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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摄影测量助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修复调查探析

史 辉
（甘肃筑天英才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甘肃 兰州 730000）

1 问题的提出
人的命脉在于田，田的命脉在于水，水的命脉在于山，山的命

脉在于土，土的命脉就是在于树木与草[1]。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
生态系统保护属于当前状态下的重要枢纽。如果在不进行调查

的情况下，就开始单一发展，就会给生态保护和修复碎片化的效

果带来很多的折扣性[2]。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出现了日趋
成熟的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技术。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的方式，

不仅测量精度较高，并且灵活性较强，成本偏低，周期性较短，可

以最大限度提高生产效率，满足数字化映射。鉴于此，航空摄影

测量将如何助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调查，成为目前形势下

众多学者探究的重点。

2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调查路径
2.1 数字正射影像的应用
（1）地物预判读。数字正射影像的方式主要是在数字高程模

型的基础上，对相关的数字化航空影像问题进行处理，并且结合

标准化的比例，将图像的范围裁剪成为数字化的影像。此种方

式，不仅可以获得较为丰富的内容信息，还可以在最大限度增强

数据的精准度，保持科学的易读性。在相关的调查人员在使用

DOM的时候，就可以在地物判读的基础上，对当前的区域实施具
体情况的分析[3]。之后，在实践的过程中，绘制图形，缩短绘制的
时间，提高对应的工作效率。例如：相关的调查者就可以结合现

实的需求，秉承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思想，分析需要调查的区域中

土壤污染的具体情况。之后就可以结合大致的情况，对现场的情

况进行核实。此种方法，一方面缩短了搜索的时间，另一方面提

高了调查的效率。对于一些地形相对复杂，危险性较高的区域

中，需要使用无人的方式进行勘察[4]。此时，就会在 DOM的视野
下，降低工作的危险性，提高数据的精确性，为下一步的修复工

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2）矢量数据。也就是说，需要使用 DOM的方式，对需要获
取信息的区域进行矢量化。之后，就可以在实时性的基础上，将

获取的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相互融合起来，保持良好的数据处

理性，加强区域的检查和分布性。从多元化的视角下，分析生态

系统的实时性情况，与此同时还需要，将重点数据提取出来[5]。
（3）遥感监测系统。此时，需要根据 DOM的实际需求，在多

形态的基础上，构建对应的遥感监测系统，对区域的实时性变化

进行延伸和发展。在现实的生活中，保持信息的传递性，增强信

息的融量。与此同时，还可以在 DOM的视野下，根据不一样区
域，在多项的对比中，达到监测数据的实时性掌控。在这些数据

的支持下，就可以对这个区域的一年四季变化实施分析[6]。从另
外一个视角看，无人机遥感监测系统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主要

是对地质灾害部分进行分析。其中还包含了受灾面积的大小，这

部分区域可能存在的损失程度大小、土地资源的调查情况、农用

地区的调查情况、当地大气的污染情况等。相关的调查人员在具

备了这些数据以后，根据当前的问题，针对性地制定出科学的解

决措施，保证了措施方案的深度与广度。

2.2 数字高程模型的应用
（1）地形探究。对数字高程模型来说，也被大家称为DEM。主

要就是使用有限的地形高程数据，对需要探测的区域实施数字化

的模拟。此时，一种具象的实体模型就会有效地呈现到大家的视

野中。在实践中，DEM不仅具有直观的发展特征，并且还具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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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山水林田湖”中的“草”纳入全面的系统管理中，保持有效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建设. 使用无人机航空摄影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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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简单，调查高效性的特点。DEM的调查方式，在很多领域都得
到了有效应用。例如：水文地质领域、地质灾害领域等得到了良

