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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军事地质成果产品体系是军事地质工作展示应用业绩的重要平台，而军事遥感地质调查成果图件是军事

遥感地质调查的核心成果，其编图方法尤为重要。为了满足特殊遥感地质调查需求及规范成果图件编图标准，提

出了军事遥感地质编图方法，并对其精度要求、图形编辑方法以及制图工作技术流程进行了初步探讨。通过对编

图方法的规范，提高军事遥感地质图件的专业性与适用性，从而为战场建设、军事行动保障和非战争行动等方面

提供信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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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不同于民用地质调查，军事地质调查具有极强

的战场特性、敌情特性、时域特性、气候特性和应用

对象的特殊性。因此，将传统的遥感地质编图方法

应用到军事遥感地质编图工作中就容易忽略军事

地质遥感调查的特殊性，难以满足军事遥感地质调

查的需要。而军事遥感地质调查成果图件是军事

遥感地质调查的核心成果，其编图方法尤为重要。

所谓的军事遥感地质编图就是以军事遥感地质调

查成果为数据源，以地形等高线、水系、交通和居民

地等为基本地理要素，通过坐标转换、拼接、内容取

舍、制图综合与编辑等编绘技术获取符合成图比例

尺要求的军事遥感地质基础成果图件、专题成果图

件的过程。

虽然民用遥感地质的编图方法已经趋于成熟，

但在军事遥感地质编图方面研究还较少，主要涉及

图件编制的原则和流程方面［１］。本文主要通过对

军事遥感地质编图过程中精度要求、图形编辑方法

及制图工作技术流程的探讨，以军事水文地质图为

例，研究了其绘图技术要求，提出了军事遥感地质

编图方法。通过对编图方法的要求与规范，可提高

军事遥感地质图件的专业性与适用性，从而为战场

建设、军事行动保障和非战争行动等方面提供信息

支撑。

１　研究思路

军事遥感地质编图的基本思路主要以同（或

大）比例尺遥感解译成果或模型运算成果为信息

源，以基础地理信息图为底图，经过投影变换、制图

综合、图形整饰和注记等编辑过程形成的符合成图

比例尺要求的成果图件。

编图工作程序可按准备工作、制图数据采集

（资料预处理、数据取舍与概括和数据接边）、图件

编辑（图框制作、制图数据符号化编辑、成果图接

边、整饰和分色）等程序进行，最终根据成果图件类

型（基础地质图件和专题地质图件）及绘图技术要

求编制相应成果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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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资料收集

（１）最新测制的符合精度要求的全要素数字地
形图或纸质地形图。当选用纸质地形图时，其幅面

应平整，扫描后无明显的几何变形［２］；

（２）最新测量控制点成果；
（３）地面空间分辨率优于５ｍ的 ＤＥＭ数据或

立体像对；

（４）最新航空或航天遥感数据，应优先选用国
产数据，１∶２５万比例尺图件空间分辨率优于２５ｍ，
１∶５万比例尺图件空间分辨率优于５ｍ，１∶１万比例
尺图件空间分辨率优于１ｍ；

（５）最新有关行政区划、交通、水利和地名等的
专题图及文字资料。

以上资料在精度和空间分辨率方面需满足制

图要求。

３　数据采集

３．１　制图资料选取
成果数据选用同等比例尺或更大比例尺地质

遥感解译成果数据以及经特定模型运算后的成果

数据，图形界线圆滑，拓朴关系正确，属性完整；地

理底图数据可从现势性好的大一级比例尺全要素

地形图或符合精度要求的遥感影像中提取。地形

等高线可用ＤＥＭ数据获取，对于１∶２５万比例尺成
果图件ＤＥＭ数据空间分辨率需优于３０ｍ；１∶５万
比例尺成果图件 ＤＥＭ数据空间分辨率优于１０ｍ；
１∶１万比例尺成果图件 ＤＥＭ数据空间分辨率优于
２ｍ。
３．２　图框制作

