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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化测绘的重点是解决基础地理信息快速获取及更新，增强应急测绘保障能力和地理国情监测能力。

为解决多源遥感图像配准和地物要素的变化检测问题，本文参考人的认知模型，充分利用相同地物在不

同图像上存在诸多未变化区域的特点，解决特征对应问题，并实现地物要素的变化检测，为测绘等应用

提供地理数据的更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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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cus of informationized surveying and mapping i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apid acquisition 
and update of basic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enhance the ability of emergency surveying and 
mapping support and monitoring of geographical national condition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
lems of multi-source remote sensing image registration and change detection of feature elements, 
this paper refers to the human cognitive model, makes full 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ny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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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d areas of the same feature on different images, solves the problem of feature correspon-
dence, and realizes the change detection of feature elements, so as to provide geographic data up-
date capabilities for applications such as surveying and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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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利用遥感测绘技术获取遥感测绘图像，在地质勘察、交通规划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遥感技术的发

展。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人类对电磁辐射能力的了解已经从可见光扩展到紫外线、红外线、微波等等。

遥感平台也被开发出来，从传统的人、汽车、飞机到卫星、火箭甚至空间站。应用领域也已从军事领域

扩展到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遥感技术于 1962 年推出，并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它们通常会经历地面遥

感、地面遥感记录、传统航空摄影、空中和太空遥感以及遥感等未记录的阶段。在 20 世纪 20 年代，除

了将航空摄影用于军事目的外，还广泛用于监测地理环境、工程制图等领域。 
为提高遥感图像的清晰程度，研究基于迁移学习的遥感测绘图像细节增强方法[1]。无人机遥感测

绘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工程测绘难题，有助于为工程建设提供可靠的支持[2]。为解决集成

模型的差异，执行效率低的问题，提出基于 GIS 技术的遥感测绘数据集成处理系统设计[3]。对于矿山

开采沉陷监测，为解决矿山开采地表动态沉陷数据采集不及时问题，融入遥感测绘技术，提出了一种

新的矿山开采沉陷监测方法[4]。针对遥感测绘三维图像数据在数据处理、数据保存以及数据可视化等

方面存在技术难度的现状，对可视化过程中关键步骤算法进行了优化设计，对提高遥感图像三维数据

的可视化应用水平具有一定指导和借鉴意义[5]。传统虚拟地形建模通常采用基于人工设计的过程化生

成方法，无法满足军事仿真等对真实环境进行还原的仿真建模任务的需要，提出了一种基于遥感图像

的虚拟地形仿真建模方法，能够在准确还原输入遥感图像环境分布的同时完成高质量虚拟地形仿真建

模[6]。为减少计算成本，提出了一种于双路回归神经网络的遥感图像超分辨率重建方法，减少了计算

量，以及残差结构加快模型收敛的优越性[7]。对利用少量的遥感图像生成大量的数据集是目前亟待解

决的问题，以 SinGAN 网络为基础，将一种新的纯卷积网络 ConvNeXt 与之结合来构建遥感图像数据

增强框架[8]。 
遥感、图像处理、分析、理解和决策构成了一系列遥感应用。信息提取和目标识别是将遥感数据转

化为信息和开发应用程序的主要技术。根据遥感数据从遥感图像中提取信息在获得反向过程的基础上，

这是从模拟地球条件的真实图像和反向地球模型中提取相关信息的过程。为此，本文设计一种遥感测绘

图像特征智能识别技术，为解决传统方法存在的识别效率低问题提供一定帮助。 

2. 遥感测绘技术的运用 

2.1. 图表的应用 

根据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远程感知图像在计算机软件上进行编辑。通过验证特定测试工具传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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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的数据，可以从网络中获取汽车和智能的先进技术。在紧急情况下，有可能更好地展示失去的土地，

而其他人则满足了特殊的建筑需求。如果范围不正确，它将对发送照片后的决策产生明显影响。这与工

程和建筑项目的质量直接相关。应用程序必须经过调整。用电量为 1:1000。同时，在选择实际工作时，

应测量企业面积和项目特定位置的大小。在制作真实图形的同时，有必要将其与来自外层空间的多个网

站集成，包括区域信息和相关合成。选择源图像应用程序，使用卫星图像处理技术，确定有效性和地理

坐标。 

2.2. 遥感和地质制图 

在进行地貌测量时，利用遥感技术可以利用立体影像来获得地表的三维资料。而在地图上，不管是

夜晚，或者是云层，都可以通过卫星来获得。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遥感技术也迅速发展起来。此外，

随着卫星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运用，它能够与 SAR 技术相融合，实现对地面数字化高模式数据的采集，从

而改善以往的数据采集方法，从而大大提高地图绘制工作的速度。 

2.3. 制图 

当连接地球表面时，可以使用三个维度图像从地球表面获取三个维度的数据。在地图上，当夜晚或

阴云密布时，卫星无法控制。此外，随着卫星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它无法与实现高数字地面数据模

