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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平面与高程测量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下平面测量与水下高程测量，应采用的： 

·时制、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 

·测量仪器设备的性能参数及计量检定； 

·测量准备工作和安全防护措施； 

·测量技术设计书和技术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水下工程检测机构，所承接的水下平面与高程测量作业任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JTS 131-2012 《水运工程测量规范》 

《长江航道水下工程检测技术规程》  长江航道局 

《长江干线水运工程水下检测成果质量检验标准》 长江航务管理局 

3 术语与定义 

3.0.1  水下测量  underwater measurement 

为掌握水下地形地貌而实施的水下平面测量、水下高程测量及其他测量作业。 

3.0.2  RTK  real time kinematic 

全球卫星定位与数据通信相结合的载波相位实时动态差分定位系统。 

3.0.3  RTK 水位  RTK water level 

利用 RTK 定位设备所获得的测点处的实时水位。 

3.0.4  控制测量  control survey 

在测区内，按测量任务所要求的精度，测定一系列控制点的平面位置和高程，建立起测量控制

网，作为各种测量的基础。 

3.0.5 外业测量  field measurement 

测量工作中，需要在野外完成的数据采集相关的测量工作。 

3.0.6 内业处理  office processing 

测量工作中，需要在室内完成的对外业测量中采集到的数据等进行的后处理工作。 

4 基本规定 

4.1 一般规定 

4.1.1 水下测量内容包括水下平面测量和水下高程测量。 

4.1.2 水下测量应采用国家统一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采用其他坐标系和高程基准时应与国家坐标系

统和国家高程基准进行联测，并建立转换关系。 

4.1.3 水下测量计时，除 GPS 采用世界时外，国内测量应采用北京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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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测量作业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4.2 测量仪器 

4.2.1 测量仪器、设备应配套齐全，主要性能参数应符合相关技术规定，并应按国家规定由国家质量

技术监督部门授权的检定机构进行计量检定。 

4.2.2 测量仪器、设备应定期进行检定或校准，且符合有关规定，标定周期应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4.2.3 采用本规范规定之外的测量新技术和新设备应事先对其进行验证，在确保测量成果满足本规范

相应精度指标要求时方可正式使用。 

4.3 测量准备 

4.3.1 测量作业前应进行相关的准备工作： 

⑴确定测量的具体位置和方案； 

⑵收集已有的相关图纸； 

⑶校核待测区域的测量控制点； 

⑷了解现场的相关情况。 

4.4 测量报告 

4.4.1 水下测量应编制测量技术设计书。测量结束后，应编写测量技术报告，进行资料整理和归档。

测量任务书应符合附录 A 的要求。 

4.4.2 测量作业完成后，应及时出具技术报告。技术报告必须实事求是、数据准确可靠，由相关人员

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5 水下平面测量 

5.1 水下平面测量的技术要求 

5.1.1 水下平面测量应采用国家统一坐标系统：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采用其他坐标系的，应与国家

坐标系进行联测，并建立转换关系。 

5.1.2 平面控制网宜在国家等级控制网内建立加密网，依次分为一级、二级和图根三个级别。一、二

级均可作为测区的首级平面控制。 

5.1.3 二级平面控制和四等高程控制及以上等级点均应埋设永久标石，或在固定地物上凿设标志和点

号。各级控制点标石规格及埋设应符合相关规定；对兼作水准点用的平面控制点，应按水准标石规

格埋设。对平面和高程控制点，均应绘点之记。 

5.1.4 平面控制网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5.1.4.1 首级控制网的布设应因地制宜，且适当考虑今后扩展。 

5.1.4.2 首级控制网的等级应根据测区大小、工程性质、测图比例尺和精度要求等条件确定。 

5.1.4.3 加密控制网应逐级布设，在保证精度要求的条件下可跨级布设。 

5.1.5 平面坐标系统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5.1.5.1 平面坐标系统应采用高斯投影平面直角坐标系，投影分带应符合表 3.1.5 的规定。 

测图比例尺 投影分带 

1：500～1：5000 1.5º或 3º 

1：5000～1：10000 3º 

1：10000～1：50000 3º或 6º 

表 1  投影分带 

5.1.5.2 一个测区应采用同一坐标系。 

5.1.5.3 采用国家或原坐标系统，其投影长度变形不满足要求时，应进行换带计算或采用独立坐标系

统。 

5.1.5.4 独立坐标系统的建立，可采用任意带的高斯投影平面直角坐标系。技影面可采用国家高程基

准面、主要测区的平均高程面或测区抵偿高程面。 



 

