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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感图像解译实习指导 

 

 遥感图像解译实习的实施步骤 

1、组织培训 

遥感图像解译是一项认真细致的工作，解译人员必须遵循一定的基本程序与步骤，才能

更好地完成解译任务。以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为例，首先须对学生进行有关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土地利用分类及分类系统、遥感图像处理和图像解译、数字化与数据处理以及外业调绘要求

和调查表的填写等培训，使其明确解译任务，并熟练地掌握土地利用类型解译和更新调查的

每个步骤的要求，为组织落实实习的各项工作环节打好基础。 

2、工作准备   

⑴数据准备 

搜集与分析有关资料、选择合适波段与恰当时相的遥感图像。不同的遥感图像可满足不

同土地利用分类精度的要求。从宏观角度出发，使用 TM 数据进行的耕地调查，基本上可以

满足国家级要求。而在主要农业区进行耕地调查时，最好使用 SPOT 遥感图像。对于重要的

经济地区，有特殊要求时，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全色小比例尺航空遥感图像和 TM 多

光谱数据或者高分辨率全色波段图像和次低多光谱图像相融合的方式，可以取得理想的效

果。具体包括：收集近期各种类型卫星遥感图像、详查原始像片与土地利用现状图、新增建

设用地报批资料、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资料、土地开发整理补充调查和潜力调查资料、“城中

村”调查资料以及各类文字统计资料等。对遥感图像数据进行几何纠正与配准，制作正射图

像图。 

⑵技术路线 

应用遥感技术进行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常用的方法有图像－图像对比解译、矢量底图－

图像对比解译、图像叠加分析法、多时相直接分类法等。各种方法各有优缺点，在实际工作

中应根据各地特点进行选择，往往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才能精确解译，达到土地利用现状调

查的目的。  

3、初步解译与样区的野外考察 

初步解译的主要任务是到实习的区域进行野外考察，掌握解译区域特点，确立典型解译

样区，建立目视解译标志，探索解译方法，为全面解译奠定基础。 

4、室内解译 

初步解译与样区的野外考察，奠定了室内解译的基础。建立遥感图像解译标志后，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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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根据图像特征对卫星遥感正射图像图进行室内解译，并附以其它相关资料，与土地利用现

状图进行比较，发现变化要素将其绘制到工作底图上，具体做法如下。 

⑴ 图斑解译更新。利用正射遥感图像图，依照室内解译方法，对图斑的形状、大小、

色调、位置、纹理等特征进行对照分析。对已发生变化的图斑，参照新增建设用地报批、耕

地后备资源调查资料和土地开发整理补充调查和潜力调查等资料，将变化的地类和位置标绘

在工作图上。对于无法在室内确定是否发生变化的图斑，或变化不明确的，要进行外业实地

调查，以确保更新的准确性。 

⑵ 线状地物的解译与更新。将详查的原始像片与卫片图进行比较，查找原有的线状地

物在新卫片图上的位置，若线状地物还存在，则在图上相应位置补充绘制并标明宽度和地类。

若线状地物所在位置已变为大片建设用地，则该线状地物已消失，则应在土地利用现状图上

将其删除。 

⑶ 耕地坡度调查。利用已建立的数字高程模型，对耕地坡度进行分级调查，其中地面

倾角<2˚的为 1 级，2～6˚的为 2 级，7～15˚的为 3 级，16～25˚的为 4 级，>25˚的为 5 级。 

5、野外调查 

室内目视解译的初步结果，需要进行野外验证，以检验目视解译的质量和精度。对于详

细解译中出现的疑难点、难以解译地方则需要在野外验证过程中补充解译。即在内业解译的

基础上，对变化要素进行实地调绘、核实和补测，填写野外调查记录。其主要工作是： 

(1) 对境界与土地权属进行调绘。土地权属界包括村、农、林、牧、渔场界，居民点外

的厂矿、机关团体、部队、学校等企事业单位的土地所有权界和使用权界。 

对于原来有争议的土地，应在更新调查时设法予以解决，明确土地权属界线；对还未能

解决的争议边界，则以原土地详查时的工作界线作为本次更新调查量算面积的工作界线使用

（注：此条实习时可不做）。 

(2) 对室内解译的变化图斑进行核实和调绘。对内业解译的变化图斑，进行实地核实，

确定其变化后的地类，用铅笔在工作图上标明图斑的地类，对于线状地物还需丈量其宽度。

对于内业解译错误的图斑，在工作图上用红色笔标明。 

(3) 对遥感图像与实地不一致的地方进行调绘。对于遥感图像上未反映的变化图斑，应

采用实地丈量的方法将变化图斑绘制在工作图上，并注明地类码和变更年份。当变化范围较

大或利用普通丈量方法不便测绘时，采用 GPS 技术进行外业测量。  
外业调绘时，将遥感图像和薄膜图进行套合，采用铅笔在薄膜图上绘出变化图斑的轮廓

线，并注明地类号。对于宽度大于 1.0 米小于 50 米的线状地物，还需丈量其宽度，丈量精

度精确到 0.1 米，在图上标明地类和宽度。宽度变化较大的线状地物应分段丈量。  

(4) 零星地物的更新调绘。可根据室内解译和实地调查，找出已经消失的零星地物，如

建设用地中的零星地物，将其删除。未调绘零星地物的，要制定零星地物补调工作方案，填

写《零星地物记录表》，补充建立零星地物数据库。 

(5) 耕地坡度复核。对室内生成的耕地坡度进行外业复核，发现错误，查明原因及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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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6、目视解译成果的整理转绘与制图 

⑴ 野外调查完成后，依据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的有关要求，对外业调查的薄膜草图进行

清绘上色，整理外业调查记录表。并组织检查、验收成果资料，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下步的

内业数字化工作。 

⑵ 遥感图像目视解译成果，一般以专题图或遥感图像图的形式表现出来。将遥感图像

目视解译成果转绘成专题图，可以采用三种方法： 一是手工转绘成图；二是在精确几何基

础的地形图上采用转绘仪进行转绘成图；三是在计算机上进行屏幕数字化转绘成图，即将经

过清绘上色的薄膜草图进行计算机扫描，再经过几何处理后与遥感正射图像进行叠加套合

（或者不扫描草图，直接参照外业调查的薄膜工作草图，在遥感正射图像上进行屏幕勾绘），

进行专题图的内业数字化绘制。最后对专题图进行整饰加工，绘制专题图图框、图例和比例

尺等，形成可供出版的遥感解译专题图。 

⑶ 文字总结报告包括实习工作报告和实习技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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