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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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香港理工大学、武汉大学、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湖北省测绘质量监督

检验站、河北省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山东省测绘产品质量检验站、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江苏省

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史文中、张效康、韩钰、赵海涛、周进、姚炳全、张志艺、黄海英、熊芬、王春雷、

周靖、于立国、王福杰、朱二巧、刘博文、黄迎春、龚芸、余永欣、杨旭东、虞继进、杨胜万、陆玉祥、葛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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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地理国情监测是利用现代测绘地理信息技术，对自然、人文和社会经济等要素动态变化的监测，是

科学、及时掌握地理国情信息，提供权威、准确的地理信息服务的重要手段。数据成果可靠性评估是地

理国情监测的重要技术问题之一，可靠的地理国情监测结果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为了保障地理国

情监测数据成果的真实可靠，需要制定技术标准对可靠性评估进行指导。

本文件针对地理国情要素数据和地表覆盖分类数据成果，规范了可靠性评估指标、模型和实施流

程，制定了可靠性评估方案，提供了地理国情监测数据成果可靠性与生产过程可靠性评估方法，为实际

数据成果可靠性评估提供指导。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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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国情监测数据成果可靠性评估

技术规程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理国情监测数据成果可靠性评估的对象、内容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地理国情监测数据成果可靠性评估，生产过程可靠性评估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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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３３４５１—２０１６　地理信息　空间抽样与统计推断

ＣＨ／Ｔ９０２９—２０１９　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内容与指标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地理国情监测数据　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犵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犱犪狋犪

利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ＮＳＳ）、航空航天遥感技术（ＲＳ）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ＧＩＳ）等现代测绘

技术，结合各时期测绘成果档案，对构成国家物质基础的各种条件因素进行动态和定量化、空间化的监

测，所形成的数据成果。

３．２

地理国情要素数据　犳犲犪狋狌狉犲犱犪狋犪狅犳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犵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

以地理实体形式采集的道路、水域、构筑物以及地理单元４类地理要素数据成果。

３．３

地表覆盖分类数据　犾犪狀犱犮狅狏犲狉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犱犪狋犪

按地表覆盖分类要求采集的空间数据成果。

３．４

成果可靠性　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犱犪狋犪狉犲狊狌犾狋狊

在特定时空环境内和规定条件下，数据成果与地表客观情况的符合程度。

３．５

可靠性　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

特定时空环境内和规定条件下的数据反映地表客观情况的能力。

３．６

模糊可靠性　犳狌狕狕狔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

以模糊集合形式表达的数据可靠性。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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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可靠性推理　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狉犲犪狊狅狀犻狀犵

根据影响评估对象可靠性的基本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其相关性，计算中间变量的可靠性，通过逐

层分析，推导出评估对象可靠性的技术。

３．８

类别可靠性　犮犾犪狊狊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

地理国情监测数据各类别的可靠程度。

３．９

单位成果　犻狋犲犿

为实施地理国情监测数据可靠性评估而划分的基本单位。

３．１０

批成果　犾狅狋

统一技术设计要求下生产的同一测区的单位成果集合。

３．１１

单位成果可靠性　犻狋犲犿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

批成果中单位成果的可靠程度。

３．１２

批成果可靠性　犾狅狋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

批成果的可靠程度。

３．１３

精确性　狆狉犲犮犻狊犻狅狀

地理国情监测数据对相应客观现实状况描述的精确程度。

３．１４

鲁棒性　狉狅犫狌狊狋狀犲狊狊

地理国情监测数据抵抗系统外部干扰且维持自身性能稳定的能力。

３．１５

一致性　犮狅狀狊犻狊狋犲狀犮狔

地理国情监测数据与相应客观世界真实状况的相似程度。

３．１６

完整性　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狀犲狊狊

地理国情监测数据描述客观世界实体空间及属性信息的全面程度。

３．１７

适用性　犪狆狆犾犻犮犪犫犻犾犻狋狔

地理国情监测数据在具体应用中的适用程度。

３．１８

现势性　犮狌狉狉犲狀犮狔

地理国情监测数据与规定时间节点客观世界真实状况之间的符合程度。

３．１９

设计可靠性　犱犲狊犻犵狀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

地理国情监测数据获取过程中，所设计的指标、模型和方法等对可靠性影响的程度。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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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评估对象与框架

