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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测绘科学技术基础考研精品资料 

 

说明：本套资料由高分研究生潜心整理编写，高清 PDF 电子版支持打印，考研首选资料。 

一、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及考研大纲 

1．附赠重点名校：地理信息系统相关 2013-2021年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暂无答案） 

说明：本科目没有收集到历年考研真题，赠送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因不同院校真题相似性极高，甚至

部分考题完全相同，建议考生备考过程中认真研究其他院校的考研真题。 

 

2.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 测绘科学技术基础考研大纲 

①2022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测绘科学技术基础考研大纲。 

②2023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测绘科学技术基础考研大纲。 

说明：考研大纲给出了考试范围及考试内容，是考研出题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分清重难点进行针对性复

习的首选资料，本项为免费提供。 

 

二、2024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测绘科学技术基础考研资料 

3．《遥感原理与应用》考研相关资料 

（1）《遥感原理与应用》[笔记+提纲] 

①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 测绘科学技术基础之《遥感原理与应用》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首选资料。 

②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 测绘科学技术基础之《遥感原理与应用》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遥感原理与应用》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 测绘科学技术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遥感原理与应用》名词解释精编。 

②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测绘科学技术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遥感原理与应用》问答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3）《遥感原理与应用》考研模拟题[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测绘科学技术基础之遥感原理与应用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测绘科学技术基础之遥感原理与应用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

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首选。 

③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测绘科学技术基础之遥感原理与应用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

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首选资料。 

 

4．《地理信息系统原理》考研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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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理信息系统原理》[笔记+提纲] 

①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 测绘科学技术基础之《地理信息系统原理》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首选资料。 

②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 测绘科学技术基础之《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地理信息系统原理》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 测绘科学技术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名词解释精编。 

②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 测绘科学技术基础考研核心题库之《地理信息系统原理》问答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3）《地理信息系统原理》考研模拟题[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测绘科学技术基础之地理信息系统原理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测绘科学技术基础之地理信息系统原理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

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首选。 

③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测绘科学技术基础之地理信息系统原理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

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首选资料。 

 

5．《数字地形测量学》考研相关资料 

（1）《数字地形测量学》[笔记+提纲] 

①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 测绘科学技术基础之《数字地形测量学》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首选资料。 

②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 测绘科学技术基础之《数字地形测量学》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数字地形测量学》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 测绘科学技术基础之《数字地形测量学》考研核心题库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三、电子版资料全国统一零售价 

5．本套考研资料包含以上一、二部分（高清 PDF电子版，不含教材），全国统一零售价：[￥] 

特别说明： 

①本套资料由本机构编写组按照考试大纲、真题、指定参考书等公开信息整理收集编写，仅供考研复习参

考，与目标学校及研究生院官方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将立即处理。 

②资料中若有真题及课件为免费赠送，仅供参考，版权归属学校及制作老师，在此对版权所有者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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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异议及不妥，请联系我们，我们将无条件立即处理！ 

 

四、2024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推荐参考书目（资料不包括教材） 

6．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 测绘科学技术基础考研初试参考书 

《数字地形测量学》，高井祥主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8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张海荣主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7 

《遥感原理与应用（第 3版）》，孙家抦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五、本套考研资料适用院系及考试题型 

环境与测绘学院：测绘科学与技术 

名词解释、简答题、计算题、综合题 

 

版权声明 

 

编写组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著作权，同时我们尊重知识产权，对本电子书部分内容参考和引用的市面

上已出版或发行图书及来自互联网等资料的文字、图片、表格数据等资料，均要求注明作者和来源。但由

于各种原因，如资料引用时未能联系上作者或者无法确认内容来源等，因而有部分未注明作者或来源，在

此对原作者或权利人表示感谢。若使用过程中对本书有任何异议请直接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您

沟通处理。 

因编撰此电子书属于首次，加之作者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考生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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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 测绘科学技术基础备考信息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 测绘科学技术基础考研初试参考书目 

《数字地形测量学》，高井祥主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8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张海荣主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7 

《遥感原理与应用（第 3版）》，孙家抦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 测绘科学技术基础考研招生适用院系及考试题型 

环境与测绘学院：测绘科学与技术 

名词解释、简答题、计算题、综合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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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测绘科学技术基础考研大纲 

 

2023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测绘科学技术基础考研大纲 

 

测绘科学技术基础 

1.《数字地形测量学》，高井祥主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8； 

2.《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张海荣主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7； 

3. 《遥感原理与应用（第 3 版）》，孙家抦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本课程主要考察考生掌握测绘科学与技术基础知识（包括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的广度、

深度和熟练程度。该课程要求考生掌握测量学、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的基本原理、方法，以及应用相关知

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范围 

测绘科学与技术基础课程考查包含三部分内容，其中： 

测量学考查测量学基本概念，角度、距离、高差测量原理和方法，测量仪器的检校方法，精度评价指标与

误差传播定律，控制测量内业计算，地形图测绘技术设计，地形图分幅编号，测绘新技术及工程应用。 

地理信息系统考查空间数据模型与数据结构，空间分析与建模。 

遥感考查电磁波谱与大气窗口，典型地物反射特性，常用遥感数据特点。 

三、试题结构（包括考试时间，试题类型等） 

（1）试卷满分 150 分，测量学占 100 分，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占 50 分，考试时间为 3 小时。 

（2）试题类型：名词解释、简答题、计算题、综合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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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测绘科学技术基础考研大纲 

 

886 测绘科学技术基础 

1.《数字地形测量学》，高井祥主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8 

2.《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张海荣主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7 

3. 《遥感原理与应用（第 3版）》，孙家抦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本课程主要考察考生掌握测绘科学与技术基础知识（包括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的广度、

深度和熟练程度。该课程要求考生掌握测量学、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的基本原理、方法，以及应用相关知

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范围 

测绘科学与技术基础课程考查包含三部分内容，其中： 

测量学考查测量学基本概念，角度、距离、高差测量原理和方法，测量仪器的检校方法，精度评价指标与

误差传播定律，控制测量内业计算，地形图测绘技术设计，地形图分幅编号，测绘新技术及工程应用。 

地理信息系统考查空间数据模型与数据结构，空间分析与建模。 

遥感考查电磁波谱与大气窗口，典型地物反射特性，常用遥感数据特点。 

 

三、试题结构（包括考试时间，试题类型等） 

（1）试卷满分 150分，测量学占 100分，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占 50分，考试时间为 3小时。 

（2）试题类型：名词解释、简答题、计算题、综合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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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 测绘科学技术基础考研核心笔记 

 

《遥感原理与应用》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电磁波及遥感物理基础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电磁波 

考点：黑体辐射 

考点：一般物体的发射辐射 

考点：大气对辐射的影响 

考点：光谱反射率以及地物反射光谱特性 

考点：地物波谱特性的测定原理 

考点：地物波谱特性的概念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概述 

1.电磁波 

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交互变化的电场和磁场以有限的速度由近及远在空间内传播的过程称为电磁波。 

电磁波是一种横波，如下图具有波粒二象性 

 

电磁波的波动性 

单色波可以用波函数来描述，是一个时空周期性函数，由振幅 A、相位 θ、波长 λ 组成。 

光在传播过程中，借助于他们的频率、振幅和相位来区别物体的颜色（频率）、明暗（振幅平方）、

形状和远近（相位）。 

一般成像：记录振幅。 

全息成像：记录振幅和相位。 

波的性质： 

（1）叠加 

电磁波的独立传播原理：数列波在传播过程中，相遇后仍能保持它们各自原有的特性（频率、波长、

振幅、振动方向等）不变。 

叠加：电磁波可以用无穷个正弦波叠加构成，每个正弦波有它自己的振幅、频率和相位。 

（2）干涉 

概念：频率相同，振动方向相同，相位差恒定的两（或数）列波相遇时，合成波某些地方振动始终加

强，另一些地方振动始终减弱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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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条件：必须是单色波，如：激光、雷达 