式的技术秘密相结合，从而改进了先前的数据采集方法。 

2.4. 确定集体用地 

使用高分辨率遥感图像，可以清楚地显示在地球测量、位置和大小的形式中，它来自地面，是从

地面实际使用的基础模式。例如，使用高分辨率光学材料进行数据解释，通过对中国农村土地使用现

状的综合理解，确定其土地使用面积，并对其进行校正。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已经准备好了大规模

的地图库。而作为农村集体建筑区域和侧翼的数据库，可以更直接地使用 GPS。角色被更正以确保数

据的安全性。 

3. 图像信息获取 

遥感和绘图图像及其处理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获取更改的信息。通常，更改信息还需要更改整个测

量和检测过程。为了获得在每次变化检测过程中更改所需量的优势，所需量的优势通常包括光的成分

和结构以及改变光的特性。更改光特性时可以直接分析的部分数据。数据的另一部分无法直接分析，

但必须在数据的帮助下进行分析。例如，当监视目标图像级别的变化时，需要根据目标监视模型的技

术数据进行计算。这种变化是不可预测的特征。对信息变化的进一步分析和检测可以改变光学特征，

从而实现检测变化。植入通常在图像被曝光时使用的图像。植入图像是使用最广泛的，操作简单，了

解检测图像的最简单方法。基本原则是在不同时间比较两种不同的图像。需要注意的是，图片是灰色

的，因此应该是减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图像理论是一种比其他理论更简单的方法障

碍，也可以实现快速的过程。但是，它只能检测在固定区域内发生的变化，无法进一步了解变化的特

征。为了理解和感知变化的性质，有必要检测和分析基于图像障碍方法的图像，以及其他获得图像性

质变化的方法。但是，图像性质的变化可能会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当

的变量。图像结果代表了两幅图像的差异。图像障碍技术也广泛适用，可用于单个图像障碍物 n 可变

图像(图 1)。表述如下： 

( ) ( )2 1
k k k
ij ij ijDx x t x t C=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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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Image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图 1. 图像信息获取 
 

在获得该图像后，选择一个阈值来进行区分，当该图像中的像素数大于或等于所选阈值时，就认为

该像素数是改变的。流程图 2 如下： 
 

 
Figure 2. Image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图 2. 图像信息获取 

4. 特征描述和提取 

在上述检测完成的基础上，对纹理特征描述。Malcov 随机场模型是利用模型参数描述不同纹理类型

的模型。其参数反映了像素间的相互影响，可由相邻像素间的相互影响近似。在仅考虑垂直和水平邻域

的情况下，将其称为一级邻域，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二阶邻域。在遥感测绘图像分割中，考虑了计算复杂

度，一般不考虑 3 级及以上邻域。设 X 表示随机分割出来的区域，x 表示与它对应的现实数据，Y 表示随

机观察到的图像区域，y 表示目标的图像，θ表示区域参数。根据对应性，这里对大小写不进行区分，随

机观察到的区域图像被称为随机图像域，随机分割区域被称为随机目标分割域。当不确定图像纹理概率

时，我们可以假设它们具有相同的概率，且它们的模型参数为零，因此只需要考虑相邻权数问题。根据

贝叶斯概率公式可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 x y p y x p x p x y p y

p y x p x
p x y

p y

θ θ θ θ θ

θ θ
θ

θ

= × = ×

×
⇒ =

                   (2) 

由于已知的训练样本只有一幅图像，因此根据 y 估计 x 本身属于病态视觉问题。然而，根据现代估

计理论，可以有科学依据地进行估计(图 3)，把分割区域图像的概率设为最大值，对整个图像进行现实分割，

这时就可以采用现实数据概率法和辅助概率分割法，数据场中 ( )| ,p y x θ 可表示两个区域内最大噪音和最小

噪音的概率乘积，对于带有纹理的图像来说，由于像素之间的依赖关系较大，是有一定规律的螺纹噪声，

应表示为区域内两个点的噪声率乘积。先测试的概率 ( ),p x θ 是具有约束关系的，在同一纹理区域内，相邻

像素之间的交互会减少成本，而不同纹理像素之间的交互会增加成本：根据 Hammerity Clifford 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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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p x y p y x p xθ θ θ= ×                              (3) 
 

 
Figure 3. Feature recognition 
图 3. 特征识别 
 

在上述纹理特征描述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描述一个物体，需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不同物体特征。

在不使用 SURF 的情况下，通过比例空间理论提取特征点，并以 Hessian 矩阵的行列式为判别式，求得最

大值，从而更好地描述目标。在尺度为 σ的情况下，图像在某点的 Hessian 矩阵可以使用如下公式表示： 

( ) ( ) ( )
( ) ( )

, ,
,

, ,
xx

yx yy

L u Lov u
H u

L u L u
σ σ

σ
σ σ

 
=  
 

                             (4) 