４．１　评估对象

可靠性评估对象为地理国情监测中的地理国情要素数据和地表覆盖分类数据，数据内容按照

ＣＨ／Ｔ９０２９—２０１９中第５章的规定。

４．２　评估框架

４．２．１　地理国情监测数据成果可靠性评估包括直接评估和间接评估两种方法：直接评估即直接对数据

成果进行可靠性评估；间接评估指对数据生产过程进行可靠性推理从而实现数据成果的可靠性评估。

可靠性评估框架见图１。优先选择直接评估方法进行数据成果可靠性评估；当参考数据不足时，可通过

间接评估方法进行可靠性评估。间接评估是在参考数据不足时对于直接评估的一种补充，间接评估结

果可以反映成果可靠性的趋势，两者的结合可以更全面地表达数据成果可靠性。

图１　可靠性评估框架

４．２．２　直接评估通过数据成果可靠性评估指标计算，对数据成果进行评估，分为类别可靠性评估、单位

成果可靠性评估和批成果可靠性评估３个层次。

４．２．３　间接评估首先根据影响生产过程可靠性的基本因素，计算可靠性基本指标，然后根据指标之间

的逻辑关系进行可靠性推理，推导出数据成果的可靠性。

４．２．４　可靠性评估后，应编制可靠性评估报告，列出可靠性评估指标计算结果，分析影响可靠性的主要

因素。可靠性评估报告的内容参见附录Ａ。

５　直接评估方法

５．１　空间分层抽样

５．１．１　采用空间分层抽样的方法对批成果进行可靠性评估。根据生产单位作业水平、地表复杂度和测

区类型等因素对批成果数据集进行分层。抽样单位为图幅。

５．１．２　计算抽样量，并根据抽样量和抽样比例在各层布设样本，进行空间分层抽样，具体计算方法按照

ＧＢ／Ｚ３３４５１—２０１６中４．８．２的规定。

５．２　可靠性评估指标计算

地理国情监测数据成果可靠性评估指标由精确性、现势性、鲁棒性、完整性、一致性、设计可靠性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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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性７个指标组成（见图２），评估内容和指标计算方法见附录Ｂ中表Ｂ．１。

图２　地理国情监测数据成果可靠性评估指标

５．３　类别可靠性评估

地理国情监测数据类别可靠性由类别可靠性评估指标加权求和得到，指标权重按照层次分析法确

定。类别可靠性评估具体计算方法见表Ｂ．２。

５．４　单位成果可靠性评估

地理国情监测数据单位成果可靠性按类别可靠性加权求和的方法进行计算，权重由该类要素个数

（对地理国情要素数据）或图斑面积（对地表覆盖分类数据）在单位成果所占比例确定。单位成果可靠性

评估具体计算方法见表Ｂ．２。

５．５　批成果可靠性评估

地理国情监测数据批成果可靠性按单位成果可靠性加权求和的方法进行计算，权重由其包含的要

素个数（对地理国情要素数据）或图斑面积（对地表覆盖分类数据）在批成果所占比例确定。批成果可靠

性评估具体计算方法见表Ｂ．２。

６　间接评估方法

６．１　评估框架

地理国情监测数据成果可靠性间接评估框架见图３，基本指标是可直接量化的指标，中间变量是通

过基本指标推理出的结果。遥感正射影像可靠性推理模块［见图３ａ）］的输出可作为地理国情监测数据

成果可靠性推理模块［见图３ｂ）］的输入。间接评估在评估对象数据生产作业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可以