优点：能量增大，使图像清晰，方向性强；缺点：同一物质，表现性质不同。 

应用：微波遥感中的雷达是应用了干涉原理成像的,其影像上会出现颗粒状或斑点状的特征，对微波遥

感的判读意义重大；INSAR(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技术)干涉成像。 

（3）衍射 

概念：光通过有限大小的障碍物或者小孔(窄缝)时偏离直线路径，能够绕过障碍物的边缘继续前进的

现象称为光的衍射。 

当孔（窄缝）跟波长相当时，甚至比波长还要小时，衍射就十分明显。当孔（窄缝）比波长过大或过

小均不明显，可看作沿直线传播。 

应用：电磁波的衍射现象对设计遥感传感器和提高遥感图像的几何分辨率具有重要意义。 

（4）极化（偏振） 

偏振：横波在垂直于波的传播方向上，电场强度振动矢量偏于某些方向的现象。在微波技术中称为“极

化”。 

极化波（偏振波）：电磁波在空间传播时，若电场矢量的方向保持固定或按一定规律旋转，这种电磁

波便叫极化波。 

极化方向：极化电磁波的电场方向； 

极化面：极化方向与传播方向所构成的平面。 

通常用电场强度矢量端点随着时间在空间描绘出的轨迹来表示电磁波的极化。根据轨迹分为线极化和

圆极化。 

线（平面）极化和圆极化 

平面极化（线极化）：电磁波的极化方向保持在固定的方向上。水平 H 和垂直 V 极化为特例， 

垂直（V）极化：极化面与大地法线面平行的极化。 

水平（H）极化：极化面与大地法线面垂直的极化。 

根据发射波和接收回波的极化组合 HH、VV、正交极化（VH、HV） 

椭圆极化：当无线电波的极化面与大地法线面之间的夹角从 0～360°做周期的变化，就叫作椭圆极化

波。 

圆极化：旋转过程中，电场的幅度，即大小保持不变。的叫右旋圆极化波. 

左旋圆极化：向传播方向看去逆时针方向旋转。 

右旋圆极化：向传播方向看去顺时针方向旋转。 

（5）多普勒效应 

概念：电磁辐射因辐射源或观察者相对于传播介质的运动，而使观察者接收到的频率发生变化的现象，

称为多普勒效应。如： 

 

f：电磁波辐射源的频率 

f1：观察者接收到的频率 

c：波速 

v：辐射源相对于介质的速度 

v1：观察者相对于介质的速度 

电磁波的粒子性 

电磁波的粒子性：电磁波的粒子性是指电磁辐射除了它的连续波动状态外，还能以离散形式存在。其

离散单元称为光子或量子、光量子。 

光电效应：光子作为一种基本粒子，具有能量和动量，量子的能量与波长成反比。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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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量：  

遥感中应用：如：热红外的探测较可见光波段困难，为了获取足够能量，需在给定时间内探测足够大

的地表区域。 

 

2.电磁波波谱 

概念：按电磁波的波长的大小，依次排列画成图表，这个图表叫做电磁波谱。 

电磁波普序列：γ射线—X 射线—紫外线—可见光—红外线—微波—无线电波。范围非常宽，从波长

最短的γ射线到最长的无线电波，波长之比高达 10 的 22 次方 

 

【核心笔记】物体的发射辐射 

1.黑体辐射 

1860 年基尔霍夫：好的吸收体也是好的辐射体 

绝对黑体——任何波长的电磁辐射全部吸收 

一个不透明的物体，对入射到它上面的电磁波只有光谱吸收率α(λ,T)和光谱反射率ρ(λ,T)，二者之

和恒等于 1。 

绝对黑体：α(λ,T)=1，ρ(λ,T)=0 

绝对白体：α(λ,T)=0，ρ(λ,T)=1 

普朗克定律 

1900 年普朗克用量子理论推导出普朗克定律 

在给定温度、单位时间、面积、波长范围内黑体的辐射通量密度为：公式 1-4 

 

W(λ)——分谱辐射通量密度，单位 W／（cm2·μm）； 

λ——波长，单位是 μm； 

h——普朗克常数(6.6256×10-34J·s)； 

c——光速(3×1010cm/s)； 

k——玻耳兹曼常数(1.38×10-23J／K)； 

T——绝对温度（绝对温度=摄氏温度+273.15），单位是 K。 

（1）斯忒藩-玻尔兹曼定律 

与曲线下的面积成正比的总辐射通量密度 W 是随温度 T 的增加而迅速增加。总辐射通量密度 W 可在

从零到无穷大的波长范围内。 

普朗克公式积分，可得到从 1cm2 面积的黑体辐射到半球空间里的总辐射通量密度的表达式为：公式 

 

ζ 为斯忒藩——玻耳兹曼常数 5.6697³10-12w/cm2·K4，T 为绝对黑体的绝对温度（K）。 

遥感中的应用：热红外遥感就是利用这一原理探测和识别目标物的，能探测出 0.01℃的温度变化。 

（2）维恩位移定律 

分谱辐射能量密度的峰值波长随温度的增加向短波方向移动。普朗克公式微分，并求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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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感技术上，常用这种方法选择遥感器和确定对目标物进行热红外遥感的最佳波段。 

（3）黑体辐射特性 

每根曲线彼此不相交，故温度 T 越高所有波长上的波谱辐射通量密度也越大。 

在波长大于 1mm 的微波波段，hv<<kT,近似得出： 

 

在微波波段，黑体的微波辐射亮度与温度的一次方成正比。 

 

2.一般物体的发射辐射 

自然界中实际物体的发射和吸收的辐射量都比相同条件下绝对黑体的要低。 

不仅依赖于波长和温度，还与构成物体的材料、表面状况等因素有关。 

发射率 ε：实际物体与同温度的黑体在相同条件下发射辐射功率之比。 

ε=W′/W 

发射率 

按照发射率与波长的关系，把地物分为： 

绝对黑体：ελ＝ε=1。 

灰体：ελ=ε 为常数，0＜ελ＜1。 

选择性辐射体：0＜ελ＜1，ελ=f（λ）。 

白体（理想反射体）：ελ＝ε＝0。 

影响地物发射率的因素：地物的性质、表面状况、温度（比热、热惯量）。比热大、热惯量大，以及

具有保温作用的地物一般发射率大，反之发射率就小。 

等效黑体温度 

实际测定物体的光谱辐射通量密度曲线并不像描绘的黑体光谱辐射通量密度曲线那么光滑 

常常用一个最接近灰体辐射曲线的黑体辐射曲线作为参照，这时的黑体辐射温度称为等效黑体辐射温

度（或称等效辐射温度） 

 

基尔霍夫定律 

在任一给定温度下，辐射通量密度与吸收率之比对任何材料都是一个常数，并等于该温度下黑体的辐

射通量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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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原理》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绪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 

考点：地理信息系统的构成和功能 

考点：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内容 

考点：地理信息系统的相关学科和技术 

考点：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概况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 

1.数据和信息及相互关系 

 

2.信息流与信息资源 

 

3.信息的粒度 

 

4.地理数据 

（1）位置 

（2）空间关系 

（3）属性 

（4）时间 

 

5.地理信息 

地理信息是有关地理实体的性质、特征和运动状态的表征和一切有用的知识，它是对表达地理特征与

地理现象之间关系的地理数据的解释。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切与空间位置有关的信息都叫做地理信息。它脱胎于地图，它们都是地理信息

的载体，具有存储、分析与显示地理信息的功能。 

 

