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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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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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科技大学、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

院、青岛秀山移动测量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阳凡林、石波、吴自银、杨鲲、李国玉、卢秀山、李守军、尚继宏、隋海琛、亓超、

赵荻能、崔晓东、李丁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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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载海陆地形地貌一体化调查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船载海陆地形地貌一体化调查的总则,规定了技术设计、调查实施、成果制作及质量

检查和资料整理与归档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1∶500~1∶2000船载海陆过渡带区域地形地貌一体化调查,其他性质的海陆地形

地貌调查工程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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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763.2—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2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GB/T12898—2009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

GB/T17501—2017 海洋工程地形测量规范

CH/T8023—2011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处理技术规范

CH/T9008.2—2010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1∶500、1∶1000、1∶2000数字高程模型

3 术语和定义

CH/T8023—201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陆过渡带 land-oceantransitionalzone
受潮汐涨落海水影响的潮间带及其两侧一定范围的陆地和浅海。
注:一般不超过1km。

3.2
垂直基准 verticaldatum
地理空间信息在垂直方向的起算面或参考基准面。
注:包含高程基准、深度基准和其他垂直方向的参考基准,本文件涉及高程基准和深度基准。

3.3
组合定位定姿系统 integratedpositioningandorientationsystem;integratedPOS
利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lobalNavigationSatelliteSystem,GNSS)和惯性导航系统(Inertial

NavigationSystem,INS)直接确定传感器空间位置和姿态的组合系统。

3.4
船载一体化调查系统 integratedshipbornesurveysystem
以水面船只(含无人船)等为载体,通过一体化集成激光扫描仪、多波束测深仪、组合定位定姿系统

等多种传感器,进行海陆过渡带地形地貌调查的系统。

3.5
点云 pointcloud
以离散、不规则方式分布在三维空间中的点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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