空间投影是常规民用遥感影像制图的数学基

础，也是军事遥感地质编图不可缺少的环节。由于

军事地理测绘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空间投影参照最

新的军事地形图标准制作［２］，而军事遥感地质制图

时图框可根据制图区域范围选择标准分幅或自由

分幅。图框采用理论数据计算生成，精度、内图廓

线、公里格网、北回归线和注记等要素应符合制图

要求［３］。多幅标准分幅拼接制图时，整个图幅的投

影带可选用居中位置图幅（若２幅居中时可任选１
幅）的投影带。

３．３　制图资料预处理
制图资料预处理要求（以１∶５万比例尺图件制

图为例）：

（１）对纸质资料（如地形图等）可预先扫描成
栅格图后再进行矢量化，栅格图应保持原图色彩，

分辨率应大于３００ｄｐｉ；
（２）对数字化的数据资料应进行几何纠正，纠

正误差不超过０．５个像元；
（３）对制图数据应按照成图比例尺的图幅范围

进行投影变换；

（４）对小于制图范围的同类数据应进行数据镶
嵌，其误差不超过０．１ｍｍ；

（５）对超出图幅范围的数据资料应按制图图幅
范围进行裁切；

（６）对从大于制图比例尺图幅中获取的图形资
料和从 ＤＥＭ数据中提取的地形等高线等，应在保
持其精度要求或几何形状不失真的前提下进行圆

滑处理。

３．４　数据的取舍与概括
对制图数据进行综合选取和图形概括需根据

最新收集资料，对现势性要素进行修改、补充和完

善。对地理数据进行综合取舍时，可以同比例尺的

数字栅格地图（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ａｓｔｅｒ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ＲＧ）数据为
参考。

３．５　数据接边
相邻图幅的数据在取舍与概括后应进行接边

处理，接边内容应包括要素的几何图形、属性和各

类名称注记等。

接边的一般原则为：同期制作的图幅，本图幅

负责西、北图廓边与相邻图廓边的接边工作；后期

制作的图幅负责与前期图幅（已完成验收）的接边；

相邻图幅之间接边时，接边要素不应出现重复和遗

漏。同期制作的图幅，同一要素在图上相差０．３ｍｍ
以内的，可只移动一边要素直接接边；相差０．３～
０．６ｍｍ的，两边要素平均移位接边；相差超过
０．６ｍｍ的，应查明原因，必要时进行返工。与已完
成验收的图幅接边时，相差不超过０．５ｍｍ的，移动
本幅要素进行接边；相差超过０．５ｍｍ的要素可不
必强行接合，但应查明原因并进行记载。因数据的

综合取舍或（和）图形概括而造成的接边处差异应

进行协调处理。此外，接边应达到各要素相对位置

正确、属性一致、线划光滑流畅和关系协调合理等

要求。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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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图形编辑

４．１　制图数据符号化编辑
图式、符号和线型需按规定的样式对制图数据

要素进行符号化编辑，参照国家标准 ＧＢ９５８—
２０１５、ＧＢ１２３２８—１９９０和ＤＺ／Ｔ０１６０—１９９５等规定
执行，符号化编辑时，应按各要素避让关系处理原

则正确处理好基础要素与水系、道路、居民地和地

貌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４－６］。

当制图要素符号化后出现矛盾时，其避让关系

的处理原则为：主要要素不动，移动次要要素；自

然要素不动，移动人工要素；有重要意义或定位标

志的要素不动，移动其他要素；双线状地物符号相

距很近时，应采用共线表示。

数据符号化后引起的位移值一般不应超过

规定的中误差，特殊情况下最大位移值不应超过

２倍中误差［２］。符号化后若地物密度过大时，应

按其重要性进行二次取舍。有特殊意义不宜舍

去的，应将符号略为缩小表示。水系岸线和道路

等要素在图形概括后，其形状应分别与其相邻的

等高线和地貌等地理要素相协调；境界符号化

后，应利用国家最新正式签订的边界条约（议定书）

及其附图、最新勘界成果和最新行政区划变动资料

进行认真校核。

４．２　颜色与填充
４．２．１　用色原则

颜色系统采用 ＣＭＹＫ系统（色料四原色，采用
减色法原理），必要时可转换为 ＲＧＢ系统（色光三
原色，采用加色法原理）［７－８］。色彩拟定时，ＣＭＹＫ
色值设置步长一般为 ５或１０，以留出微调余地，供
实际使用时按需调整。当 ＣＭＹＫ系统某个数值为
０时，不予表示。
４．２．２　填充原则