6.地理信息的特征 

（1）空间分布性 

（2）海量数据 

（3）信息载体的多样性 

（4）具有多维结构的特征 

（5）时序特征十分明显 

（6）一切信息皆可图形化 

 

7.信息系统 

（1）是具有数据采集、管理、分析和表达数据能力的系统，它能够为单一的或有组织的决策过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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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有用的信息。 

（2）组成 

①硬件 

②软件 

③数据 

④用户 

 

8.地理信息系统 

（1）地理信息系统（GIS）是一种特定而又十分重要的空间信息系统，它是采集、存贮、管理、分析

和描述整个或部分地球表面（包括大气层在内）与空间和地理分布有关的空间信息系统。 

 

GIS 有别于 DBMS 

GIS 有别于 MIS 

GIS 有别于地图数据库 

GIS 有别于 CAD 系统 

GIS 重视对拓扑结构的管理，重视拓扑关系的自动生成，强调与空间相关的查询统计，强调空间分析，

强调三维模型分析。 

地理信息系统中―地理‖的概念并非指地理学，而是广义地指地理坐标参照系统中的坐标数据、属性数

据以及以此为基础而演义出来的知识。 

（2）地理信息系统按其内容分为三大类： 

①专题地理信息系统： 

是具有有限目标和专业特点的地理信息系统。为特定的专门的目的服务，如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矿

产资源信息系统、农作物估产信息系统、草场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水土流失信息系统、环境管理信息系统

等。 

②区域地理信息系统： 

主要以区域综合研究和全面信息服务为目标。如国家级、地区级、市级或县级等。 

③地理信息系统工具： 

是一组具有图形图像数字化、存储管理、查询检索、分析运算和多种输出等地理信息系统基本功能的

软件包。 

地理信息科学是研究地理信息产生、运动和转化规律的一门交叉学科，是以广义 GIS 为研究对象的一

门学科，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核心笔记】地理信息系统的构成和功能 

1.GIS 的构成 

（1）硬件系统 

（2）软件系统 

（3）空间数据 

①地理数据 

②系统开发、管理和使用人员 

③系统的应用模式（单机式） 

④系统的应用模式（局域网模式） 

⑤系统的应用模式（广域网模式） 

 

2.GIS 的功能 

（1）位置（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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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条件（Condition） 

（3）趋势（Trends） 

（4）模式（Pattern） 

（5）模型（Model）和模拟（simulation） 

 

3.GIS 软件类型 

（1）专业 GIS（ProfessionalGIS） 

（2）桌面 GIS（DesktopGIS） 

（3）手持 GIS（Hand-HeldGIS） 

组件 GIS（ComponentGIS） 

（5）网络 GIS（InternetGIS） 

（6）其它（基于 CAD 的 GIS） 

 

4.商业 GIS 软件 

ArcGIS 

MapGIS 

MapInfo 

Intergarph 

AutoCADLT 

SuperMap 

 

【核心笔记】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内容 

1.研究内容 

 

 

2.应用领域 

（1）测绘与地图制图 

（2）资源调查与管理 

（3）城乡规划 

（4）灾害监测 

（5）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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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防 

（7）宏观决策支持 

 

【核心笔记】地理信息系统的相关学科和技术 

 

【核心笔记】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概况 

1.发展简史 

(1)地理信息系统的开拓期（1960 年代） 

(2)地理信息系统的巩固发展期（1970 年代） 

(3)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大发展时期（1980 年代） 

(4)地理信息系统的用户时代（1990 年代） 

(5)地理信息的网络化时代（2000 年代以后） 

准备阶段（1978 年~1980 年） 

 

2.GIS 在我国的发展 

（1）准备阶段（1978 年~1980 年） 

进行舆论准备，正式提出倡议，开始组建队伍、组织个别实验研究。 

（2）起步阶段（1981 年~1985 年) 

理论探索和区域性实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国家地理信息系统规范。 

（3）初步发展阶段（1986 年~90 年代）。 

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被列入我国―七五‖攻关课题，并且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研究领域，已逐步和国民经

济建设相结合，并取得了重要进展和实际应用效益。 

（4）快速发展阶段（90 年代末~现在） 

理论日趋成熟，应用日益广泛，三维 GIS、WEBGIS 走向应用，GIS 市场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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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地形测量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绪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测绘工作的任务及其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考点：测绘工作的定义 

考点：测绘工作的分类  

考点：测量学的发展概况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测绘工作的任务及其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1.定义 

测量学是一古老的地球科学，它自于希腊文的“土地划分”。而近代的测量学已经发展为一门多方面

的综合科学，通常叫做测绘科学。 

测绘科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地球的形状、大小和地表面上各种物体的几何形状及其空间位置，目的是

为人们了解自然和改造自然服务。 

 

2.分类 

测绘科学已发展为包含着许多学科的现代科学，它们分别是： 

（1）地形测量学 

假如要研究的只是地球自然表面上一个小区域，则由于地球半径很大，就可以把这块球面当作平面看

待而不考虑其曲率。地形测量学研究的内容可以用文字和数字记录下来，也可用图表示。 

（2）大地测量学 

凡研究的对象是地表上一个较大的区域甚至整个地球时，就必须考虑地球的曲率。这种以研究广大地

区为对象的测绘科学是大地测量学的范畴。这门学科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国家大地控制网，测定地球的形状、

大小和研究地球重力场的理论、技术和方法。 

（3）摄影测量学 

摄影测量学是利用摄影象片来研究地表形状和大小的测绘科学。因获得象片的方法不同，摄影测量学

又可分为地面摄影测量和航空摄影测量学 

（4）工程测量学 

城市建设、大型厂矿建筑、水利枢纽、农田水利及道路修建等在勘测设计、施工放样、竣工验收和工

程监测保养等方面的测绘工作，统称工程测量学。主要任务有三方面，即：地面到图纸，图纸到地面，以

及变形观测。 

（5）制图学 

利用测量所得的资料，研究如何投影编绘成地图，以及地图制作的理论、工艺技术和应用等方面的测

绘科学是制图学的范畴。 

 

【核心笔记】测量学的发展概况 

测量学是一门很古老的科学，至少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古埃及的尼罗河泛滥后，消灭了土地界限，洪



                                                                 

                                                                              考研精品资料 

 第 199 页 共 683 页 

水过后需要重新划定地界，这样就需要测量学与几何学的理论与技能。古代的一些重要水利工程和市政建

设，都离不开测量科学，例如公元前六世纪的尼罗河——红海运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霍巴

运河、伊拉克巴比他的“空中花园”等。据资料记载，公元前 200 年希腊人埃拉托斯芬第一个测定了地球

的形状与大小。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制成了利用磁石的指南仪器“司南”，它是沿用几千年的指南针与罗盘的雏

型。大约是公元前 2200 年，夏禹治水时，使用了“左准绳，右规矩”的测量工具和方法。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出土了西汉时期的《地形图》和《驻军图》》。俄国时代的《甘石星表》、东汉张衡研制的天球仪

与侯风地动仪、魏晋时期刘徽的《海岛算经》、西晋裴秀的《制图六体》、唐李吉甫的《元和群县图志》

等等一系列成就都在我国测绘史上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唐代增一行（张遂）主持了大规模的天文测量，其中包括公元 724 年进行的从河南滑县到上蔡长达

300km 的子午线弧长测量，并用日圭测定纬度，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子午线弧长测量。宋代沈括在他的著名

