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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国内大部分遥感影像处理工作是基于西安80坐标系，但国外一些常用遥感图像处理软件系统中并没有

这一坐标的定义。因此，利用软件的开放性，在软件中自定义所需的坐标系统，对满足工作需要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PcI Geom砒ica是一种常用遥感图像处理软件，本文在实践工作中将西安80坐标系的投影参数成功添加到软

件中，方便了利用软件进行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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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卫星遥感数据的便利获取，加快了遥感技术在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无论是

应用于国土资源及环境监测、调查、评价，还是进行

城市规划建设，都需要精确的遥感数据做支撑，加上

遥感数据的高额成本，使得充分利用遥感数据进行

精确处理具有重要意义。

遥感数据属于地理空间信息，与遥感图像分析

相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影像空间。影像空间显示

的是地理信息，具有空间分布特征，必须以空间坐标

系统来进行空间定位。现在我们使用的地理底图或

地形图大部分是基于1980西安坐标系(简为80

系)下的，而在常用遥感图像处理软件如ERDAs、

ENVI、PCI中并没有80系的定义。当进行数据处理

时，如果只注意融合或者其它方面，而忽视了坐标系

的差异，就会致使显示或输出的图件与地理底图或

地形图不能完全叠加吻合，因此，应该设法消除这种

误差。

本文针对遥感图像处理软件中缺少我国常用的

西安80坐标系统这一特点，提出了在PICI Geomatica

遥感图像处理软件中的解决方案。

1 坐标系定义

遥感图像与地形图吻合的好坏程度，取决于两

者是否采用相同的坐标系统，数学精度是否准确匹

配。坐标系一般由椭球体、基准面和地图投影3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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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确定，不同坐标系之间的差异是因为采用了不

同的椭球参数，如果对定义坐标系的这3个参数有

清楚了解，那么就可以添加自定义坐标系，进行投影

变换来解决坐标系差异的问题。

1．1椭球体

地球近似一个球体，它的自然表面凹凸不平极其

复杂而不规则，最高点和最低点的高差近20 000 m。

由于地球表面的不规则，不可能用一个数学公式来

表示，也无法运算，所以，必须寻找一个形状和大

小都很接近的旋转椭球体来代替，这个旋转球体通

常简称为椭球体。椭球体的大小用长半径口和短半

径6表示，或由半径和扁率来决定。扁率a表示椭

球的扁平程度，a=(口一6)／o。椭球体的参数值有

很多种，相对同一位置，不同的椭球体的坐标是有

差异的。

1．2基准面

当定义了一个椭球体时，地球表面是一个规则

的曲面。假设海洋处于静止状态，那么自由水面必

定与该面上各点的重力方向(铅垂线方向)成正交，

这个面叫做水准面或基准面。其中，有一个与静止

的平均海水面相重合，设想静止的平均海水面延伸

到大陆下形成包围整个地球的连续表面称为大地水

准面或大地基准面。基准面是利用特定椭球体对某

一特定地区地球表面的逼近，因此，基准面是在椭球

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于同一椭球体，可以对应

多个基准面。值得说明的是，椭球体并不能代表基

准面。即使同样的椭球体，不同的地区或位置，大地

基准面就会不同，只能最大限度地贴合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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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地图投影