各类线型、符号、注记、填充色和图案颜色按

ＤＺ／Ｔ０１７９—１９９７规定执行。图形的一级类型以不
同色调区分，二级类型以同色调颜色的深浅或不同

图案区分［８］。

填充颜色选取原则：主次分明，美观大方；同

类（级）同色调，层次分明；级别（或数值）从高到

低，颜色从暖到冷；填充颜色应不影响河流、等高

线以及各类注记、符号和线型等要素的显示［９］。

４．３　注记
按注记规格和数据综合要求进行注记。

４．４　接边
对符号化后的图形应进行相邻图幅间的再接

边处理，处理的要素应保持图形过渡自然、形状特

征和相对位置正确。

４．５　图幅整饰
图名用横列注记在图幅上方中间，其长度为图

廓边长的３／４为宜，最长不得超过图廓边长。比例
尺应同时绘制数值比例尺和线段比例尺。标准分

幅的平面图件，比例尺应绘于图廓下方正中位置；

任意分幅的图件比例尺应绘制在图名下方正中位

置。接图表规格一般为３９ｍｍ×２１ｍｍ，均分为３
行３列；自由图幅或合幅图的接图表，可适当放大。
图例宜置于右图廓线外侧，距右外图廓线最小距离

为５ｍｍ，而当图内有较大空白时，也可放在图内。
图例的宽度根据其内容确定，当图例中有图、表时，

图例的布局应合理、美观，并尽可能减小图幅宽度。

图例框的长宽比一般为１２∶８或１５∶８。除地形图上
惯用符号外，图例中应包括图内所绘的各种符号、线

型及颜色。责任表（图签）的大小一般为７４ｍｍ×
３６ｍｍ，也可根据需要放大至９０ｍｍ×４２ｍｍ［３］。

５　数据综合

５．１　成果数据综合
（１）最小上图图斑为１ｍｍ２。地质界线建议选

用黑色线划，最小宽度０．１ｍｍ。不同等级的地质
界线，每增加一级，线宽增加０．１ｍｍ（分级较多时
线宽增加０．０５ｍｍ），最大线宽不超过０．５ｍｍ。

（２）断层应主次分明。断层相交时，新断层应
错断老断层；断层线上的产状符号应与断层线垂

直，当断层线较长时，产状符号应重复绘出，间隔要

均匀。位于断层倾向变化部分的产状符号不能移

位；推测断层与第四系地层（或几个延续地层）界

线相接时，应断开以实部相接表示。当断层切割的

地层产生位移时，断层两侧的地层界线应断开且错

位表示［１０］。

（３）褶皱符号绘制成中间粗两头尖的狭长轴
线，轴线最粗部分不超过 ３ｍｍ。褶皱线与断层线
相交时，轴线在断层线上应中断，其两侧的褶皱线

要错开。褶皱线与地层界线相交时不能中断。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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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岩脉按ＧＢ９５８—２０１５规定绘成尖梭状，并
力求均匀对称［４］。新、老岩脉相互穿插时，新岩脉