著作《梦溪笔谈》中提出了磁偏角现象，这比哥伦布的发现要早 400 年。 

世界测绘科学的发展与成熟始于 17 世纪。1617 年开始应用三角测量；1668 年出现了放大倍数为 40

倍的望远镜，并普遍应用于各种测量仪器上。法国人皮卡尔等从 1669 年起进行子午线弧长测量，直到

1792～1798 年米申和德伦贝尔进行了历史性的工作，把通过巴黎的子午圈的长度的四千万分之一作为 lm。

德国数学家高斯在 1794 年提出了最小二乘法理论，奠定了测量平差的基础。高斯又于 1816～1820 年推导

了横圆柱正形投影的计算公式，克吕格在 1912 年加以研究改进，用于测量实际。 

在我国清代初期开展了全国性测图工作，1708～1718 年完成了《皇舆全图》。法国在 1730～1780 年

进行全国性地形测量。俄国在 1745 年绘成了欧洲部分地图 13 幅和亚洲部分地图 6 幅。 

20 世纪 50 年代前后开始，不少新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如电子学、信息论、相干光理论、电子计算

机、空间科学技术等，它们又推动了测绘科学的发展。1947 年研究利用光波进行测距，到 60 年代中利用

氦氖激光器作为光源的电磁波测距仪就问世了，这是量距工作的一大变革。在 80 年代电磁波测距仪在白

天或黑夜的最大测程就能达到 60 公里，而且精度可达±（5mm+1ppm）。短测程的测距仪，测程为 1～2km，

误差仅及厘米。 

20 世纪 40 年代自动安平水准仪的问世，标志着水准测量自动化的开端。1990 年已研制出数字水准仪，

可以作到读数记录全自动化。1968 年生产了电子经纬仪，它采用光栅、光学编码来代替刻度分划线，以电

信号方式获得测量数据，并可自动记录在存贮载体上。陀螺经纬仪与激光经纬仪亦已应用于工程测量的定

向工作。1957 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1966 年开始进行人卫大地测量，能以可全天候观测，速度快，

精度高，对洲际之间、岛屿和岛屿之间及岛屿和大陆之间的联测能既快速又正确。20 世纪 70 年代，通过

人造卫星拍摄地球的照片，使航天技术有了广泛发展和应用。80 年代开始发射的全球定位系统卫星，在

90 年代全部完成发射任务。 

数字化自动成图系统，其中包括航测数字化成图与全站仪数字化成图，它与传统的方法相比，具有成

图周期短、劳动强度小、图纸精度高等等无可比拟的优点； 

“3s”技术的崛起，其中包括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和遥感，使测绘科学走向更高层次的电子

化与自动化； 

我国测绘事业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1956 年建立了国家测绘总局，建立了

全国统一的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大地控制网，测绘了全国基本图和大量不同比例尺地

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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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测量基本知识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大地水准面 

考点：大地坐标系 

考点：平面坐标 

考点：磁偏角与子午线收敛角 

考点：地面点高程 

考点：测量工作概述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地球的形状和大小 

地球的自然表面上有陆地和海洋 

海洋：表面比较规则 

陆地：高低起伏极不规则 

有高山、平原、丘陵、荒漠、河流、湖泊等 

珠穆朗玛峰:8844.43m 

马利亚纳海沟:-11034m 

 

1.大地水准面 

（1）水准面：静止的海水面是一个重力位等位面，且处处与重力方向垂直，这样的海水面称为水准

面。 

（2）大地水准面：平均海水面向陆地延伸，形成一个封闭的曲面，这个曲面称为大地水准面。 

 

（3）大地体：由大地水准面所包围的地球形体称为大地体。它代表了地球的自然形状和大小。 

（4）地球椭球：大地水准面的形状接近一个两极略扁的旋转椭球，通常采用旋转椭球代表地球，作

为描述地球表面空间位置的基准，称其为地球椭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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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水准面不是数学曲，椭球面是数学曲面。 

 

2.参考椭球：与某个区域的大地水准面最佳拟合的地球椭球 

参考椭球定位 

我国在解放前采用海福特椭球 

解放后曾一度采用克拉索夫斯基椭球 

目前采用的是 1975 年 IUGG 推荐的椭球，称为“1980 年国家大地坐标系”，其大地原点位于陕西省

泾阳县永乐镇。 

 

椭球的短轴与地球自转轴平行 

起始大地子午面与起始天文子午面平行 

参考椭球面与国家的大地水准面最佳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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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 测绘科学技术基础考研复习提纲 

 

《遥感原理与应用》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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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原理》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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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 测绘科学技术基础考研核心题库 

 

《遥感原理与应用》考研核心题库之名词解释精编 

 

1． 光学影像： 

【答案】一种以胶片或者其他的光学成像载体的形式记录的影像。 

 

2． 光机扫描仪 

【答案】光机扫描仪，是借助于传感器本身沿着垂直于遥感平台飞行方向的横向光学机械扫描，获取

覆盖地面条带图像的成像装置。主要有红外扫描仪和多光谱扫描仪两种。 

 

3． LANDSAT 

【答案】:Landsat卫星是美国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系列，原称地球资源技术卫星（ERTS），以探测地

球资源为主要目的。 

 

4． 垂直摄影 

【答案】摄影机主光轴垂直于地面或偏离垂直线在 3°以内。取得的像片称为水平像片或垂直像片。

航空摄影测量和制图大都是这种像片。 

 

5． MSS 

【答案】是一种多光谱扫描仪。成像板上排列 24+2 个玻璃纤维单元，每列 6 个纤维单元。每个纤维

单元瞬时视场为 86 微弧。每个像元地面分辨率 79x79m，扫描一次每个波段获 6 条扫描线，地面范围

474x185km 

 

6． 图像镶嵌 

【答案】将不同的图像文件合在一起形成一幅完整的包含感兴趣的区域的图像。 

 

7． 遥感传感器 

【答案】获取遥感数据的关键设备。 

 

8． 黑体： 

【答案】能完全吸收入射辐射能量并具有最大发射率的地物。 

 

9． 非监督分类 

【答案】非监督分类方法是在没有先验类别作为样本的条件下，即事先不知道类别特征，主要根据像

元间相似度的大小进行归类合并的方法。 

 

10．多波段遥感 

【答案】探测波段在可见光与近红外波段范围内，再分为若干窄波段来探测目标。 

 

11．IKONOS 

【答案】于 1999年 9月 24日发射成功，是世界上第一颗提供分辨率卫星影像的商业遥感卫星。可采

集 1米分辨率全色和 4m分辨率多光谱影像的商业卫星，同时全色和多光谱影像科融合成 1m分辨率的彩色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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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高分系列卫星 

【答案】（不明确）高分一号卫星，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空间技术研究院航天东方红卫星有

限公司研制的应用卫星，是一种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简称“高分卫星”)。 

 

13．ERDAS 

【答案】美国 ERDAS公司开发的一种遥感图像处理系统。 

 

14．影像变形与几何校正 

【答案】各种原因造成的几何位置变化。 

 

15．植被光谱特征 

【答案】植物的光谱特征具有非常显著的特征，可使其在遥感影像上有效地与其他地物相区别。同时，

不同的植物各有其自身的波谱特征，从而成为区分植被类型、长势及估算生物量的依据。 

 

16．维恩位移定律 

【答案】黑体辐射光谱中最强辐射的波长与黑体的绝对温度成反比。黑体的温度越高，其曲线的峰顶

就越往左移，即往短波方向移动。 

 

17．分类与非监督分类： 

【答案】包括利用训练样本建立判别函数的“学习”过程和把待分像元代入判别函数进行判别的过程。 

 

18．感光度： 

【答案】感光材料感光快慢程度。 

 

19．HRV 

【答案】是一种线阵列推扫描仪，由于使用 CCD 元件做探测器，在瞬间能同时得到垂直航向的一天图

像线，不需要用摆动的扫描镜，以推扫方式获得沿轨迹的连续图像条带 

 

20．密度分割 

【答案】将原始图像灰度值分成等间隔的离散灰度级对每一层赋予新的灰度值的过程。 

 

