

。 � �����， 由模片交会量得

基线长岁 “ ��
� 。 �

��
，
要统一于�

，�万 比 例

尺 图 面
，
则

� � � 二
。

�� � ������������

�
�

����，
而二�

二 �
‘ �凡

� ��
�

�们�们以 又 �
�

����

� ��
。
�们以��

�

将模片交会基线长度按��
�

�幻比幻。

一一
�

……
星星

丁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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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图 � 图解辐针 交会

��� � ����� ������������������

定向
，
它所交会的图面

，
就是 �，�万 比例尺的图面

。

�
�

� 把相片轮脚线转绘到大比例尺地形图上求面积

若有大比例尺地形图
，

最好是�，�万地形图
，
把相片上勾绘的造林基地轮廓线

，
转 绘 到

地形图上
，
再求面积

。

林业基层单位可以采用以下几种简易方法
�

�
�

�
�

� 目视转绘吏当造林基地轮廓线与地性线一致时�如与山脊线
、

沟谷线为界�
，
可 用 目

视将相片上轮廓线转绘到地形图相应位置
。

�
�

�
。
� 时 目视转绘有困难的基地

，
可采用 以下两种方法

�
�

�
�

�
�

� 用模片后方交会方法 即在相片上不同方位上选刺 �� �个明显地物点�如山顶
、

小何交叉点等�
。

这些明显地物点在地形图上有表示
，
做成辐射模片

，
移至地形图上

，
使各辐

射方向线
，
准确地通过图上各相应明显地物点

，
此时将模片中心点刺于图上

，
即所谓后方交

会法
，
将相片中心点转刺于图上

。

同样将相邻相片像主点转刺于图上
，
并绘出两 像 主 点间

基线
，
按�

�

�方法
，
把图解辐射模片定位

。

此时
，
模片上各相应辐射线交点刺在 图 上

，
联接

各点
，
便是造林基地在图上面积

。

这种方法
，
对零星造林小班转绘求面积

，
是比较好的方法

。

�
�

�
�

�
�

� 等角模片量距转绘 此法要先做楔形比例尺和两张等角辐射 模 片
，
如 图 ��或 由

市场上购置�
。

转绘步骤如下
�

�
�

按�
�

�方法计算相片绝对航高�
。 �

�
�

参考地形图
，
估测出造林基地小班平均海拔高程 �‘

，
按���式计算相片局部比例尺

，
在

楔形比例尺注上该比例尺
，
如图 �中的 �，�����

�

�
�

按上述后方交会方法
，
把相片像主点在地形图上求出

。

�
�

把等角模片放在相片和地形图上定位
。

使某角度辐射线通过相片和地形图同名 地 物

点上
，
同时再检查有关角度辐射线通过的地物点位与地形图上相应角度方向线一致

，
并固定

模片�在地形图上定位
，
要放在有光照的透明绘图桌上进行

，
并 且 要 把模 片 放 在

‘

地形 图

背面�
。

�
�

用卡轨量出由像主点至造林基地小班某轮廓点相片上距离�
，
然后卡轨在楔形比例尺

上移动
，
如图 � ，

刚好一端落在水平距离上
。
点歹另谧在垂直方向上瘩在所求比例尺 吞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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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一锰厂下瑟一赢二又于
一

飞乙。

距离��

图 �二楔形比例尺和等角辐射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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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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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二�
��������������������

再延伸至固定地形图比例尺 �
。
点

。

此时
，
���线段长度

，
即为相片上 �� 长度换算图面上相应

长度
。

以此长度
，
卡轨一端对准图上像主点

，
另端在该相应角度方 向 线 上 刺点

，
便是造林

基地小班某轮廓点
，
转绘到图上相应点位

。

同样操作
，
转绘其他各轮廓点

。

再联接各点
，
就

是该基地在图上的小班图形
。

�
�

� 在相片平面图上求面积

在有经济实力的情况下
，
可请专业测绘部门做相片平面图或正射影像图

，
把相片轮廓线

按相应影像位置
，
转绘到相片图上求面积

。

这种方法容易转绘
，
技术操作容易

。

上述几种方法
，
各有特色

，
但是最好还是�

�
、

�节中的转绘方法
，
适合基层

，
有完整的图面

材料
。

第 �种方法
，
虽然容易转绘

，
图面精度好

，
但要做相片图

，
成本太高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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