连贯，老岩脉中断。

（５）不整合界线的小点、平行不整合界线的虚
线应加在年代较新的地层一侧。第四系与其他老

地层呈超覆不整合时，不加小点。

（６）地质体的代号等注记以识图方便、整体美
观为原则。地质体内的代号注记，一般不得注出地

质体外或压盖地质界线。特殊情况地质体内无法

注记时，可以用引线法引出体外注记。引线长度一

般不得超过７ｍｍ，同时要尽量避免引线穿越多个
地质体。当地质体面积较大或图形较复杂时，可同

时配置多个注记，而其周围１０ｍｍ以内的同类地质
体，不再另行注记；与同类地质体相距超过１０ｍｍ
的孤立地质体均应注记；相邻的几个同类地质体

可共用一个注记，但不能将注记注在断层线上以说

明两侧的地质体。

（７）褶皱和区域性以上断层应注记编号，有名
称的应注记名称。编号注记于构造符号的左侧或

下方，名称注记于构造符号的右侧或上方，字列沿

构造排列，字头一律朝北。

５．２　地理底图数据综合
地理底图要素包含：水系（如天然河流、运河、

渠道、湖泊、水库、岛屿、沼泽、蓄洪区、盐田、井、泉、

水系其他附属物、海岸线、海岛、礁石、干出滩、海底

地貌、海洋要素的名称注记）、居民地、道路、地貌

（如等高距、等高线、高程点、等高线高程注记、等深

线水深注记、地貌名称注记等）、境界以及其他要素

等，可参照 ＧＢ／Ｔ１２３４３．１—２００８和 ＤＺ／Ｔ０１６０—
１９９５执行［２，６］。

６　编图方法

由于军事地质图件表达形式太专业，无论是首

长机关、指挥员还是施工人员，由于缺乏专业的地

质知识，在图件使用过程中，就会出现图面内容难

理解和操作使用不方便等实际问题。因此，在军事

遥感地质编图时，应跳出传统地形图和地质图编图

思维框架，提出了采用新型数值指数型军事地质成

果图件编图方法。

该编图方法思路为：根据地质要素与军事活

动之间的关系建立相应的数学映射模型，将生硬难

懂的专业地质语言，转化为简单易懂的数字代码，

并通过查阅图式图例中数值对应表的方法提高图

件的易读性和通用性。初步解决了军事遥感地质

成果图件给谁用、怎样用的问题。

７　实例分析

本文以军事水文地质图为例开展了军事遥感

地质编图方法研究。

军事水文地质图是反映一个地区地下水情况

及其与自然地理与地质因素相互关系的基础性图

件，可用于给水保障时使用。

（１）成图要素。地层岩性及其富水性、地质构
造、井、泉和地理底图数据。

（２）地层／岩性。古近系至第四系按成因类型编
图（表１）［１１－１２］，前新近系地层编图单位为组或段［４］。

侵入岩类按五分法方案（表２）编图。编图最小图斑
面积为２ｍｍ×２ｍｍ。对具有重要意义但规模小于
编图原则规定的最小图斑，可适当夸大表示。

表１　新生界划分标准（按成因类型）

Ｔａｂ．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ｙｐｅｓ

系（纪） 统（世） 成因类型及代号

全新统（全新世）

冲积（Ｑｈａｌ）、洪积（Ｑｈｐｌ）、坡洪积（Ｑｈｓｐｌ）、冲洪积（Ｑｈｐａｌ）、残积（Ｑｈｅｌ）、坡积（Ｑｈｓｌ）、残坡积
（Ｑｈｅｓｌ）、冰碛（Ｑｈｇｌ）、冰水堆积（Ｑｈｆｇｌ）、洞穴堆积（Ｑｈｃｌ）、海积（Ｑｈｍ）、风积（Ｑｈｅｏｌ）、湖积
（Ｑｈｌ）、火山堆积（Ｑｈｖ）、沼泽堆积（Ｑｈｆｌ）

上更新统（上更新世）

冲积（Ｑｐ３ａｌ）、洪积（Ｑｐ３ｐｌ）、坡洪积（Ｑｐ３ｓｐｌ）、冲洪积（Ｑｐ３ｐａｌ）、残积（Ｑｐ３ｅｌ）、坡积（Ｑｐ３ｓｌ）、残坡

积（Ｑｐ３ｅｓｌ）、冰碛（Ｑｐ３ｇｌ）、冰水堆积（Ｑｐ３ｆｇｌ）、洞穴堆积（Ｑｐ３ｃｌ）、海积（Ｑｐ３ｍ）、风积（Ｑｐ３ｅｏｌ）、湖

积（Ｑｐ３ｌ）、火山堆积（Ｑｐ３ｖ）、沼泽堆积（Ｑｐ３ｆｌ）
第四系（第四纪）

中更新统（中更新世）

冲积（Ｑｐ２ａｌ）、洪积（Ｑｐ２ｐｌ）、坡洪积（Ｑｐ２ｓｐｌ）、冲洪积（Ｑｐ２ｐａｌ）、残积（Ｑｐ２ｅｌ）、坡积（Ｑｐ２ｓｌ）、残坡

积（Ｑｐ２ｅｓｌ）、冰碛（Ｑｐ２ｇｌ）、冰水堆积（Ｑｐ２ｆｇｌ）、洞穴堆积（Ｑｐ２ｃｌ）、海积（Ｑｐ２ｍ）、风积（Ｑｐ２ｅｏｌ）、湖

积（Ｑｐ２ｌ）、火山堆积（Ｑｐ２ｖ）、沼泽堆积（Ｑｐ２ｆ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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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下更新统（下更新世）