对评估对象进行整体评估；在评估对象数据生产作业条件不同的情况下，可将评估对象按照生产作业条

件分成不同的批次，分批次进行过程可靠性评估。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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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　遥感正射影像可靠性推理模块

犫）　地理国情监测数据成果可靠性推理模块

说明：

　中间变量　　　　　　　　　　　　　 　基本指标

　 或门 　 与门

图３　间接评估框架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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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基本指标计算

地理国情监测数据成果可靠性间接评估基本指标是影响数据生产过程可靠性的基本因素，是可直

接量化的指标。数据生产过程可靠性基本指标及其计算方法见附录Ｃ中表Ｃ．１。

６．３　可靠性推理

设定基本指标可靠性的模糊上限和下限，构建三角模糊数，得到基本指标的模糊可靠性；根据基本

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其相关性，按照表Ｃ．２中的相应公式，计算中间变量的模糊可靠性，推导出数据

成果的可靠性。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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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

可靠性评估报告内容提纲

　　可靠性评估报告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ａ）　可靠性评估工作概况。给出评估的基本概况，包括评估时间、评估地点、评估方式、评估人员和

评估的软硬件设备等。

ｂ）　评估成果概况。简述成果生产基本情况，包括来源、测区位置、生产单位、单位资质等级、生产

日期、生产方式、成果形式和批量等。

ｃ）　评估依据。列出全部评估依据。

ｄ）　抽样情况。包括抽样依据、抽样方法和样本数量等，若为计数抽样，则列出抽样方案。

ｅ）　评估内容及方法。阐述成果的各个可靠性评估指标及评估方法。

ｆ）　影响数据可靠性的因素。按可靠性评估指标，分别叙述影响数据可靠性的主要因素。

ｇ）　可靠性评估结果。包括按评估指标分别对成果可靠性进行综合叙述（不含评估结论）、按评估

指标列出样本可靠性评估结果、其他意见或建议等。

ｈ）　有关附件（附图、附表）。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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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时
间
段
内
，
地
表
发
生
变
化
的
要
素
个
数
；
对
于
地

表
覆
盖
分
类
数
据
， 狀
ｔ
为
发
生
变
化
的
图
斑
面
积
；

犖
—
—
—
对
于
地
理
国
情
要
素
数
据
， 犖
为
评
估
对
象
要
素
总
数
；
对
于
地
表

覆
盖
分
类
数
据
， 犖
为
评
估
对
象
总
面
积

鲁
棒
性

评
估
数
据
抵
抗
系
统

外
部
干
扰
且
维
持
自

身
性
能
稳
定
的
能
力

狉
ｒｏ
＝
犘

烄 烆狊
－
２
∑犖

犻
＝
１

（ 狊
犻
－
狊
）２

犖
－
１

槡
＜
狊
＜
狊
＋
２
∑犖

犻
＝
１

（ 狊
犻
－
狊
）２

犖
－
１

槡
烌 烎

狉
ｒｏ
—
—
—
鲁
棒
性
评
估
结
果
，
表
示
质
检
员
数
据
质
量
打
分
偏
离
平
均
分
数
不

超
过
２
倍
标
准
差
的
概
率
；

狊
—
—
—
质
量
打
分
归
一
化
结
果
的
均
值
；

狊
犻
—
—
—
第
犻
个
质
检
员
对
该
数
据
质
量
检
查
的
归
一
化
结
果
（
区
间
： ０
～
１
）
；

犖
—
—
—
参
与
检
查
的
质
检
员
总
人
数
；

狊
—
—
—
质
量
打
分
归
一
化
结
果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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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犅
．１
　
数
据
成
果
可
靠
性
评
估
指
标
计
算
方
法
（
续
）

