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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是“十二五”土地整治规划中

的重中之重，土地整治规划中强调要在持续推进土地整

治的过程中逐步建成设施齐全、生态良好、产量稳定、

区域集中的现代化基本农田。一般来说，高标准基本农

田的建设是该区域土地地貌、土地使用程度的真实写照，

土地的可行性研究以及各规划方案的提出都要以高标准

基本农田的建设标准为前提。因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

目涉及到多个领域，任务重、工期短等特点极为明显，

所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不是普通农田所能比拟的。

因此，为了在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过程中更好地贯彻

国家的各种政策，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的应用就显得尤

为重要，将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应用于高标准基本农田

的建设，不仅能将不必要的时间、成本降至最小，还能

使建设工程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进一步优化。

1　无人机摄影测量在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应用的

优势

1.1 现状图成图时间短，测绘成本低

无人机可远程测量测绘区域，无人机摄像头可对测

绘区域进行直接拍摄，这是传统人工测绘无法比拟的优

势，如此，不仅能将农田测绘成本降低到最小范围内，

还能使测绘区域的成图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在快速成

图的辅助下，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规划时间也会更充

裕，施工质量也可得到最大的保障。

1.2 信息丰富，直观性更强

无人机摄影测量仪器的分表率极高，无人机拍摄画

面会包含农田建设区域的一些细节化之处，相关人员只

要再结合地形图，即可顺利开展对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地

质勘察规划设计工作，不仅能大大降低农田建设工程的

现场勘查强度，还能避免大量人力成本的浪费。而且无

人机摄像头的变焦度基本上都不低于 10 倍，工作人员可

对拍摄图片进行放大，使画面内容更为形象、直观，从

而更具象的掌握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程的现状 [1]。

1.3 测量精度高，分布均匀

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可最大限度的确保成图的精准

性和画面内容的均匀度。航拍打破了地形、时间、空间

的限制，所拍摄的画面内容都有着极高的精确度，图中

的所有信息都可直接作为后期规划建土方量计算、纵断

面绘制等工作的参考数据。

2　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在高标准农田中的应用

2.1 测区概况

西吉县位于宁夏南部，东经105° 20’—106° 04、

北纬35° 35’—36° 14’是其地理坐标，西吉县西滩乡何

庄、西滩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与西吉县相隔20km，地处

葫芦河支沟山坡、台地，北低南高的地势，归属黄土丘陵

地段，黄土土层深厚，流域内耕地面积约为6335.1亩。

2.2  VRS 技术作业原理及应用于高标准基本农田测

量中的技术路线

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VRS 技术（虚拟参考

站技术）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VRS 技术是基于全

新的技术平台，GPS-RTK 测量的精确度和准确性都有了

更大的提升。在进行区域测量时，为了使测量定位数据

更为精准、可靠，用户会在距离流动站几米的位置处建

立全新的虚拟参考站。在实际测绘高标准基本农田的过

程中，基准站会实时地把观测数据传输至数据处理中心，

数据处理中心进行残差、误差的计算，并生成更为直观

的数据模型。用户开启定位后，坐标数据会直接传输至

数据中心，该坐标位置就会自动成为数据处理中心的虚

拟参考站，在初步估计残差后，虚拟的载波相位观测值

的生成以虚拟参考站和基准站的坐标为基准，然后把观

测值传递给用户，提升用户定位的精确度 [2]。与 RTK 作

业相较，VRS 技术的精确度和效率会更高，作业不受时

间、地点、天气等多种因素影响，而且，无线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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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日渐成熟，VRS 技术在区域测量中的使用率会越来

越高。用 VRS 技术对高标准基本农田进行测量，其精确

度会延伸到厘米，建设项目获得数据也会更为精准。在

应用 VRS 技术测量农田时，需把农田的相关资料准备齐

全，制订出具有高度可行性的测绘作业指南，查看测量

仪器和设备是否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中 [3]。可将 VRS 技术

广泛应用到沟渠、耕地、地类边界等外部作业数据采集

的过程中。以计算机上导出的数据和外业草图为参考，

绘制出较为详细的地形地物。

2.3 空三加密

三种加密的范围很广，但对选点有着极高的要求。

以下三个方面就恰好体现出了在选点上的高要求：第一：

距离主点 1cm 以内的明显点是主点附近模型连接点的最

优选择。若 1cm范围内的点都不明显，可适当将选点范

围延伸到1.5cm范围内；第二：在选择同一图像上的三个

连接点时，要秉承经过主点且与方位线相垂直的直线交

点1cm内的选点原则，尽可能确保每6个连接点连在一起

可出现矩形，必须保证3个连接点与图片的边缘处在地图

线外围；第三，为了尽可能降低河流、山谷对高标准基本

农田定位的干扰，在选择山谷、河道航线的过程中，模型

上、中、下三点的高度需处于相差不大的范围内 [4]。

2.4 监测土壤湿度

土壤湿度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监测标准，可有效控制

地面、大气产生的热量，并担任输送水分的重要功能。

实时监测土壤湿度可全面掌握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过程

中的水涝、干旱等状况，了解农作物在各个阶段内的生

长现状。传统的土壤湿度监测手段不具长期性，监测范

围较小，动态化监测能力较低；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可

借助光照，找出不同空间中的图像差异，根据差异和特

性进行细致化分析，进而获取更为精准的土壤湿度以及

其他数据信息，在更具准确性数据的参考之下，土壤湿

度的监测会更加科学合理，模型的建立也会更贴近高标

准基本农田的实际情况 [5]。同时，无人机在监测土壤湿

度方面的时效性极高，而且成本也远低于传统监测。我

国的地形本就千变万化，极为复杂，无人机摄影测量技

术在大面积的复杂地形测量上还是有着较高的实用价值。

2.5 外业调绘

首先，在映射前要仔细检查立体成像的数据是否准

确；映射期间，做好现场检查和数据收集工作，对错误

和遗漏项进行及时更改 [6]。并将不可能或组装精确性较

差的图像元素（阴影功能、隐藏作品等）添加进去。在

此次调查中发现高标准基本农田有很小一部分被住宅所

占用，需从农田区域中扣掉占有地的实际面积。

2.6 其他领域

无人机技术不仅在高标准基本农田中的使用率较高，

在农业保险赔付等多个方面也都广为应用。无人机技术

可有效解决农业保险赔付的时效性、现场勘查定损难等

问题，进一步提升勘察工作的效率，将人力物力的耗费

降至最小 [7]。不仅能使农田赔付勘察的准确性得到进一

步提升，还能使工作效率得到不断的优化。无人机携带移

动基站的应用，可拓宽无线数据监测的范围，进一步降低

基准站的支出，使农场的管理规划向现代化方向靠拢。

3　结语

VRS 技术和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在高标准基本农田

建设中的应用，可使项目现状快速成图，项目规划设计

数据的可靠性和精准性更高，时间成本和人力物力的成

本都可降低到最小范围内，后期规划设计的计算数据会

更具准确性。而且，在测绘技术正日趋成熟的背景之下，

VRS 技术和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在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中的使用率会越来越高。只有将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的

优势发挥至最大，才能更好地助力于现代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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