式(4)中， ( ),xxL u σ 、 ( ),yyL u σ 和 ( ),yxL u σ 均代表 u 点处高斯函数和二阶边缘概率的卷积。Hessian 矩阵

行列[6]式为： 

( ) 2det xx yy xyH L L L= × −                                 (5) 

将上述公式近似表达为 

( ) ( )2det 0.99xx yy xyHapprox D D D= × − ×                          (6) 

5. 模型构建 

遥感图像特征提取后，为保证识别结果的正确率和识别率，还需对特征进行标准化处理。所提取的

遥感图像特征均假定特征包含像素，对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之前，对特征向量进行降序，得到一个全新

的特征向量集合。随后，每个元素的特征值被设置为一个规格化的特征序列，表达式如下： 

( ) 1
1

i
i

f a
a

x
−

=
−

                                   (7) 

式(9)中， ia 表示为第 i 个像素点带有的特征性质；x 表示像素点的总数， ( )if a 以特征性质为基础的层次

函数。在进行实际计算时，当有多个特征性质层次函数时，都要把特征层次函数的值进行整理，以便求

出序列的均值。 
进行多次循环计算之后，要把像素点按照信息素含量的多少排列起来；ηmn 代表具有初始爆发性的

信息，在本文的公式中把 ηmn 作为像素点(m, n)灰色梯度值，Gk 表示 k 特征计算公式得到的整个数据表

格，大数据表格的作用就是把所有像素节点罗列出来，防止在进行计算时采用到相同的像素节点；α
代表在进行像素数据转换计算时用于表示像素残留量的影响参数。至此，通过上述过程完成图像特征

的识别，算法框架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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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Block diagram of the algorithm 
图 4. 算法框图 

6. 实验 

在 googleearth 中截获了 10 个不同场景的 1794 张图片，图片的分辨率和尺寸没有限制，方案类型是

由切片中的对象目标决定的。为验证本文算法的性能进行实验对比。数据对比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Comparison of mapping data 
图 5. 测绘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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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研究中，所提出的图像特征智能识别技术相比传统的两种识别方法，识别时间大大减少，测绘

效率如图 6 所示。这是因为该技术采用了一系列预处理方法和图像特征分类技术，有效地减少了图像的

识别时间。具体而言，该技术采用了 surf 特征点寻找和聚类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提取图像中的关键信息。

然后，通过对区域信息和关键点聚类结果进行分析，确定候选区域并识别出真实区域，从而实现对目标

的准确识别。该技术的研究成果，不仅可以提高遥感图像的识别准确性和鲁棒性，而且可以有效降低图

像的识别时间，实现对大规模遥感数据的快速处理。这将对遥感测绘领域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积极的影响，

为遥感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提供有力的支持。 
 

 
Figure 6. Mapping efficiency 
图 6. 测绘效率 
 

本文所研究的遥感测绘图像特征智能识别技术的平均识别率要远远高于两种传统识别方法。传统识

别方法常常受到视觉词汇较多、识别结果模糊等问题的影响，导致识别率低下。而本文所提出的方法，

通过处理图像中的冗余信息和解决伪图像特征识别、细节性模糊等问题，能够有效地提高图像特征识别

的整体性能。具体来说，该方法采用了 surf 特征点寻找和聚类的方法，能够提取出关键点信息，并根据

区域信息和关键点聚类结果确定候选区域，最终识别出真实区域。与传统方法相比，该方法在处理图像

特征时能够有效减少干扰因素，从而提高识别率。此外，该方法还采用了一系列的预处理方法和图像特

征分类技术，能够有效处理图像中的冗余信息和解决伪特征识别、细节性模糊等问题，从而提高了图像

特征识别的准确性和鲁棒性。 
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遥感测绘图像特征智能识别技术的平均识别率要远远高于传统两种识

别方法。这将为遥感测绘领域的发展和应用提供有力的支持，促进遥感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结论本

文研究了基于特征点匹配的图像配准方法，介绍了 SURF 特征提取、特征点匹配、RANSAC 算法等的原

理和实现方法，并通过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和鲁棒性。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在配准精度和

鲁棒性上取得较好的效果，对于遥感数据测绘图像的配准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7. 结语 

近年来，随着遥感数据的不断积累和技术的不断发展，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识别成为越来越重要的

课题。针对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识别问题，一种遥感测绘图像特征智能识别技术被设计出来。该技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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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种定位精度高、真实感描述差异较小的图像识别方法。在该方法中，首先在低尺度图像中利用 SURF
特征点寻找匹配关键点并进行聚类，从而有效提取出关键信息。然后，根据区域信息和关键点聚类结果

来确定候选区域，最后在候选区域中识别出真实区域。这种判别方法不仅能够提高识别的准确性和鲁棒

性，而且能够有效地降低识别误差和虚警率。为了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实验进行了多组数据测试，并

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比较。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中实现准确的识别，并且能

够有效地降低识别误差和虚警率。该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将对遥感测绘领域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积极的影

响，为遥感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提供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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