评
估
指
标

评
估
内
容

评
估
方
法

说
　
　
明

完
整
性

评
估
数
据
描
述
客
观

世
界
实
体
空
间
及
属

性
信
息
的
全
面
程
度

狉
ｃ
＝
（ １
－
狀
ｃ
／
犖
）
＋
（ １
－
犿
ｃ
／
犕
）

［
］／
２

狉
ｃ
—
—
—
完
整
性
评
估
结
果
；

狀
ｃ
—
—
—
对
于
地
理
国
情
要
素
数
据
， 狀
ｃ
为
多
余
或
遗
漏
的
要
素
个
数
；
对
于

地
表
覆
盖
分
类
数
据
， 狀
ｃ
为
多
余
或
遗
漏
的
图
斑
面
积
；

犖
—
—
—
对
于
地
理
国
情
要
素
数
据
， 犖
为
评
估
对
象
要
素
总
数
；
对
于
地
表

覆
盖
分
类
数
据
， 犖
为
评
估
对
象
总
面
积
；

犿
ｃ
—
—
—
评
估
对
象
多
余
或
者
遗
漏
的
类
别
数
；

犕
—
—
—
地
表
实
际
存
在
的
数
据
类
别
数

一
致
性

评
估
数
据
与
相
应
客

观
世
界
真
实
状
况
的

相
似
程
度

狉
ｃｏ
＝

∑ 犻
狓
犻犻

犖
－
∑ 犻
狓
犻
＋
狓
＋
犻

犖
２

１
－
∑ 犻
狓
犻
＋
狓
＋
犻

犖
２

狉
ｃｏ
—
—
—
一
致
性
评
估
结
果
，
例
如
，
使
用
Ｋ
ａ
ｐ
ｐ
ａ
系
数
定
量
描
述
；

狓
犻犻
—
—
—
沿
着
对
角
线
元
素
；

犖
—
—
—
混
淆
矩
阵
所
有
元
素
的
和
；

狓
犻
＋
—
—
—
第
犻
行
元
素
的
和
；

狓
＋
犻
—
—
—
第
犻
列
元
素
的
和

设
计

可
靠
性

评
估
所
设
计
的
指
标
、

模
型
和
方
法
等
对
可

靠
性
影
响
的
程
度

狉
ｄ
＝
１
－
狀
ｃ
ｈ
／
犖

狉
ｄ
—
—
—
设
计
可
靠
性
评
估
结
果
；

狀
ｃ
ｈ
—
—
—
对
于
地
理
国
情
要
素
数
据
， 狀
ｃ
ｈ
为
由
于
尺
度
变
化
造
成
的
要
素
增
加

或
减
少
的
个
数
；
对
于
地
表
覆
盖
分
类
数
据
， 狀
ｃ
ｈ
为
由
于
尺
度
变
化

造
成
的
图
斑
增
加
或
减
少
的
面
积
；

犖
—
—
—
此
处
以
采
集
尺
度
为
例
，
对
于
地
理
国
情
要
素
数
据
， 犖
为
当
前
尺

度
下
采
集
的
要
素
个
数
；
对
于
地
表
覆
盖
分
类
数
据
， 犖
为
当
前
尺

度
下
采
集
的
图
斑
总
面
积

适
用
性

评
估
数
据
在
具
体
应

用
中
的
适
用
程
度

狉
ａ
ｐ
＝
１ 犖
∑ 犻
（
ｍ
ａ
ｘ
犼

｛ 狘
犆
犛 犻
∩
犆
犜 犼
狘
｝

犆
犛 犻

）
， 犻
＝
１
， ２
，
．．
．，
犖
； 犼
＝
１
， ２
，
．．
．，
犑

狉
ａ
ｐ
　
　
—
—
—
适
用
性
评
估
结
果
。
例
如
，
地
理
国
情
监
测
数
据
同
时
对
于

第
三
次
全
国
国
土
调
查
的
适
用
性
；

犖
—
—
—
要
素
或
地
表
覆
盖
分
类
数
据
个
数
；

犆
犛 犻

—
—
—
