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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44490《地理信息 成像传感器的地理定位模型》的第2部分。GB/T44490已经

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2部分:SAR,InSAR,lidar和sonar。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TS19130-2:2014《地理信息 成像传感器的地理定位模型 第2部分:

SAR,InSAR,lidar和sonar》,文件类型由ISO的技术规范调整为我国的国家标准。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在缩略语中添加了GCP、HPRH、WGS84;
———将原文中关于GPS的三处编辑性错误,改正成了GNSS;
———按国家标准最新要求调整了章节顺序:将位于原文第二章的“一致性”后移到了本文件的第五

章,相应地,将附录A和附录B进行了互换。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30)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山东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中国科学

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天津华北地质勘查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国满、赵争、杨书成、程春泉、卢丽君、赵俊红、于志刚、岳昔娟、康琪、林祥国、

周志伟、杨魁、侯伟、孙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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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规定了合成孔径雷达(SAR)、干涉合成孔径雷达(InSAR)、激光雷达(lidar)和声呐(sonar)
影像数据所必需的地理定位信息,便于用户根据传感器物理-几何成像模型对观测数据进行地理定位。
通过对不同传感器进行标准化描述,对数据提供方以及处理系统提出了地理定位所必需的基本元数据

要求。本文件中“观测”一词为该词的基本含义,非GB/T41448—2022中所列“观测”的含义。政府部

门的测绘、遥感专业机构以及数据提供商通过成像系统完成了大量影像数据的采集、处理与分发,为了

从这些数据中提取地理信息,需对其做进一步处理。地理定位是实现地物从影像坐标到地面坐标转换

的基本处理步骤。由于传感器类型多样且缺乏统一的模型标准,不同生产方提供的数据可能包含不同

的参数信息,或缺乏描述传感器参数,或缺乏定位与分析所需的辅助信息。因此,通常需要针对每个传

感器或数据生产方开发单独的软件包完成相应的数据处理。标准的传感器模型和地理定位元数据便于

影像数据代理商或供应商开发通用的软件产品,用于处理不同数据生产方或多个传感器的数据。通过

参考这些标准,数据生产方以相同的方式描述其数据的地理定位信息,从而提升应用系统之间数据的互

操作性,促进数据交换。

GB/T44490《地理信息 成像传感器的地理定位模型》拟由3部分构成。
———第1部分:基础。提供与所有类型传感器相关的位置模型和元数据,包括摆扫式、推扫式、框幅

式传感器以及SAR传感器相关的元数据,还为功能适应性地理定位提供元数据,无论该功能

是对应模型的一部分还是真实的替代模型。另外它还为这些元数据元素提供模式。
———第2部分:SAR,InSAR,lidar和sonar。通过提供lidar和sonar的物理传感器模型,扩展了地

理定位所需的元数据元素集,并为SAR提供了更详细的元素集。同时,第2部分也定义了航

空与卫星平台影像空中三角测量所需的元数据,并为所有这些元数据元素提供了范式。
———第3部分:实现模式。针对前两部分定义的传感器物理模型、传感器替代模型和传感器对应模

型,给出了相应的XML模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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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 成像传感器的地理定位模型

第2部分:SAR,InSAR,lidar和sonar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遥感影像应用,详细规定了用于合成孔径雷达(SyntheticApertureRadar,SAR)、干
涉合成孔径雷达(InterferometricSAR,InSAR)、激光雷达(LightDetectionAndRanging,lidar)和声呐

(SoundNavigationAndRanging,sonar)传感器遥感影像地理定位的传感器模型和元数据,并定义了空

基和天基影像空中三角测量所需的元数据。
本文件规定了描述SAR、InSAR、lidar和sonar传感器所需的详细信息,包括严格构建物理传感器

模型所需的相关物理与几何信息。根据精确地理定位需要,本文件给出了数学计算公式,用于严格构建

从二维影像空间到三维地面空间的物理传感器模型,以及计算相关误差传播。
本文件对用户如何获取地理位置数据,以及生成数据的格式或内容不做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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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9710.2—2016 地理信息 元数据 第2部分:影像和格网数据扩展(ISO19115-2:

2009,IDT)

GB/T22022—2008 地理信息 时间模式(ISO19108:2002,IDT)

GB/T23707—2009 地理信息 空间模式(ISO19107:2003,IDT)

GB/T30170—2013 地理信息 基于坐标的空间参照(ISO19111:2007,IDT)

GB/T35647—2017 地理信息 概念模式语言(ISO/TS19103:2015,IDT)

ISO19115-1:2014 地理信息 元数据 第1部分:基础(Geographicinformation—Metadata—

Part1:Fundamentals)

ISO19123:2005 地理信息 数据覆盖的几何与函数模式(Geographicinformation—Schemafor
coveragegeometryandfunctions)

ISO/TS19130:2010 地理信息 成像传感器的地理定位模型(Geographicinformation—Imagery
sensormodelsforgeopositioning)

ISO19157:2013 地理信息 数据质量(Geographicinformation—Dataqulity)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主动传感器 activesensor
产生能量并用它来实现探测的传感器(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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