21．特征空间 

【答案】为了度量图像中地物的光谱特征，建立一个以各波段图像的亮点分布的为子空间的多维光谱

特征空间 

 

22．瞬时视场 

【答案】探测系统在某一个瞬间地面的能探测到的地面范围，即扫描仪的空间分辨率 

 

23．空间分辨率 

【答案】图像的空间分辨率指像素所代表的地面范围的大小，即扫描仪的瞬间视场或地面物体能分辨

最小单元，是用来表征影像分辨地面目标细节能力的指标。通常用像元大小、像解率或视场角来表示。 

 

24．平滑与锐化 

【答案】图像中某些亮度变化过大的区域，或出现不该有的亮点时，采取的一种减小变化，使亮度平

缓或去掉不必要的“燥声”点，有均值平滑和中值滤波两种。锐化是为了突出图像的边缘.线状目标或某

些亮度变化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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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辐射分辨率 

【答案】指传感器接收波谱信号时，能分辨的最小辐射度差。 

 

26．动遥感与被动遥感 

【答案】前者是探测器主动发射电磁波并接受信息。后者是被动接受目标地物的电磁波。 

 

27．透视收缩 

【答案】即在有地形起伏时，面向雷达一侧的斜坡在图像上被压缩，而另一侧则被延长 

 

28．探测器 

【答案】将收集的辐射能转变成化学能或电能。 

 

29．遥感图像解译 

【答案】依据遥感图像上的地物特征，识别地物类型、性质、空间位置、形状、大小等属性的过程叫

遥感图像解译目的：获取地物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数量特征。 

 

30．图像直方图 

【答案】反映一副图像中灰度级与其出现概率之间的关系的图像 

 

31．主动遥感 

【答案】传感器本身能够主动向外发射电磁波的遥感方式。 

 

32．混淆矩阵 

【答案】用表格的方式检核分类精度的样区内所有像元，统计分类图中的类别与实际类别之间的混淆

程度 

 

33．地物时间特征 

【答案】同一地区景物在不同时间地面覆盖类型不同景观不同 

 

34．光谱分辨率 

【答案】探测光谱辐射能量的最小波长间隔，确切说是光谱探测能力。 

 

35．直方图均衡 

【答案】将随机分布的图像修改成均匀分布的值方图即进行非线性拉伸 

 

36．MSS 

【答案】是一种多光谱扫描仪。成像板上排列 24+2 个玻璃纤维单元，每列 6 个纤维单元。每个纤维

单元瞬时视场为 86 微弧。每个像元地面分辨率 79x79m，扫描一次每个波段获 6 条扫描线，地面范围

474x185km 

 

37．近极地轨道 

【答案】卫星的轨道倾角为 99.125°。 

 

38．Geoeye 

【答案】GeoEye-1卫星是美国的一颗商业卫星，于 2008年 9月 6日从美国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 

 

39．遥感： 

【答案】在不直接接触目标物的情况下，使用特定的探测仪器来接受目标物体的电磁波信息，再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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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息的传输、加工、处理、判读，从而识别目标物体的技术。 

 

40．广义遥感 

【答案】泛指一切无接触的远距离探测，包括对电磁场、力场、机械波（声波、地震波）等的探测 

 

41．微波 

【答案】在电磁波谱中，波长在 1~1000mm的波段范围称为微波。 

 

42．遥感的特点 

【答案】大面积的同步观测、时效性、数据的综合性和可比性、经济性、局限性。 

 

43．亮度温度： 

【答案】指红外辐射计把所接收到的来自地物热辐射能量转换而来的，与该地物有着同样辐射量的相

应黑体的温度。 

 

44．通用构像方程 

【答案】在地面坐标系与传感器坐标系之间建立的转换关系 

 

45．绝对温度 

【答案】热力学温度，又叫热力学温标，符号 T，单位 K（开尔文，简称开） 

 

46．红外扫描仪 

【答案】利用红外进行扫描成像的成像仪。 

 

47．图像融合 

【答案】将多源遥感图像按照一定的算法，在规定的地理坐标系生产新的图像过程 

 

48．遥感技术 

【答案】遥感技术是从人造卫星、飞机或其他飞行器上收集地物目标的电磁辐射信息，判认地球环境

和资源的技术。 

 

49．倾斜摄影 

【答案】摄影机主光轴偏离垂线大于 3º，取得的像片称倾斜像片。 

 

50．频率域图像： 

【答案】以频率域坐标表示的影像形式。 

 

51．地物反射波谱曲线 

【答案】地物的反射率随入射波长变化的规律称为地物反射波谱，按地物反射率与波长之间的关系绘

成的曲线称为地物反射波谱曲线（横坐标为波长值，纵坐标为反射率） 

 

52．植被指数（NDVI） 

【答案】植被指数是遥感领域中用来表征地表植被覆盖、生长状况的一个简单有效的度量参数。 

消除综合影响因子：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I【NDVI近红外--红波/近红外+红波】 

 

53．统计模式识别 

【答案】对模式的统计分类方法，即把模式类看成是用某个随机向量实现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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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测绘科学技术基础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886 测绘科学技术基础之遥感原理与应用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遥感原理与应用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名词解释 

1． 图像平滑 

【答案】图像平滑的目的在于消除各种干扰噪声，是图像中高频成分消退，平滑掉图像的细节，是其

反差降低，保存低频部分。 

 

2． 漫反射 

【答案】漫反射是指光线被粗糙表面无规则地向各个方向反射的现象。 

 

3． 电荷耦合元件（CCD） 

【答案】CCD是一种半导体器件，能够把光学影像转化为数字信号。 

 

4． 大气校正 

【答案】消除遥感图像中由大气散射引起的辐射误差的处理过程。 

 

5． 太阳辐射 

【答案】是指太阳向宇宙空间发射的电磁波和粒子流。 

 

6． 地物反射率 

【答案】地物的反射能量与入射总能量的比，是表征物体对电磁波谱的反射能力。 

 

7． 中心投影 

【答案】物体通过物镜中心投射到承影面上，形成的透射影像即为中心投影。 

 

8． 雷达 

【答案】用无线电的方法发现目标并测定它们的空间位置 

 

9． 太阳常数 

【答案】太阳常数指不受大气影响，在距离太阳的一个天文单位内垂直于太阳辐射方向上，单位面积

单位时间黑体所接受的太阳辐射能量。 

 

10．遥感信息的复合 

【答案】遥感信息的复合主要是指不同传感器的遥感数据的复合，以及不同时相数据的遥感数据的复

合。 

 

二、简答题 

11．何为大气窗口？分析形成大气窗口的原因，并列出用于从空间对地面遥感的大气窗口的波长范围。 

【答案】通常把电磁波通过大气层时较少被反射、吸收或散射的，透过率较高的波段称为大气窗口。 

形成大气窗口的原因：不同波段的反射率、吸收率、散射程度不同。波长范围：0.3～1.3μm，即紫

外、可见光、近红外波段。1.5～1.8μm和 2.0～3.5μm，即近、中红外波段。3.5~5.5μm，即中红外 8～

14μm，即远红外波段。0.8～2.5cm，即微波波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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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SS影象的波段是如何划分的？各个波段的主要用途是什么？ 