源
系
统
犛
（
地
理
国
情
监
测
）
中
第
犻
个
要
素
或
地
表
覆
盖
分

类
数
据
所
属
类
别
的
语
义
特
征
集
合
；

犆
犜 犼

—
—
—
目
标
系
统
犜
（
如
第
三
次
全
国
国
土
调
查
）
第
犼
个
类
别
的
语

义
特
征
集
合
；

犆
犛 犻
∩
犆
犜 犼
—
—
—
两
集
合
中
共
有
的
语
义
特
征
集
合
；

犑
—
—
—
目
标
系
统
犜
类
别
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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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犅
．２
　
数
据
成
果
可
靠
性
评
估
指
标
综
合
方
法

评
估
指
标

评
估
内
容

评
估
方
法

说
　
　
明

类
别

可
靠
性

评
估
地
理
国
情
监
测

类
别
数
据
可
靠
性

狊
犽
＝
∑ 犻
狑
犻狉
犽 犻

狊
犽
—
—
—
第
犽
类
的
可
靠
性
；

狑
犻
—
—
—
第
犻
个
可
靠
性
评
估
指
标
的
权
重
，
通
过
层
次
分
析
法
确
定
；

狉
犽 犻
—
—
—
第
犽
类
的
第
犻
个
可
靠
性
评
估
指
标

单
位
成
果

可
靠
性

评
估
地
理
国
情
监
测

单
位
成
果
数
据
可

靠
性

狌
狀
＝
∑ 犽
狑
犽 狊
犽 狀

狌
狀
—
—
—
第
狀
个
单
位
成
果
的
可
靠
性
；

狑
犽
—
—
—
第
犽
类
的
权
重
，
即
地
理
国
情
要
素
数
据
中
该
类
要
素
的
个
数
或
地

表
覆
盖
分
类
数
据
中
该
类
图
斑
面
积
在
单
位
成
果
中
所
占
比
例
；

狊
犽 狀
—
—
—
第
狀
个
单
位
成
果
中
第
犽
类
的
可
靠
性

批
成
果

可
靠
性

评
估
地
理
国
情
监
测

批
成
果
数
据
可
靠
性

犚
＝
∑ 狀
狑
狀
狌
狀

犚
—
—
—
批
成
果
的
可
靠
性
；

狑
狀
—
—
—
第
狀
个
单
位
成
果
的
权
重
，
即
地
理
国
情
要
素
数
据
的
个
数
或
地

表
覆
盖
分
类
数
据
的
图
斑
面
积
在
批
成
果
中
所
占
比
例
；

狌
狀
—
—
—
第
狀
个
单
位
成
果
的
可
靠
性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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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
规
范
性
）

间
接
评
估
指
标
计
算
方
法

　
　
间
接
评
估
指
标
计
算
中
的
数
据
生
产
过
程
可
靠
性
基
本
指
标
计
算
方
法
见
表
Ｃ
．１
，
数
据
生
产
过
程
可
靠
性
推
理
方
法
见
表
Ｃ
．２
。