地图投影是指建立地球表面上的点与投影平面

上点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球面上任一点的位置是

用地理坐标(妒、A)表示的，而平面上点的位置是用

直角坐标(算，y)表示的，所以，要将地球球面上的点

转移到平面上，必须采用一定的数学方法来确定地

理坐标与平面坐标之间的关系。投影类型的选择是

否恰当直接影响遥感数据的精度和使用价值。我国

普遍采用的投影方式为高斯一克吕格投影，而西方

国家则普遍采用横轴墨卡托投影。高斯一克吕格投

影以6。或30分带，每一个分带构成一个独立的平面

直角坐标网，投影带中央经线投影后的直线为x轴

(纵轴，纬度方向)，赤道投影后为y轴(横轴，经度方

向)。为防止经度方向的坐标出现负值，规定每带的

中央经线西移500 km，即东伪偏移值为500 km，中

央经线长度比等于1。在编制地图和卫星影像时所

采用的全球横轴墨卡托投影(uTM)是横轴墨卡托

投影的一种变型。

目前，各种遥感数据提交的原始格式基本上采

用wGs一84坐标系统，它是以地心作为椭球体中心

的坐标系(经纬度坐标系或大地坐标系)。1954年

北京坐标系是我国曾采用的一种大地测量坐标系，

其参考椭球为克拉索夫斯基(Kmssovsky)椭球体。

为了适应大地测量发展的要求，我国于1978年采用

国际大地测量协会推荐的IAG一75地球椭球体建

立了我国新的大地坐标系，新大地坐标系的大地原

点设在西安市附近的泾阳县，称为1980年西安坐标

系。我国常用坐标系不同椭球体的数据如表l所示。

表1我国常用坐标系不同椭球体数据

絮麓嚣薏长半轴／m短半轴／m 扁率

经纬度wGs一84 1984 6 378 137 6 356 752．314 2 1／298．257 223 563

北京54 l(1鹄sovsky 1940 6 378 245 6 356 863．018 8 1／298．3

西安80 IAG一75 1975 6 378 140 6 356 755．288 2 l／298．257

2 在砌Ge舢=latica中定义椭球体和基准面

在PcI Geomatica遥感图像处理软件中，定义坐

标系的3个参数以文本文件格式存放在软件安装目

录的etc文件夹中，名称分别为“euips．t】【t”、“datum．

txt”和“use叩roj．txt”。当进行投影变换时，一般采用

ellips文件来定义坐标系。如果椭球体相同而基准

面不一样，再使用软件中的datum文件设置代码。

通过这3个文件按照其语法就可以添加自定义的各

种坐标系统。以下是3个文件的各自语法及参数设

置说明。

(1)eUips文件语法及参数设置说明。

“E224”，“Xi粕1980”，6 378 140．0，6 356

755．288 2：

“E224”一椭球体代码；

“xian 1980”一对椭球体的描述；

6 378 140．o一椭球体的长半轴长；

6 356 755．288 2一椭球体的短半轴长。

(2)datum文件语法及参数设置说明。

“D893”，“XiaIl 1980”，“E224”，O，0，0，

“IAG75”，0，0，0，O：

“D893”一基准面的代码；

“Xian 1980”一对基准面的描述；

“E224”一euips文件中对应的椭球体代码；

0一此基准面相对上述椭球体从原点延％方向

的偏移量，单位为m；

o一此基准面相对上述椭球体从原点延∥m方

向的偏移量，单位为m；

O一此基准面相对上述椭球体从原点延z为m

方向的偏移量，单位为m；

“IAG75”一对椭球体的描述；

0一戈方向尺度的最小误差；

0一)，方向尺度的最小误差；

0一z方向尺度的最小误差；

O一偏移量与误差的多普勒值。

(3)userp叫文件语法及参数设置说明。

ProjectionName一“xiaIl80”(投影名称)；

ProjectionDescription一“Gauss～Krueger”(投影

的描述)；

ProjectionCountry一“China”(投影的国家)；

M印units一“TM D893”(投影采用的椭球体)；

TrueOriginkngitude一117dE(中央子午线的经

度)；

TrueOriginLatitude一0dN(中央子午线的纬度)；

scale一1．O(缩放比例)；FalseEasting一500 000

(经度的偏移值)；

FalseNorthing一0(纬度的偏移值)。

将上述自定义参数分别添加到各自文件中，西

安80坐标系统就会显示到软件中，从而可以很方便

地对影像数据进行处理。

3 投影变换

直接在PcI Geomatica中对影像进行投影变换

时，容易产生假投影现象。从表面看上去投影参数

是变换好的，和地形图比较就会发现坐标有很大出

入，避免这种误差的方法是采用数学精度较高的矢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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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文件对投影变换后的图像进行几何校正。如果直

接导入西安80坐标系下的矢量数据，转换成其内部

的pix文件格式后，将本文提出的西安80坐标参数

赋予该矢量，对图像进行几何校正，也会产生误差。

本文提出一种有效的方式是：首先，导入wGs～84

坐标下的矢量数据文件，转换成其内部的pix文件

格式，在PcI Geomatica中对该pix矢量文件进行投

影变换至西安80坐标；然后，对该矢量文件与原始

地形图进行比较，准确无误后，再对影像进行几何校

正或镶嵌配准，效果会更好。实践所用的数据如下：

数据范围：天津市中心城区；

数据格式：TIFF；

椭球体：wGs一84；
图2对矢量文件投影变换

坐标系：经纬度坐标系；

投影方式：经纬度投影。

将该数据转换到西安80坐标系、高斯一克吕格

投影、6度分带的坐标系统中，参照地形图为天津市

测绘院1993年版式、2000年数字化的1：1万地形

图、1980西安坐标系以及1985国家高程基准和天津市

中心城区经纬度坐标系地形图2幅。具体步骤如下：

(1)在PcI Geomatica的xPace模块中，打开

File菜单下的File utility，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File—ImpoIt to PCIDSK，导入矢量线文件(图1)。

图3选择目的投影参数

：y乏黑攀掣?pi搿妻、竺竺按始地形图进行坐嚣妄爵，换
钮，弹出饥紫堂。℃?!I：!e y!!坞。翌孽孽，，兽孝yse：～一葑吾萎奢忑谍磊五菇卤和投影变换后的文
!案絮：羹鼍怠乎挈耋意毳考誓曼的投影为西件，分茹葛葛选主；i二笨磊i荔：。(瑟三磊蒿萎安80坐标系、高斯一克吕格投影(图3)。 几’川删叼1矬协。一¨叫们垲例席¨厶土1刖q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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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结果投影文件

全满足几何校正和镶嵌配准的要求。同理，可以采

用上述手段对影像文件进行投影变换，对投影后的

影像文件使用“VERTOR—REPROJEcT．pi】【，，进行几

何校正，查找影像和矢量文件同名点172个，精确标

定分布全图，总体R椰误差为o．683 6个像元，满足

遥感制图规范要求。

4 结论

通过在PCI Geomatica添加我国西安80坐标实

践证明，在遥感图像处理软件中添加自定义坐标系

是可行的，依据本方法可以在ERDAS IMAGINE、

ENVI等遥感处理软件中定义西安80坐标。但是有

2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如果直接对影像进行投

影变换容易产生假投影现象，虽然投影参数正确，地

理位置却有偏差；其次，投影变换操作存在一定的

误差，不可能做到完全没有误差，只能减少不必要的

操作，尽量减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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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CI Geomatica software of Canada widelv used in China aUows usells to define a coordinate． As

much of the image processing work is based on Xi台n 80 coordinate，it is very importaIlt for us to d击ne a coordinate

needed in daily work。弧is p印er has successfully d幽ned the xi钿80 coD一inate p叫ection p嬲珊eter which can

ensure the eH_ectiveness in pract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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