冲积（Ｑｐ１ａｌ）、洪积（Ｑｐ１ｐｌ）、坡洪积（Ｑｐ１ｓｐｌ）、冲洪积（Ｑｐ１ｐａｌ）、残积（Ｑｐ１ｅｌ）、坡积（Ｑｐ１ｓｌ）、残坡

积（Ｑｐ１ｅｓｌ）、冰碛（Ｑｐ１ｇｌ）、冰水堆积（Ｑｐ１ｆｇｌ）、洞穴堆积（Ｑｐ１ｃｌ）、海积（Ｑｐ１ｍ）、风积（Ｑｐ１ｅｏｌ）、湖

积（Ｑｐ１ｌ）、火山堆积（Ｑｐ１ｖ）、沼泽堆积（Ｑｐ１ｆｌ）

新近系（新近纪）
上新统（上新世） 河流相（Ｎ２ａｌ）、湖泊相（Ｎ２ｌ）、火山岩相（Ｎ２ｖｌ）

中新统（中新世） 河流相（Ｎ１ａｌ）、湖泊相（Ｎ１ｌ）、火山岩相（Ｎ１ｖｌ）

渐新统（渐新世） 河流相（Ｅ３ａｌ）、湖泊相（Ｅ３ｌ）、火山岩相（Ｅ３ｖｌ）

古近系（古近纪）始新统（始新世） 河流相（Ｅ２ａｌ）、湖泊相（Ｅ２ｌ）、火山岩相（Ｅ２ｖｌ）

古新统（古新世） 河流相（Ｅ１ａｌ）、湖泊相（Ｅ１ｌ）、火山岩相（Ｅ１ｖｌ）

表２　中三叠统侵入岩类划分
Ｔａｂ．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ｒｏｃｋｓ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侵入岩体　 代号

花岗岩类 Ｔ２γ
闪长岩类 Ｔ２δ
碱性岩类 Ｔ２ξ
基性岩类 Ｔ２υ
超基性岩类 Ｔ２Σ

（３）地质构造。编图最小长度１０ｍｍ。
（４）井、泉。用注记方式标注。
（５）标注格式。地层岩性和井、泉按 ＧＢ／Ｔ

１４１５８—１９９３规定标注［１３］。

（６）地下水类型及地层富水性等级按表 ３划
分［１２］。富水性等级用普染色色调深浅或不同图案

区分。

表３　地下水类型及富水性等级划分标准
Ｔａｂ．３　Ｔｙｐｅｓ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ｇｒａ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地下水类型及代码 富水性等级及代码
单井涌水量／

（ｍ３·ｄ－１）

单位涌水量／

（Ｌ·ｓ－１·ｍ－１）

泉水流量／

（Ｌ·ｓ－１）

地下水补给模数／

（Ｌ·ｓ－１·ｋｍ－２）

丰富 ⅠＰ１ ＞５０００ ＞５ — ＞２０
中等 ⅡＰ１ １０００～５０００ １～５ — ７～２０

山前地区 Ｐ１
微弱 ⅢＰ１ １００～１０００ ０．５～１ — ３～７
弱 ⅣＰ１ ＜１００ ＜０．５ — ＜３
丰富 ⅠＰ２ ＞３０００ ＞３ — ＞１５
中等 ⅡＰ２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 １～３ — １０～１５

松

散

岩

类

孔

隙

水

平原地区 Ｐ２
微弱 ⅢＰ２ １００～１０００ ０．５～１ — ５～１０
弱 ⅣＰ２ ＜１００ ＜０．５ — ＜５
丰富 ⅠＰ３ ＞５００ ＞２ — ＞１０
中等 ⅡＰ３ ２００～５００ １～２ — ５～１０

滨海地区 Ｐ３
微弱 ⅢＰ３ １００～２００ ０．５～１ — ３～５
弱 ⅣＰ３ ＜１００ ＜０．５ — ＜３
丰富 ⅠＰＦ ＞５００ — ＞５０ ＞５
中等 ⅡＰＦ ３００～５００ — １０～５０ ３～５碎屑岩裂隙

孔隙水
ＰＦ

微弱 ⅢＰＦ １００～３００ — ５～１０ １～３
弱 ⅣＰＦ ＜１００ — ＜５ ＜１
丰富 ⅠＫ ＞３０００ — ＞１０００ ＞１５
中等 ⅡＫ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 —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７～１５碳酸岩盐类

裂隙溶洞水
Ｋ

微弱 ⅢＫ １００～１０００ — １００～５００ １～７
弱 ⅣＫ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
丰富 ⅠＦ ＞７００ — ＞１００ ＞７
中等 ⅡＦ ３００～７００ — ５０～１００ ３～７