【答案】MSS4——05~06mm，绿，分辨率：79m，对水体有一定透射能力，在清洁的水体中透射深度可

达 10-20米，可以判读浅水地形和近海海水泥沙。可以探测健康植被在绿色反射率。 

MSS5——06~07mm，红，可用于城市研究，对道路、大型建筑工地、砂砾场和采矿区反映明显。在红

色波段，各类岩石反射更容易穿过大气层为传感器接收，也可用于地质研究。可明显反映河口区海水团涌

入淡水的情况，对海水中的泥沙流、河流中的悬浮物质与河水浑浊度有明显反映。可区分沼泽地和沙地，

可以利用植物绿色素吸收率进行梢物分类。 

MSS6——07~08mm 近红外，可区分健康与病虫害植被。水体在此波段具有强烈吸收作用，水体呈暗黑

色，含水量大的土壤为深色调，含水量少的土壤色调较浅，水体与湿地反映明显。 

MSS7——08~118mm近红外可用来测定生物量和监测作物长势。水体吸收率高，水体和湿地色调更深、

诲陆界线清晰。该波段还可用于地质研究，划出大型地质体的边界，区分规模较大的构造形迹或岩体。 

第 8 波段——104~126，为热红外波段，可以监测地物热辐射与水体的热污染，根据岩石与矿物的热

辐射特性可以区分一些岩石与矿物，并可用于热制图。 

 

13．中心投影与垂直投影的区别？ 

【答案】第一：投影距离的影响：垂直投影图像的缩小和放大与投影距离无关，并有统一比例尺；中

心投影则受距离影响，相片比例与平台高度 H和焦距 f有关。 

第二：投影面倾斜的影响：投影面倾斜时，垂直投影的影像比例尺有所放大，但是想点的相对位置不

变；中心投影时，比例尺明显变化，且各点的相对位置和形状也发生变化。 

第三：地形起伏的影响：垂直投影时，随地面起伏的变化，投影点之间的距离与地面实际水平距离成

比例缩小，相对位置不变；中心投影时，地面起伏越大，像上投影点水平位置的唯一量就越大，产投影误

差。 

 

14．非监督分类和监督分类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答案】监督分类法：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实验区或训练区，用训练区中已知地面各类地物样本的

光谱特性来“训练”计算机，获得识别各类地物的判别函数或模式，并以此对未知地区的像元进行分类处

理，分别归入到已知的类别中。首先需要从研究区域选取有代表性的训练场地作为样本。根据已知训练区

提供的样本，通过选择特征参数（如像素亮度均值、差等），建立判别函数，据此对样本像元进行分类，

依据样本类别的特征来识别非样本像元的归属类别。 

非监督分类：是在没有先验类别（训练场地）作为样本的条件下，即事先不知道类别特征，主要根据

像元间相似度的大小进行归类合并（即相似度的像元归为一类）的方法。非监督分类的前提是假定遥感影

像上的同类物体在同样条件下具有相同的光谱信息特征。非监督分类方法不必对影像地物获取先验知识，

仅依靠影像上不同类地物光谱信息（或纹理信息或纹理信息）进行特征提取，再统计特征的差别来达到分

再统计特征的差别来达到分类的目的，最后对已分出的各个类别的实际属性进行确认。 

 

15．叙述数字图像镶嵌的过程。 

【答案】第一如何在几何上将多幅不同的图像连接在一起第二如何保证拼接后的图像反差一致，色调

相近，没有明显接缝。过程：（1）图像几何纠正（2）镶嵌边搜索（3）亮度和反差调整（4）边界线平滑。 

数字镶嵌的过程：（1）选好图形，定好实施方案（2）图像几何配准（3）相邻图像颜色匹配（4）图

像镶嵌 

 

16．SPOT影象的波段是如何划分的？各个波段的重要用途是什么？ 

【答案】第一波段为绿色波段，该波段以叶绿素反射曲线的次高峰为中点，可区分植被类型和评估作

物长势，对水体有一定的穿透深度，在干净水域能够穿透 10-20m 的深度，可以区分人造地物类型；第二

波段为红色波段，该波段与 MSS 第五波段和 TM 第三波段很接近，在晴朗天气下，该波段的大气透过率约

为 90%，是叶绿素反射曲线的低谷区，据此可以识别农作物类型，对城市道路、大型建筑工地反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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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地质解译，辨识石油带、岩石与矿物等；第三波段为近红外波段，用来检测作物长势，区分植被类

型；第四波段为短红外波段，用于探测植物含水量及土壤湿度，区别云与雪；SPOT全色波段，可用于调查

城市土地利用现状、区分城市主要干道、识别大型建筑物，了解都市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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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遥感原理与应用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二） 

 

一、名词解释 

1． 固体扫描成像 

【答案】通过遥感平台的运动对目标地物进行扫描的一种成像方式。 

 

2． 地面分辨率 

【答案】地面分辨率是衡量遥感图像（或影像）能有差别地区分开两个相邻地物的最小距离的能力。 

 

3． 几何校正 

【答案】一般是指通过一系列的数学模型来改正和消除遥感影像成像时原始图像上各地物的几何位

置、形状、尺寸、方位等特征与在参照系统中的表达要求不一致时产生的变形。 

 

4． 米氏散射 

【答案】当大气中粒子的直径比辐射的波长相当时发生的散射。 

 

5． 遥感（RS） 

【答案】广义的遥感泛指一切无接触的远距离探测，狭义的遥感是应用探测仪器，不与探测目标相接

触，从远处把目标的电磁波特性记录下来，通过分析，揭示出物体的特征性质及其变化的综合性探测技术。 

 

6． 遥感数字图像 

【答案】以数字形式表示的遥感影像，便于计算机存储、处理和使用，常用多维矩阵来表示。 

 

7． 多光谱变换 

【答案】针对多光谱影像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相关性以及数据冗余现象，通过函数变换，达到保留主

要信息，降低数据量，增强或提取有用信息的目的的方法。 

 

8． 黑体（绝对黑体） 

【答案】在任何条件下，对任何波长的外来辐射完全吸收而无任何反射的物体，即吸收比为 1的物体。 

 

9． 辐射校正 

【答案】是指对由于外界因素，数据获取和传输系统产生的系统的、随机的辐射失真或畸变进行的校

正，消除或改正因辐射误差而引起影像畸变的过程。 

 

10．地物反射波谱 

【答案】是研究可见光至近红外波段上地物反射率随波长的变化规律。 

 

二、简答题 

11．地物光谱反射率受哪些主要的因素影响？ 

【答案】物体本身的性质（表面状况）、入射电磁波的波长和入射角度。 

 

12．什么是大气窗口？谈谈你对大气窗口的认识和理解。 

【答案】由于星载遥感传感器都在大气层上，无论太阳辐射、大地辐射、人工辐射都要被大气吸收和

散射，只有一部分穿透大气。对大气层而言α+β+t=1；α、β、t分别为大气层对大气层对电磁辐射的吸

收率、散射率、透射率。如果要从大气层之上探测地面，必须选择α、β都小，而 t较大的波段范围，这

样的波段范围称为大气窗口。 

主要的大气窗口有 11个： 

Ⅰ015~020mm，远紫外，t<025，尚未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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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赠重点名校：地理信息系统相关 2013-2021 年考研真题汇编 

 

第一篇、2021 年地理信息系统相关考研真题汇编 

 

2021 年安徽师范大学 923地理信息系统概论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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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桂林理工大学 832地理信息系统考研专业课真题 

 

 



                                                                 

                                                                              考研精品资料 

 第 541 页 共 683 页 

 