 
 

7 

 

5.1.6 采用 RTK 进行平面控制测量，在获取测区坐标系统转换参数时，可直接利用已知的参数；在没

有已知转换参数时，可自行求解，但不应采用现场点校正的方法。 

5.1.7  GPS 测量控制网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5.1.7.1 规模较大的工作项目应编制作业计划。 

5.1.7.2 GPS 控制网中作为起算点的高级控制点不得少于 2 个，宜用第 3 个已知点作校核，并应均匀

分布，与待定点构成闭合环。 

5.1.7.3 GPS 控制网宜在测区内布设成由独立基线构成的多边网或附合路线。 

5.2 水下平面测量的外业作业 

5.2.1 水下平面测量主要采用水上测量定位和水下声学设备定位相结合的方式来完成。水上测量定位

主要方法为 GPS 全球定位系统，水下声学设备定位主要方法为多波束测深系统和超短基线定位系统。 

5.2.2GPS 点位置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5.2.2.1GPS 点位的选取应方便使用和保存，在地平仰角 15º以上的视野内不宜有障碍物，并宜避开电

磁辐射源和可能产生多路径效应误差的地点。 

5.2.2.2GPS 点间需要通视时，应在附近设方位点，两者之间的距离不宜小于 300m，其观测精度应与

GPS 点相同。 

5.2.3RTK 平面测量基准站架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5.2.3.1 基准站应架设于控制点上，且该点应具有相当于四等水准及以上精度的高程。 

5.2.3.2 基准站周边环境应满足第 3.1.8 条的要求。 

5.2.3.3 数据链天线架设高度应满足基准站与流动站间差分数据传输的要求，有条件时，应架高。 

5.2.4RTK 平面测量流动站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5.2.4.1 观测开始前应对仪器进行初始化，并得到固定解，长时间不能获得固定解时，宜关机重新启

动仪器，进行初始化操作。 

5.2.4.2 作业过程中出现卫星信号失锁，应重新初始化，并经重合点测量检测合格后，方能继续作业。 

5.2.4.3RTK 平面测量平面坐标转换允许残差应为土 20mm。 

5.2.4.4 控制测量观测时应采用三脚架架设天线，天线高度应取两次读数的平均值；每次观测历元数

应大于 20 个。各次测量的平面坐标互差不应大于 40mm，取各次测量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碎部

测量观测时应准确填写天线高，并使圆气泡居中进行读数。 

5.2.5 距离观测值的厘米、毫米值不得更改，米、分米值可更改一次。 

5.2.6 使用电子手簿作外业记录时，应按需要打印原始观测值和记事项目。 

5.2.7 测量内业数据处理时，应对起始数据、外业成果和内业计算成果进行校核，不得改动软件提供

的计算结果和精度信息文件。 

6 水下高程测量 

6.1 水下高程测量的技术要求 

6.1.1 水下高程测量应采用国家统一的高程基准：1985 国家高程。采用其他高程基准的，应与国家统

一的高程基准进行联测，建立转换关系。 

6.1.2 水下高程控制测量依次分为三、四等和图根三个级别，各级高程控制宜采用水准测量方法，四

等及其以下也可采用 GPS 高程测量等方法，各级高程控制均可作为测区首级控制。 

6.1.3 高程控制网的基本精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6.1.3.1 三、四等高程控制网，相对于起算点的最弱点高程中误差不应超过 20mm；作业困难地区的内

河航道测量，以四等水准作为测区首级控制时，最弱点高程中误差可放宽到 30mm。 

6.1.3.2 图根高程相对于起算点的最弱点高程中误差不应超过测图基本等高距的 1/10；作首级控制时，

不应超过 50mm，单程观测路线长度不应大于 8km。 

6.1.4 确定高程基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6.1.4.1 一个测区宜采用同一高程基准。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高程基准时，应给出其相互关系。 



 

 
 

8 

 

6.1.4.2 在尚未建立高程系统的地区，可建立临时高程基准。 

6.1.5 高程控制网应布设成闭合环线、附合路线或结点网等形式，困难地区可布设成支线形式。 

6.1.6 高程控制点的点位应选择在不易被水淹没，土质坚实，稳固可靠，便于寻找、观测和埋石的地

点。 

6.1.7 深度基准面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6.1.7.1 沿海港口和内河感潮河段应采用理论最低潮面。 