基岩裂隙水 Ｆ
微弱 ⅢＦ １００～３００ — １０～５０ １～３
弱 ⅣＦ ＜１００ — ＜１０ ＜１

注：Ｐ代表孔隙水（ｐｏｒｅｗａｔｅｒ）；ＰＦ为裂隙孔隙水（ｐｏｒｅｆｉｓｓｕｒｅｗａｔｅｒ）；Ｋ为岩溶水（ｋａｒｓｔｗａｔｅｒ）；Ｆ为裂隙水（ｆｉｓｓｕｒｅｗａｔｅｒ）；“—”表示无数据。

　　根据以上编图方法，结合军事需求，编制了某
幅松散岩类孔隙水富水条件综合指数图，如图１所

示，由于军事要求，其中地名、公路名称和江河名称

等要素未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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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松散岩类孔隙水富水条件综合指数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ｉｃｈ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ｏｒｅｗａｔｅｒｉｎｌｏｏｓｅｒｏｃｋｓ

　　从图１中可以发现，根据松散岩类孔隙水富水
条件与军事活动之间的关系，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映

射模型，将富水性转化富水条件指数，并通过配备

图式图例中的数值对应表，提高了图件的易读性和

通用性。

８　结论与建议

本文提出的军事遥感地质编图方法，通过对其

精度要求，各要素的综合取舍及要求，图形编辑方

法，线型、符号和颜色等图式以及制图工作技术流程

等编图方法进行相应的要求与规范，可提高军事遥

感地质图件的专业性与适用性，从而为战场建设、军

事行动保障和非战争行动等方面提供信息支撑。

同时，下一步应针对不同军兵种、不同应用对

象、不同指挥级别间开展系列制图方法研究，以适

应不同使用对象对军事地质图件的特殊需求。

参考文献：

［１］　 李远华．陆域遥感军事地质图件编制方法研究［Ｊ］．科技通

报，２０１２，２８（２）：３６－３８．

［２］　 国家测绘局测绘标准化研究所．ＧＢ／Ｔ１２３４３．１—２００８国家

基本比例尺地图编绘规范 第 １部分：１∶２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地形图编绘规范［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　 国家测绘局测绘标准化研究所．ＧＢ／Ｔ１５９６８—２００８遥感影

像平面图制作规范［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８．

［４］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ＧＢ９５８—２０１５区域地质图

图例［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１５．

［５］　 地矿部地质环境管理司．ＧＢ１２３２８—１９９０综合工程地质图

图例及色标［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１９９０．

［６］　 地质矿产部江西省地质矿产局地质矿产调查研究大队，江苏

省地质矿产局测绘大队．ＤＺ／Ｔ０１６０—１９９５１∶２０００００地质

图地理底图编绘规范及图式［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１９９６．

［７］　 田淑芳，詹骞．遥感地质学［Ｍ］．２版．北京：地质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８］　 地质矿产部地质调查局，福建地勘局，河北地勘局，等．ＤＺ／Ｔ

０１７９—１９９７地质图用色标准及用色原则（１∶５００００）［Ｓ］．北

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１９９７．

［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ＤＺ／Ｔ０１５７—１９９５１∶５００００地

质图地理底图编绘规范［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局．ＤＺ／Ｔ０００１—１９９１区域地质调

查总则（１∶５００００）［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１］　建设部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ＧＢ５００２１—２００１岩土工程

勘察规范［２００９年版］［Ｓ］．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１２］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ＧＢ／Ｔ５０２１８—２０１４工程岩体

分级标准［Ｓ］．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２０１４．

［１３］　地矿部地质环境管理司．ＧＢ／Ｔ１４１５８—１９９３区域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综合勘查规范（１∶５００００）［Ｓ］．北京：中国

标准出版社，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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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ｐｐ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

ＷＡＮＧＫａｎｇ１，２，３，ＹＵＤｅｈａｏ１，２，ＹＡＮＧＱｉｎｇｌｅｉ１，２，ＨＵＰａｎ１，
ＬＯＮＧＦａｎ１，ＹＡＮＧＴｏｎｇ１，３，ＷＡＮＧＬｉ１

（１．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１１０１６２，Ｃｈｉｎａ；２．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３．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Ｇｅｏ－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ｉｌ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１３００２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ｇｅｏｌｏｇｙ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ｆｏｒ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ｇｅｏｌｏｇｙ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ｓａｒ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ｂｙ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ｅｅｔ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ｂｙ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ｍａｄｅｔｈ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ｒｕｌｅｓｆｏｒ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ｇｅｏｌｏｇｙ
ｍａｐｓ，ａｎｄ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ｇｒａｐ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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