表
犆
．１
　
数
据
生
产
过
程
可
靠
性
基
本
指
标
计
算
方
法

评
估
指
标

评
估
内
容

评
估
方
法

说
　
　
明

影
像
地
面

分
辨
率

反
映
所
用
的
遥
感
影

像
的
分
辨
率
对
成
果

可
靠
性
的
影
响
程
度

犚
１
＝

μ
＋
２
－
狊

２
×
（ １
－
μ
）
，
　
　
狊
＜
２
　

μ
×
１
０
－
狊

８
，

２
≤
狊
＜
１
０

０
，

　
　
狊
≥
１
０

烅烄 烆

犚
１
—
—
—
基
本
指
标
影
像
地
面
分
辨
率
对
可
靠
性
的
影
响
程
度
；

μ
—
—
—
常
数
，
分
辨
率
为
最
低
限
值
时
的
影
像
可
靠
性
，
视
具
体
生
产
实
际

而
定
；

狊
—
—
—
影
像
地
面
分
辨
率
，
单
位
为
米
（ ｍ
）

影
像

现
势
性

反
映
所
使
用
影
像
的

获
取
时
间
对
成
果
可

靠
性
的
影
响
程
度

犚
２
＝
狏
＋

狋

犜
２
－
犜
１

×
（ １
－
狏
）
，
０
≤
狋
＜
（ 犜

２
－
犜
１
）

０
，

狋
＜
０
　
　

烅烄 烆

犚
２
—
—
—
基
本
指
标
影
像
现
势
性
对
可
靠
性
的
影
响
程
度
；

狏
—
—
—
常
数
， 狋
＝
０
时
影
像
的
可
靠
程
度
，
视
具
体
生
产
实
际
而
定
；

狋
—
—
—
影
像
实
际
获
取
时
间
与
犜
１
之
间
的
时
间
差
，
单
位
为
月
；

犜
２
—
—
—
项
目
规
定
时
间
节
点
；

犜
１
—
—
—
规
定
的
影
像
最
早
获
取
时
间

影
像

清
晰
度

反
映
影
像
细
微
差
别

对
成
果
可
靠
性
的
影

响
程
度

犚
３
＝
∑犕
－
１

犻
＝
０
∑犖
－
１

犼
＝
０

Δ
２ 犻
犳
（ 犻
， 犼
）
＋
Δ
２ 犼
犳
（ 犻
， 犼
）

２
槡 （ 犕
－
１
）
（ 犖
－
１
）

犚
３
　
　
　
—
—
—
基
本
指
标
影
像
清
晰
度
对
可
靠
性
的
影
响
程
度
；

犕
—
—
—
影
像
的
行
数
；

犖
—
—
—
影
像
的
列
数
；

Δ
犻
犳
（ 犻
， 犼
）
—
—
—
影
像
像
素
点
灰
度
在
行
方
向
上
的
梯
度
；

Δ
犼
犳
（ 犻
， 犼
）
—
—
—
影
像
像
素
点
灰
度
在
列
方
向
上
的
梯
度
；

犳
（ 犻
， 犼
）
—
—
—
影
像
像
素
点
灰
度
值

影
像
几
何

纠
正

反
映
使
用
影
像
正
射

纠
正
的
平
面
精
度
对

成
果
可
靠
性
的
影
响

程
度

犚
４
＝

０
，

　
　
　
犿
≥
犿
０

犮
＋
犿
０
－
犿

０
．７
×
犿
０

×
（ １
－
犮
）
，

０
．３
犿
０
＜
犿
＜
犿
０

１
，

　
　
　
　
　
犿
≤
０
．３
犿
０

烅烄 烆

犚
４
—
—
—
基
本
指
标
影
像
几
何
纠
正
对
可
靠
性
的
影
响
程
度
；

犿
—
—
—
影
像
纠
正
检
测
中
误
差
；

犿
０
—
—
—
影
像
纠
正
中
误
差
限
值
；

犮
—
—
—
不
超
过
误
差
限
值
的
情
况
下
，
默
认
的
可
靠
性
最
小
值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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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犆
．１
　
数
据
生
产
过
程
可
靠
性
基
本
指
标
计
算
方
法
（
续
）