6.1.7.2 内河航道测量宜采用航行基准面。 

6.1.7.3 航道整治、人工沟渠、库区航道、河工模型试验和通航建筑物等测量，可采用特定基准面。 

6.1.7.4 采用其他基准面时，应明确其与理论最低潮面或航行基准面之间的关系。 

6.1.7.5 测区水位站控制的相关水域，因地形变化引起水位特征变化时，应及时修正基准面。 

6.2 水下高程测量的外业作业 

6.2.1 水下高程测量主要采用水位观测和水深测量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 

6.2.2 陆上高程主要为水准测量方式。水准观测分米以下的数值读记错时应重新观测。米及分米值读、

记错时可更改一次。同一测站前、后尺相关数字及红、黑面相关数字不得连环更改。 

6.2.3 开始施测水准前或仪器受到剧烈震动、碰撞后，应对仪器进行检验和校正，并做好记录。 

6.2.4 水准测量的结果不符合相关规定时，应选择可靠性小的测段重测；原往返互差超限，且重测后

的高差与原往测及与原返测的高差互差均未超限时，应取三次观测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该测段的观测

结果。 

6.3 水位观测 

6.3.1 水位测量应根据需要在沿海建立长期水位站、短期水位站或临时水位站，在内河建立基本水位

站、基本水尺或临时水尺。 

6.3.2 水位站的布设位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能充分反映测区的水位变化； 

(2)无沙洲、浅滩阻隔，无牵水、回流现象； 

(3)不直接受风浪、急流冲击影响，不易被船只碰撞； 

(4)地质稳定、能牢固设置水尺或自记水位计，便于水位观测和水准测量； 

(5)尽量利用旧有水位站站址。 

6.3.3 水位站的建立应符合下列规定。 

6.3.3.1 沿海长期水位站的建立应连续观测水位 5 年以上；短期水位站宜和相邻长期水位站同步观测

30 天以上；临时水位站与长期或短期水位站应在大潮期间同步观测 3 天以上；采用水准测量联测时，

应按四等水准要求进行。 

6.3.3.2 内河基本水位站的建立应连续观测洪、中、枯水位 20 年以上，基本水尺应在基本水位站之间

沿河按 5-10km 间隔设置，在枯水期应作同步观测。 

6.3.3.3 除临时水位站和临时水尺外，均应建立水位站经历簿和测站考证簿，水位站经历簿和测站考

证簿的主要内容应满足相关的要求。 

6.3.4 测区离海岸较远且超出岸边水位站有效控制范围时，可在海上设立临时水位站，其站址应选择

在海底平坦、泥沙底质、风浪和海流较小的地方。 

6.3.5 水尺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6.3.5.1 水尺设置应稳固。 

6.3.5.2 设置两根或两根以上水尺时，两相邻水尺的重叠部分，在内河宜为 0.1-0.2m；在沿海不宜小于

0.3m。 

6.3.5.3 设置两根或两根以上水尺时，应选择其中一根作为基尺。深度基准面已经确定时，水尺零点

宜与深度基准面一致。 

6.3.5.4 水尺的设定范围应高于高水位且低于低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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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水尺零点和自记水位计零点应经常校核。水尺倾斜或零点变动时，应立即校正，并校核零点高