2021 年湖南师范大学 903地理信息系统概论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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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宁波大学 962地理信息系统概论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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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仪器、__________和外界环境这乜瑎⩥릗扟ᖍ睶葭䮑쾋葎㮉腖⁹㪉쉭䭧慎�
	3． 地形图图式是由国家测绘局统一制定的__________、地貌符号的总称。
	4． 等高线捜瑑癵⢐ᑓَ㪙陦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ƕ뽔豒ꥦ뽖�촰�
	5． 施工测量的基本工作是测设点的__________和高程。
	6． 在利用钢尺量距时｜晶뽛驾뽶葥륬핧屴__________和__________。
	7． 权等于1的观测值称单位权观测值｜晧䍎๎ⶋ葞獥륢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8． 在军事行动、地质普查、道路遜瑾뼰œ艷ﾐ屴址等各项活动中｜晾콞㢗�腒⥵⡗た扖ﹸ湛驛鹗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豰륏䴰�
	9． 等高线自动绘制方法主要包括网格法和__________。
	10．地物特征点主要是地物轮廓的转折点｜暐厍덜롾뽶蒏江⽰뤰Ŏꑓ쥰맿屦电杆、独立树的中心点等。__________应遜瑗⡧�ﵓ쵦⁗れ豲祟腶葜熁뼰Ŝ熌㝾뽻䥗だ❾뽎૿屦如山顶、鞍部、山脊和山谷的地形变换处、山坡倾斜变换处和山脚地形变换的地方等。
	11．测量工作是在一定的观测条件下进行的｜晖撉쉭䭐㱎ⵟ앱㙛塗⡷䂋ɟ卧킉쉭䭐㱶葎ⶋ葧䍻䥎踀ㅥ屦则这个中误差称为__________。
	12．四等水准测量中丝读数法的观测顺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晎当⼀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13．DEM体积由四棱柱(无特征高程点格网)与__________棱柱体积进行累加得到。
	14．测量外业所依据的基准面和基准线分别是__________、__________。
	15．地形图分幅的方法通常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彎⑹쵥륬픰�
	16．若在1：1000地形图上量得某地块的面积为756｜晛丹鑶葛鹗批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该地形图的比例尺精度为__________cm。
	17．珠穆朗玛峰的高程(即海拔)是8844.43m｜晫摐㱦⽣ދ癬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彥륔ᆁ❗ぬ㑑욗扶蒍�묰�
	18．一步测量法就是将控制测量与__________呜晥屎屦即在一个测站上｜晑䡭䭛ﱾ뽶葥灣滿屦接着就测碎部点。这是一种少安置一轮仪器、少跑一轮路｜晙❙❣킚�ᙎᩝ履䡳蝶葭䮑콥륬픰�
	19．若已测设直角AOB｜晞癵⡙ᩎ⩭䭖�䭟靑癞獗䞉퉐㱎㨀㤀　 　　✀㐀㠠㏿屦又知OB的长度为150.000m｜晒ᥗ⡗艶踀伀䉶葥륔ᅎ૿屦B点应该向角内移动__________毫米距离才能得到90 00'00″的角。
	20．1:500地形图的比例尺精度为__________m。
	21．兴修水库必须筑坝拦水｜暍詬덭䄰Ŝ熌㝏冐厍屦须建桥梁和涵洞。聜晨敨腭땭ṛ呟葶葙❜༰Ŭ㑗嵶蒋뺋ꅏ䵿湎๗嶚�Ŭ㑞鍶蒄쑬㒑콻䦐ﶉ腨㥣溏�⩗こ㩶蒖䵬㒑코豬䝬㒗批數湛騰ɬ䝬㒗批蒏륵䱾뿿᩵ㅎ|ﭒ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貐厍Ř嶏�ꖀ屦成。
	22．碎部测量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彎⑹쵗逸ⱥ륬픰�
	23．建筑施工中需要向低处或高处传递__________｜晫摥⡠걣ʔꉜ㩎ｬ㑑왜㫿屦利用水准仪实现高程传递。
	24．测设点的平面位置｜暐ᩞ㡧屴__________、距离交会法、直角坐标法和角度交会法。
	25．断面法土方量计算是以相邻两个横断面之间距为计算单位｜晓獒ْ⭬䉑勇뭎⩪⩥궗扎ઍ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豎⑪⩥궗扎䮕蒍�묰�
	26．一些独立的、面积较小但具杜璑춉腡ཎ䥢ᙎﶉ왶著ひ榑익⡎൏鵫푏譻♓桹㫿屦如水井、消防栓等｜晑癲祰륦⽎얈桹㪋ひ楎ⵟ썰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聜晎ൎ桑癙❜༰�
	27．单一导线的布设形式分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8．地球上一点的纬度值是法线和__________的夹角｜晾콞Ꙑ㱦⾁睙쭛偓䢗抍睻霰�
	29．地形断面图指沿地表某一直线方向上的垂直剖面图｜晎㹹㩒嚗找뽎궗扶著げ뾍睏ི뙑뗿屦一般在具杜瑻䦚�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彶著喝䁎�㙶萰�
	30．测设水平角是根据一个已知方向和角顶位置｜晣屴给定的水平角值｜晢誋퉶葓e륔ᅗ⡛鹗ぎ੨ݛ驑逸攰ɨ㥣湼빞ꚉ腬䉎ൔ屦｜晭䮋빥륬핓익⡎�Ɑ䮋빥륬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彭䮋빥륬픰�
	31．在道路、管线、渠道等工程设计时｜暐ﶉ腬䉾뾍⡎ඍ薏읧큎�偒㙗慞ꙶ葧慎屦遜瑢g慧w뽢ᙻ䥗慞꙾뼰ʋ빎칑沍੶萀䅰륒゚�　䉰릉膐屴择一条公路线｜暉腬䉑癗慞Ꙏ൙❎踀㗿Ԁ⢖偒㙗慞ꘀ⤰ʋ뺋ꅵ⡶著た扖﹫푏譜㩎㨀ㇿᨀ㈀　　ヿ屦等高距为1m。则该路线经过相邻等高线之间的最小水平距离为__________cm。
	32．测定点的平面位置的方法常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33．若A点的经度为东经124 13′｜晒ᦋ륗⠀㘀⁞♶葞♓㨀㈀ㇿ屦所在带的中央子午线的经度为__________ 。
	34．大比例尺地形图具杜瑾�v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彗喝䃿屦统一的规范与图式符号｜晑啼빞Ꚛ�屦内容详细。
	35．将全站仪置于A｜晶�葑였䉥㑞獞ꙶ�ꙥ灎㨀　屦欲测设40 的水平角位于AB直线的右侧｜晒ᥬ㑞獞ꙶ�ꙥ灎㨀㔀　屦盘左瞄准B时水平度盘度数为__________ ｜晭䮋븀㐀　⁶葬㑞玉퉬㑞獞ꙶ�ꙥ灎㨀㈀㌀　‰�
	36．一般在测角或水准测量时｜暑익⡎ⶋ葥륬했憑콼빞ɗ⢍�뭭䮑콥屦采用__________的方法衡量精度。
	37．我国目前采用的高程系统是__________｜晑癬㑑왓齰릚�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彼猰�
	38．测设已知水平距离可以采用钢尺法和__________。
	39．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系的横坐标轴是赤道的投影｜晾땗偨ޏ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彶葢镟焰�
	40．山脊线与山谷线统称为地性线｜晎䦚�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41．大比例尺地面数字测图野外数据采集主要是通过 __________或GNSSRTK接收机实地测定地形特征点的乜瑾濿屦将这些点位信息自动存贮在仪器内存贮器或电子手簿中；并记录地物的连接关系及其属性。
	42．高斯投影分带一般分为__________带和__________带。
	43．高斯平面坐标系中A点的横坐标YA=19678626.68m｜晒ᤀ䅰륗⡎ⵙ⹛偓䡾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彏ꟿ屦A点所在高斯投影带的带号为19。
	44．视距测量中视准轴水平时的水平距离公式是__________｜暉왑욏瑐㹥鱥葬㑞玍�뭑江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45．一付双面水准尺的红、黑面的零点差应为__________mm、__________mm。
	46．控制测量分为__________和__________两部分。
	47．极坐标放样测设平面点位时要计算的数据为水平角和__________。
	48．测设的基本工作杜璍�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貚�୭䮋븰�
	49．测绘等高线与测绘地物一样｜暙陑䢗�腸湛驗た扲祟腰맿屦然后连结__________｜晏뽟青しれ豥瑎⪚ꡞ牶著逸ⲏ湞쫿屦捜瑻䦚�뽶葠➍⣿屦再对照实地情况绘制等高线。
	50．地形图的2种分幅方式为__________和矩形分幅。
	51．等高线的种类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彻䤰�
	52．高程相等的相邻点的连线称为等高线｜晻䦚⽶뭻䦚�뽎䮕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53．目前我国采用是__________国家高程基准｜晛荦⽎剜鮚豯湺�㤀㔀㉞璁㤀㜀㥞璚豯溍䑥馋ꅻ靸湛驶蒞쑭睞獗䝭睬㒗扏屎㪚�ﭾ�著祝욗拿屦并推算青岛水准原点｜抚�ﭾ�葾��睻靰맿屴的高程为72.260m。
	54．误差传播定律描述了观测值中误差和__________中误差之间的关系。
	55．测量中通常取__________倍或3倍中误差作为偶然误差的容许误差。
	56．设对某水平角进行了五次观测｜晑皉퉞Ꙏ㫿ᨀ㘀㌀ ㈀㘠㈀㈠㏿屦63 26′09″｜昀㘀㌀ ㈀㘠㈀㠠㏿屦63 26′15″｜昀㘀㌀ ㈀㘠㈀　㘠㌰ɒᦋ㑞玉퉻靧⽞獗䝐㱎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Ż靧⽞獗䝐㱶葎ⶋ㨀넀㈀⸀ㄠ㌰�
	57．数字测图中描述地形点必须具备的乜瑼筏潎㩭䭰륶葎屴维坐标、测点的__________关系和测点的属性。
	58．多次重复观测一个量｜晓홞獗䝐㳿屦可减少__________误差的影响；改进操作方法、对计算结果进行改正计算｜晓콜ᅼﭾ�葟煔촰�
	59．相邻两山头之间呈马鞍形的低凹部位称为__________。它的左右两侧的等高线是对称的两组山脊线和两组山谷线。其等高线的特点是在一坜扙❶蒕屢曲线内｜晙坧屴2组小的闭呜扦뼰�
	60．采用DJ6经纬仪进行测回法水平角观测｜晑熉쉭䬀㑎⩭䭖�屦前3个测回度盘配置的起始读数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1．在相呜晶蒉쉭䭧慎凜屦一个量进行多次观测｜晢䁟鞋콶蒉쉭䭐㱑睧屴相呜晶葎ⶋ屦在这种情况下要用作为算术平均值最或是值；在不呜晶蒉쉭䭧慎凜屦一个量进行多次观测｜晢䁟鞋콶蒉쉭䭐㱑睧屴不呜晶葎ⶋ屦在这种情况下要用__________作为最或是值。
	62．外业测定地面点位置关系的乜瑎⩗逸ⱑ䍽⼀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63．我国大地原点位于__________泾阳县永乐镇。
	64．直线定向中的乜瑎⩨ݑ왥륔ᅒْ⭎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65．标准方向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彥륔ᇿ屦磁子午线方向和高斯坐标纵轴方向。
	66．已知某一条边的坐标方位角为208 32′48″｜暋륶葓쵗偨ݥ륏䶉퉎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67．下图所示水准尺中丝读数为__________mm。
	68．在等精度观测条件下｜晛不큎屴角形进行四次观测｜晑癎屴内角之和分别为：179 59′59″｜昀㠀　 　〠㈀　㠠㏿屦179 59′56″｜昀㠀　 　〠㈀　㈠㌰ɒ᥎屴角形内角和的观测中误差为__________”。
	69．我国采用的国家大地坐标系主要包括1954年北京坐标系、1980西安坐标系和__________国家大地坐标系。
	70．利用钢尺测量A、B两点之间的水平距离｜晟聭䮍�뭎㨀㌀㈀㜀⸀㐀㌀淿屦返测距离为327.35m｜晒ᤀ䄀䊏릍�뭭䮑콶葶曆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若呜扨㳿屦则平均距离为__________m。
	71．水准测量时｜暏汰륶葏屵⡦⼀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72．直线定向是确定__________方向和标准线方向之间的角度关系。
	73．已知水准点A的高程为38.985m｜暉腭䮋뺚�㨀㌀㤀⸀㈀浶萀䉰맿屦若在A、B两点间｜晧뚋빎桔ຉ였䅰륶蒋ﭥ灎㨀⸀　㔀　淿屦则视线高为40.035m和前视B点的读数应为__________m。