评
估
指
标

评
估
内
容

评
估
方
法

说
　
　
明

影
像
数
据

接
边

反
映
影
像
接
边
精
度

对
成
果
可
靠
性
的
影

响
程
度

犚
５
＝

０
，

　
　
　
犾
≥
犾
０

犱
＋
犾
０
－
犾

０
．７
×
犾
０

×
（ １
－
犱
）
，

０
．３犾

０
＜
犾
＜
犾
０

１
，

　
　
　
　
犾
≤
０
．３犾

０

烅烄 烆

犚
５
—
—
—
基
本
指
标
影
像
数
据
接
边
对
可
靠
性
的
影
响
程
度
；

犾
—
—
—
影
像
接
边
检
测
中
误
差
；

犾
０
—
—
—
影
像
接
边
中
误
差
限
值
；

犱
—
—
—
不
超
过
误
差
限
值
的
情
况
下
，
默
认
的
可
靠
性
最
小
值

基
础
地
理

信
息
数
据

反
映
基
础
地
理
信
息

数
据
对
成
果
可
靠
性

的
影
响
程
度

犚
６
＝
１ 犖
∑犖

犻
＝
１

狊
犻
／
１
０
０

犚
６
—
—
—
基
本
指
标
基
础
地
理
信
息
数
据
对
可
靠
性
的
影
响
程
度
；

犖
—
—
—
用
于
数
据
生
产
的
基
础
地
理
信
息
数
据
成
果
数
量
；

狊
犻
—
—
—
第
犻
个
基
础
地
理
信
息
数
据
单
元
（
如
图
幅
）
的
质
量
得
分

专
题
数
据

反
映
专
题
数
据
对
成

果
可
靠
性
的
影
响

程
度

犚
７
＝
１ 犖
∑犖

犻
＝
１

狊
犻
／
１
０
０

犚
７
—
—
—
基
本
指
标
专
题
数
据
对
可
靠
性
的
影
响
程
度
；

犖
—
—
—
用
于
数
据
生
产
的
专
题
数
据
成
果
数
量
；

狊
犻
—
—
—
第
犻
个
专
题
数
据
的
质
量
得
分

人
员
操
作

反
映
数
据
采
集
人
员

根
据
遥
感
正
射
影
像

进
行
人
工
解
译
过
程

对
成
果
可
靠
性
的
影

响
程
度

犚
８
＝
１ 犖
∑犖

犻
＝
１

狊
犻
／
１
０
０

犚
８
—
—
—
基
本
指
标
人
员
操
作
对
可
靠
性
的
影
响
程
度
；

犖
—
—
—
该
人
员
所
生
产
的
数
据
成
果
总
量
；

狊
犻
—
—
—
该
人
员
所
生
产
的
第
犻
个
数
据
成
果
的
质
量
得
分

计
算
机

分
类
方
法

根
据
计
算
机
分
类
算

法
生
成
的
像
素
或
者

影
像
对
象
的
概
率
矢

量
信
息
，
评
估
该
计
算

机
方
法
对
成
果
可
靠

性
的
影
响
程
度

犚
９
＝
∑犇 狓

ｍ
ａ
ｘ
｛ Ｐ
（ 狓
）
｝

犇

犚
９
　
—
—
—
基
本
指
标
计
算
机
分
类
方
法
对
可
靠
性
的
影
响
程
度
；

犇
—
—
—
影
像
像
素
或
者
影
像
对
象
的
总
数
；

Ｐ
（ 狓
）
—
—
—
第
狓
个
像
素
或
者
影
像
对
象
的
概
率
矢
量

外
业
调
查

反
映
外
业
调
查
对
成

果
可
靠
性
的
影
响

程
度

犚
１
０
＝
１ 犖
∑犖

犻
＝
１

狆
犻
／
１
０
０

犚
１
０
—
—
—
基
本
指
标
外
业
调
查
对
可
靠
性
的
影
响
程
度
；

犖
—
—
—
评
分
专
家
的
人
数
；

狆
犻
—
—
—
第
犻
个
专
家
对
外
业
调
查
可
靠
性
的
评
分
（
得
分
区
间
： ０
～
１
０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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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犆
．２
　
数
据
生
产
过
程
可
靠
性
推
理
方
法