程。用水准测量校核有困难时，可利用校核水尺或井口高程校核，校核情况应记人观测手簿。 

6.3.7 水位读数应取波峰、波谷读数的平均值。 

6.3.8 自动验潮仪应进行归零验证，确保消除大气压影响，如仪器未进行归零，应测量实时大气压，

确保数据后处理时，消除大气压影响。 

6.3.9 自动验潮仪压力探头下方深度适宜，确保压力探头不触底，在低水位时不露出水面。 

6.3.10 自动验潮仪测量间隔应不低于 15 分钟，以确保满足工程需求。测量中应每隔 30 分钟检测一次，

验潮仪是否工作正常。 

6.3.11 观测人员应准时到现场测记水位，不得追记。因故漏测水位时，应按实际观测时间测记，严禁

涂改伪造。 

6.4 水深测量 

6.4.1 水深测量应采用有模拟记录的单波束回声测深仪或多波束测深系统，在浅水区宜采用测深杆或

测深锤；在水底树林和杂草丛生水域不宜使用回声测深仪。多波束测深系统相关操作应符合附录 B

的要求。 

6.4.2 测深应在风浪较小的情况下进行。沿海波高超过 0.6m，内河波高超过 0.4m 时，应停止作业。

采用姿态传感器进行波浪改正时，可适当放宽。 

6.4.3 出现下列情况时应进行补测： 

(1)测深仪记录纸上的回波信号中断或模糊不清，在纸上超过 3mm，且水下地形复杂； 

(2)测深仪零信号不正常或无法量取水深； 

(3)对于非自动化水深测量，连续漏测 2 个及以上定位点，断面的起点、终点或转折点未定位； 

(4)DGPS 定位，卫星数少于 3 颗，连续发生信号异常； 

(5)GPS 精度自评不合格的时段； 

(6)测深点号与定位点号不符，且无法纠正； 

(7)RTK 三维水深测量时，RTK 水位异常 0。 

6.4.4 出现下列情况时应进行重测： 

(1)深度比对超限点数超过参加比对总点数的 20%； 

(2)确认有系统误差，但又无法消除或改正。 

7 内业处理 

7.1 资料整理 

7.1.1 测量原始记录应包括原始数据、记录手簿、图表及影像、作业现场相关情况记录等内容。 

7.1.2 测量原始记录应及时填入记录表格中，自动采集的数据应及时打印。原始记录应及时备份，分

开存放。原始记录应字迹清晰、数据准确、信息完整，不得随意更改和删除。 

7.1.3 在对数据进行处理前，应对外业资料进行检查，外业资料应满足以下要求： 

⑴测区范围应符合相关要求； 

⑵外业资料应完整； 

⑶外业作业的校准应按照相关要求进行。 

7.1.4 外业测量数据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进行重测或补测。重测或补测的分析结果应写入数据处理报

告。 

7.2 数据处理 

7.2.1 数据处理分析时，严禁对原始数据内容进行修改。 

7.2.2 各种测量起算数据应进行数据完整性、正确性和可靠性检核。 

7.2.3 水位改正应符合下列规定。 

7.2.3.1 水位改正数可从水位曲线图上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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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2 内河两相邻水位站或沿海港口潮沙性质相同的两相邻水位站，有效控制范围互相重叠时，水

位站有效控制范围内的瞬时水深应采用该站水位改正；有效控制范围互不重叠时，水位站间的瞬时

水深应采用分带内插改正，分带数不宜大于 10 带。 

7.2.3.3 内河两岸水位差大于 0.1m 时应进行横比降改正。 

7.2.3.4 内河河心水面变化异常，水位改正影响航道水深精度时，应进行河心比降改正。 

7.2.4 水深测量内业的主要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1)各项外业于簿的整理和检校； 

(2)水准测量成果的计算及基准面的换算； 

(3)水位记录的检查和水位过程线的绘制； 

(4)测深于簿、测深记录纸、记录介质和打印数据的检查或水深量取、计算、校核； 

(5)外业图板检查。 

7.2.5 内业绘图应符合下列规定。 

7.2.5.1 制图投影应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比例尺小于 1:1 万时，可采用墨卡托投影。 