	《数字地形测量学》考研核心题库之判断题精编
	1． 数字测图可以实现作业自动化｜晏潥灛坓屦采集、绘图、用图一体化｜暑칙ᙗ扥灛坭䭖﹫푶絾롭䭖ﹼ빞Ꚛ�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2． 地形图的内容可以分为图外、图廓和图内等乜璐ذɖ﹑薐ّ睏卶葓쵦⁛鹗だ앑뗿屦是地形图的主要内容。__________
	3． 坡度是高差与水平距之比｜晑癫푐㱙➋๗慞ꙿ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4． 测设的基本工作是测设已知的水平距离、水平角和高程。__________
	5． 极限误差的作用是区别误差和错误的界限。__________
	6． 设观测一个角度的中误差为±04″｜晒᥎屴角形内角和的中误差应为±12″。__________
	7． 用一般方法测设水平角｜晞鑓홶�Ŷ�萀⼀㉥륔ᅾ뽏履㹨㝥륔ᅾ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8． 地形图的比例尺精度慜扏仿屦表示地物、地貌慜扻聵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9． 方位角的取值范围为0 ~±360 。__________
	10．象限角的取值范围为0 ~±180 。__________
	11．双盘位观测某个方向的竖直角可以消除竖盘指标差的影响。__________
	12．施工放样与测图相比精度要求相对较高。__________
	13．观测单个水平角时｜晎�ⲑ익⡥륔ᆉ쉭䭥륬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4．天文地理坐标的基准面是大地水准面。__________
	15．等高线在过山脊或山谷时｜晞鑎熁ᙜ熌㝢ၫ捎꓿᭜熌㝻䦚�뽞鑑凜ᆚ�ӿ屦山脊等高线应凸向低处。__________
	16．用一般方法测设水平角时｜暐ᩞ㡵⡶�偏䵿溏�䱭䮋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7．在相呜暉쉭䭧慎ஏ�䱶葔ѫ↉쉭䯿屦就是呜晼빞ꚉ쉭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18．中误差越小｜晧䍜ㆍ詜屦观测精度越低。__________
	19．大地水准面所包围的地球形体｜晹㩙❗く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20．系统误差影响观测值的精密度｜晐癱㚋煔춉쉭䭐㱶葑외湞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21．磁方位角等于真方位角加磁偏角。__________
	22．等高线是闭呜扦뿿屦但当等高线通过特殊地貌时图上是断开的｜晛麖䕦⽎칲祫詗れ豑薐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23．水准仪整平的目的是使视线水平。__________
	24．横轴是目镜光心与物镜光心的连线。__________
	25．外业测量所依据的基准面是大地水准面｜晢䁏鵣湶著祝왾뽦⽬핾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26．常用的测角仪器是水准仪。__________
	27．大地高指的是某点沿着铅垂线到大地水准面的距离｜晓좈ꭹ㨠Ლ�ଠ᷿屦或“海拔”。__________
	28．为了使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系的y坐标恒大于零｜晜碏璁ⵙ⹛偓䡾뾉罹ﬀ㔀　　欀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29．采用全站仪放样可以完全取代采用经纬仪放样。__________
	30．地面数字测图中的草图只需记录地物点的连接关系及其属性｜晎�끟啑외湶葰륏䴰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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