评
估
指
标

评
估
内
容

评
估
方
法

说
　
　
明

影
像
源

反
映
所
使
用
的
遥
感
正
射
影
像
本
身
的
可
靠
性
，

由
影
像
地
面
分
辨
率
、
影
像
现
势
性
和
影
像
清
晰

度
可
靠
性
计
算
得
到

犈～
１
＝
犚～
１
×
犚～
２
×
犚～
３

犈～
１
—
—
—
影
像
源
的
模
糊
可
靠
性
；

犚～
１
—
—
—
影
像
地
面
分
辨
率
的
模
糊
可
靠
性
；

犚～
２
—
—
—
影
像
现
势
性
的
模
糊
可
靠
性
；

犚～
３
—
—
—
影
像
清
晰
度
的
模
糊
可
靠
性

影
像

预
处
理

反
映
影
像
预
处
理
过
程
的
可
靠
性
，
由
影
像
几
何

纠
正
和
影
像
数
据
接
边
可
靠
性
计
算
得
到

犈～
２
＝
犚～
４
×
犚～
５

犈～
２
—
—
—
影
像
预
处
理
的
模
糊
可
靠
性
；

犚～
４
—
—
—
影
像
几
何
纠
正
的
模
糊
可
靠
性
；

犚～
５
—
—
—
影
像
数
据
接
边
的
模
糊
可
靠
性

遥
感
正
射

影
像

反
映
所
使
用
的
遥
感
正
射
影
像
的
可
靠
性
，
由
影

像
源
和
影
像
预
处
理
可
靠
性
计
算
得
到

犈～
３
＝
犈～
１
×
犈～
２

犈～
３
—
—
—
遥
感
正
射
影
像
的
模
糊
可
靠
性

人
工
解
译

数
据
源

反
映
地
理
国
情
监
测
数
据
的
人
工
解
译
数
据
源

的
可
靠
性
，
由
遥
感
正
射
影
像
、
基
础
地
理
信
息

数
据
和
专
题
数
据
可
靠
性
计
算
得
到

犈～
４
＝
１
－
（ １
－
犈～
３
）
×
（ １
－
犚～
６
）
×
（ １
－
犚～
７
）

犈～
４
—
—
—
人
工
解
译
数
据
源
的
模
糊
可
靠
性
；

犚～
６
—
—
—
基
础
地
理
信
息
数
据
的
模
糊
可
靠
性
；

犚～
７
—
—
—
专
题
数
据
的
模
糊
可
靠
性

人
工
解
译

反
映
地
理
国
情
监
测
数
据
的
人
工
解
译
结
果
的

可
靠
性
，
由
人
工
解
译
数
据
源
和
人
员
操
作
可
靠

性
计
算
得
到

犈～
５
＝
犈～
４
×
犚～
８

犈～
５
—
—
—
人
工
解
译
的
模
糊
可
靠
性
；

犚～
８
—
—
—
人
员
操
作
的
模
糊
可
靠
性

计
算
机

分
类

反
映
计
算
机
分
类
结
果
的
可
靠
性
，
由
遥
感
正
射

影
像
和
计
算
机
分
类
方
法
可
靠
性
计
算
得
到

犈～
６
＝
犈～
３
×
犚～
９

犈～
６
—
—
—
计
算
机
分
类
的
模
糊
可
靠
性
；

犚～
９
—
—
—
计
算
机
分
类
方
法
的
模
糊
可
靠
性

地
理
国
情

监
测
数
据

成
果

反
映
数
据
成
果
可
靠
性
，
由
人
工
解
译
、
外
业
调

查
和
计
算
机
分
类
可
靠
性
计
算
得
到

犚
ｇ
ｃ
＝
１
－
（ １
－
犈～
５
）
×
（ １
－
犚～
１
０
）
×
（ １
－
犈～
６
）

犚
ｇ
ｃ
—
—
—
地
理
国
情
监
测
数
据
成
果
可
靠
性
；

犚～
１
０
—
—
—
外
业
调
查
的
模
糊
可
靠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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