7.2.5.2 规划设计测图的图幅宜为 0.5m*0.5m，其他测图可自由选择，但图幅不得小于 0.34m*0.24m。 

7.2.5.3 测图分幅应便于使用，并应尽量减少图幅数量，特殊地区可采用斜方格网分幅设计；同一测

区同时采用两种分幅时，其不同分幅的两相邻图幅拼接处不得有漏空，并应保证拼图精度。 

7.2.5.4 图内无陆域时，应在适当位置加绘测区位置示意图。 

7.2.5.5 图名可用港口、航道、滩涂和工程的名称等命名，也可用起诡地点命名。 

7.2.5.6 绘制境界线时，转角处不应有间断，并应在转角上绘出点或曲折线。国界线的绘制必须符合

国务院批准的有关国境界线的绘制规定。 

7.2.6 测量工作全部完成后，应对下列资料进行整理和归档： 

(1)测量任务书和技术设计书； 

(2)仪器检定和检验资料； 

(3)旧有资料、起算点成果及其来源、外业观测记录资料和外业图纸； 

(4)控制网点布置图、归心元素测定资料、点之记资料和测量标志委托保管书； 

(5)内外业计算、校核资料、质量统计资料和成果表； 

(6)所测绘的各类图纸和自检成果； 

(7)技术报告； 

(8)其他。 

7.3 报告编制 

7.3.1 测量成果应进行归档保存，包括以下内容： 

⑴测量任务书、踏勘报告及技术设计书； 

⑵仪器设备检定及检验资料； 

⑶外业观测技术手簿、原始数据； 

⑷内业数据处理、分析资料； 

⑸测量的各类图纸及成果表； 

⑹测量调查报告、技术报告等； 

⑺其它相关测量资料。 

7.3.2 测量工作完成后，应及时出具测量报告。测量报告应包括测量工作完成情况、作业实施过程、

提交成果资料情况以及测量作业中的经验教训和建议。 

7.3.3 数据资料附件应使用光盘或 U 盘等通用物理存储方式，连同测量报告一起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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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测量任务书提纲 

A.1 测量任务和测区情况 

(1)工程名称、任务来源、所在地点、测量目的和测量项目、施测计划日期、采用的技术标准、

规范和其他技术文件； 

(2)测图比例尺、施测范围和水、陆域面积及地理情况； 

(3)原有测绘资料和精度。 

A.2 主要技术要求 

(1)平面及高程控制测量采用的平面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的等级、仪器检定及检验校正、造标及

埋石要求； 

(2)地形测图和修测对基本等高距及细部坐标点测定等要求； 

(3)采用的深度基准面、水位控制、水深测量定位、测深、障碍物扫测及适航水深测量等技术要

求； 

(4)施工标志、施工放样、吹填区测量及变形测量等技术要求； 

(5)其他测量的技术要求。 

A.3 应提交的资料内容和时间。 

应提交的资料内容主要包括：测量任务来源和测区情况、主要技术要求、执行的标准及相关规

程、投入的测量仪器设备及计量检定、测量实施流程、测量数据汇总及分析、测量变更情况记录等。 

资料提交时间，按测量任务合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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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多波束测深系统扫测作业 

B.1 作业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B.1.1 应使用差分 GPS 定位，定位数据更新率不应小于 1Hz。 

B.1.2 作业时天气应优于(含)海况 2 级(风 4 级，浪高 1m)。姿态传感器测出的横摇或纵倾超过 8 度时，

必须停止作业。多波束仅用于障碍物的探测，不需提供正式水深图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不

受海况限制。 

B.1.3 有效测深宽度应根据仪器性能、回波信号质量、潮沙、测区水深、测量性质、定位精度、水深

测量精度以及水深点的密度而定，测线间距应能保证有效扫宽的重叠。 

B.1.4 多波束测深应利用声速仪进行声速改正。每次作业应在测区内有代表性的水域采用声速仪测定

声速剖面。声速剖面测量时间间隔应小于 6h 或声速变化大于 2m/s。如测区跨度大，应先调查测区的

声速变化情况；如声速变化小于 2m/s，可以不分块测量，否则分块测量。声速测定后，应将换能器

吃水深度处声速值输入处理器中。 

B.2 设备安装与校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B.2.1 系统安装布局应使综合噪声水平降到最低水平，优先考虑船底安装。 

B.2.2 姿态仪安装布局应安装能准确反映测船或多波束换能器的位置，其方向线平行于船的首尾线。 

B.2.3 电罗经应安装在测船的首尾线上，读数零点应指向船首。 

B.2.4 系统各配套设备的传感器位置与测量船参考坐标系原点的偏移量应精确测量，读数至厘米，往

返各测一次，水平方向往返读数互差应小于 50mm，竖直方向往返读数互差应小于 20mm，在限差范

围内取其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B.2.5 校准区域的平均水深应不小于测区的最大水深，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选择在实施过多波束、