好的应用效果。DEM可以在空间分布的基础上，更加直观地将需
要调查区域的地形特征呈现出来，获取对应的数据信息，提取有

价值的信息。例如：高线的自动生成、地形曲面部分的拟合、断面

图的构建等内容，都属于 DEM的调查范畴。从另外一个视角看，
在实施调查的过程中，不仅对区域的地貌特点实施分析，还需要

在实时性的动态数据下，对区域的动态地形实施演变分析。使用

此种方式以后，相关的调查人员就可以在直观的视野下，分析当

地的继承性演变，加强对肌理的分析，向发育事态的方向实施

延伸。

（2）流域水文探究。从目前的形势上看，DEM的调查方式，不
仅可以对河流的水文模型实施构建，还可以结合当前水系的特

征，确定排水的方向，分析水系的流淌方向，保持水利的价值，稳

定河网的结构，计算出流域的参数。之后，企业就可以根据现实

的发展需求，分析当前的 GIS技术，保持很好的信息提取性，加
大应用性，保持信息与内容的科学性，提高流域水文的建设效

率，保持很好的统筹规划，为以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条件。

（3）土地与气候的探究。在调查的路径下，不管是坡度、坡向
的分析，还是高程等相关内容的建设，都需要根据因子影响，分

析太阳辐射的差异性。在直观的基础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数据

的变化，最大限度影响空间的分布情况，气候的发展情况。相关

的人员可以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使用核心的数据，提取多种地

形因子，探究土壤的侵蚀度，分析坡耕的分布状态，根据土地使

用的当前状态，探究多样化的分布规律。这些重要的数据与信

息，不仅可以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帮助，还可以在当前的视野下，

解决目前形势下区域存在的问题，并根据问题，针对性地制定出

科学的解决措施。

（4）地质灾害的探究。此时，就是 DEM的基础上对地形因子
实施有效的分析。例如：在出现滑坡的情况下，坡向就属于很重

要的自然要素，并且还会影响着滑坡发育导向。DEM可以在高精
度的基础上，为滑坡的发育情况实施科学的分析。相关的调查人

员可以根据地质灾害的发育现状，分析下一步可能存在的问题，

并实施科学化的逻辑建设。

2.3 倾斜摄影测量三维模型的应用
（1）地表信息获取。目前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属于比较先进的

一种模式，可以在多个传感器的基础上，使用无人机的方式实施

有效的低空作业。此时，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同时对一个地方

进行影像的获得。并且这几个方面信息也会跟随着航摄原始影

像进行自动化的处理，最后可就可以将直观的实景三维模型呈

现到大家的面前。这种方式获取的信息，不仅分辨率较高，并且

呈现了很强的实时性。对调查人员来说，在进行作业的时候，灵

活性较强，内容的真实性与还原性较高，给予的精度和三维度较

大。在此种调查方式出现以后，突破了传统的局限性，满足了高

度的还原性和数据精准度的发展需求。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倾

斜摄影测量的方式可以在多视角中，保持拍摄的同步性，达到矢

量化，提高精准度[7]。如果使用 DOM的方式进行拍摄，就只能看
到垂直的角度，对建筑物的轮廓实施有效的捕捉，但是在实际使

用的时候，就会由于角度问题对数据产生一定的争议性。但若使

用倾斜摄影测量的方式，不仅可以将三维的数据体现出来，还可

以让大家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外部的轮廓性，提高精度性，满足现

实的发展需求，保持高度和层次、材质的丰富性。这几种不同的

调查方式中，在山体的调查中，倾斜摄影测量的优势尤其明显。

DOM是无法将山体环境全貌体现出来的，但倾斜摄影测量的方
式就可以弥补这方面存在的缺点，将山体的真实环境体现出来。

（2）矿山环境与地质灾害的调查与分析。在三维模型的基础
上，将需要探测的山体面积、长度、体积、挖填方量等有效呈现出

来。在多维视角下，对周围的环境实施观测，结合当前的现状，分

析可能存在的滑坡、崩塌等问题。在这些问题得到很好的预测以

后，那么就可以结合实际的需求，对周围的环境实施土方量的增

加或者是减少，滑坡体可能会存在的问题，实施良好的探究。在

不到现场的情况下，提高调查的效率与质量。

3 总结
随着社会的进步，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技术已经在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修复调查中获得了良好的建设成效。相关的调查人员，

可以结合区域的现状，将多样化的拍摄方式有效结合起来，整合

资源，最大限度缩短调查的时间，提高调查的精准度，提高调查

的质量，为山水林田湖草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突破局

限性，实现大家共同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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