四波束、声纳或大比例单波束加密测量的水域。校准项目应包括时延、横摇倾角、纵摇倾角、舶摇。 

B.2.6 定位时延的测定与校准宜选择在水深 10m 左右、水下地形坡度 10 度以上的水域或在水下有礁

石、沉船等明显特征物的水域，在同一条测线上沿同一航向以不同船速测量两次，其中一次的速度

应不小于另一次速度的 2 倍，两次测量作为 1 组，取 3 组或以上的数据计算校准值。 

B.2.7 横摇偏差的测定与校准宜选择在水深不小于测区内的最大水深且水下地形平坦的水域进行，在

同一测线上相反方向相同速度测量两次作为 1 组，取 3 组及以上的数。 

B.2.8 纵摇偏差的测定与校准宜选择在水深不小于测区内的最大水深、水下坡度 10 度以上的水域或在

水下有礁石、沉船等明显特征物的水域进行，在同一条测线上相反方向相同速度测量两次作为 1 组，

取 3 组及以上的数据计算校准值。 

B.2.9 艏向偏差的测定与校准宜在水深不小于测区内的最大水深、水下坡度 10 度以上的水域或在水下

有礁石、沉船等明显特征物的水域进行，使用两条平行测线，测线间距要保证边缘波束有重叠，以

相同速度相同方向各测量一次作为 1 组，取 3 组及以上的数据计算校准值。 

B.2.10 系统的校准参数应由两人及以上分别计算，参数一经确定，不得随意修改。 

B.2.11 应根据测区、测船及所用设备的具体情况设定多波束发射和接收单元的关键参数。一套参数应

适用于整个测区或预计分区施测的某一区域整体。 

B.2.12 检查测船的前后左右吃水值及换能器吃水，应由两人分别测量，互差值不应大于 0.lm，取均

值作为最后结果，测定从静止到最大航速间不同速度时的动吃水。 

B.3 水深测量外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B.3.1 在测深过程中应实时监测姿态传感器、电罗经、定位及测深设备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时应停

止作业，作业过程中应尽量减少键盘操作，不应改变关键参数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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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 在线测量时，宜使用小舵角修正航向，尽量避免急转弯。上线正式记录数据前，应有不少于 lmin

的稳定时间。 

B.3.3 在测量过程中，应实时监控测深数据的覆盖情况和测深信号的质量，信号质量不稳定时，应及

时调整多波束发射与接收单元的参数，使波束的信号质量处于稳定状态；发现覆盖不足或水深漏空'

情况时，测深信号质量不满足精度要求等情况时应及时进行补测或重测。 

B.3.4 外业测量结束后应再次核对多波束系统的关键参数设置，及时将外业原始数据转换至内业数据

处理软件包能使用的数据格式。 

B.4 数据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B.4.1 在数据转换、处理前，应严格定义项目名称、测量船只、实施日期等内容，形成符合数据处理

软件要求的文件目录结构。 

B.4.2 在数据转换前应正确选取测量船配置文件、滤波参数，在确保数据完整的前提下剔除导航、水

深等数据的粗差，使得数据处理时的显示效果更合理。声速剖面改正应在数据处理前进行。 

B.4.3 水深数据处理分为线模式和子区模式。线模式水深处理时，滤波参数设定应比较保守，删除大

部分粗差及虚假信号，然后再进行人机交换处理。对于异常浅点的处理应慎重，应从作业区、回波

个数、信号质量和声纳影像等多方面予以考虑。 

B.4.4 子区模式处理时可同时打开全部或部分测线进行子区模式处理。子区的尺寸应视同时打开测线

数目、水深采样频率、计算机性能等因素而确定。子区的方向应与测线的走向一致。相邻子区应有

5%以上的重叠，保证处理后的各分组水深拼接合理。 

B.4.5 数据抽样模型的水平门限值不宜大于单侧扫宽中心处的波束底点宽度，竖直门限值应视探测物

体体积、海底崎岖程度而定。进行格网化时，数据处理单元不应大于 1m。 

B.5 内业绘图应符合下列规定。 

B.5.1 正式绘图之前，应打开绘图数据文件，读取 3~5 个水深点，验证其大地坐标、直角坐标和水深

坐标值。 

B.5.2 应统计制图区域的最深、最浅水深及不同水深区间的分布情况。 

B.5.3 应根据测量面积、水深点总数、海底地形特征、探测目标尺寸等因素，合理设置构造 DTM 模

型的参数，做到准确反映海底地貌总体趋势且不遗漏特征地形点。对于较大规模的测绘项目，可使

用同一套参数，分区构建 DTM 模型。 

B.5.4 生成等深线时，应每米勾绘等深线，便于发现浅点、浅片。等深线太密时，可在编绘时进行综

合删除。 

B.5.5 可利用经压缩后的常规水深与规则 DTM 表面求差，生成水深差值图，差值图与最后水深图应

使用同一比例、相同的范围。 

B.5.6 常规水深数据应根据多波束水深压缩而得，水深间距不宜大于图上 5mm。格网化水深数据应根

据规则 DTM 网格化水深压缩而得，自动生成等深线。差值图应按 0.lm 间距分色绘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