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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　本文简述了“GPS仪器及软件使用”多媒体教学软件的设计思想和制作过

程。该软件利用近几年才出现并迅速发展的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图文并茂、直观形象地演

示了GPS 测量仪器及数据处理软件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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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全球定位系统( GPS)是美国国防部为满足

军事部门的高精度导航和定位而建立的,它具

有全天候、全球性的精密三维空间定位能力。

GPS的出现及广泛应用,已经使传统的测绘领

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随着经济技术的飞速

发展, GPS 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测绘、石油勘探、

地质矿产调查、环境监测、交通管制、城建规划

等领域。但目前广大教学科研及生产单位仪器

条件有限,无法满足广大学生及工作人员的实

践操作需要,而且 GPS 测量数据处理绝大部分

是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的实践操作, 要学会数

据处理需要花较多的时间。计算机多媒体技术

是近几年才出现的高新技术, 它集计算和图形

处理技术、三维动画技术、声音合成、文本、视

频、艺术于一体,极大地丰富了计算机的应用领

域。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由于其逼真的表现力、身

临其境的效果, 在短短几年里已被广泛地应用

于科技、商业、教育、影视传播等领域。虽然计算

机多媒体技术飞速发展,但对于测绘领域来说

才刚刚起步, 应用范围也极为有限。鉴于以上实

际情况, 并为了推动 GPS 知识的普及和 GPS

教学的需要,我们在深入研究计算机多媒体处

理技术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各种多媒体制作软

件的优点, 将看似纷繁复杂的仪器使用步骤及

数据处理实践操作中的有关注意事项,通过文

字、图像、动画等手段形象直观地再现在计算机

屏幕上。充分利用艺术渲染, 再对图文、动画等

配以声音,且使语速与演示速度相协调一致,达

到最佳的演示效果,使读者如临其境,印象深

刻。

2　仪器使用部分的制作

由于高精度 GPS 测量仪器目前仍然昂贵

且容易损坏,很多单位目前还不能大量购进,仪

器使用知识的普及和推广仍存在困难。我们制

作本软件的目的在于使广大读者能够在没有仪

器进行实践操作的条件下也能轻松自如地进行

模拟操作,一旦有条件或生产任务,立即可以成

为技术操作人员,从而节省了人员培训的时间

和费用;对于熟练的专业技术人员,本软件可以

起到加深和巩固已有知识的作用。为了能使读

者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觉,必须具有具体的界

面操作图像及相应的解说。为此,我们利用数码

相机拍摄了大量外业实际操作的图像,从仪器

架设、对中、整平、开机测量到关机迁站一整套

操作都有相应的图像及声音同步演示。由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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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需要大量的外业图像, 这样就需要用户有

较高档的计算机硬件, 显然不太合适。数码相机

所拍摄的图片可以直接传入计算机且存储文件

较小,而且对于多媒体演示来说,图像分辨率也

足以达到真实的效果。因而我们选择了数码相

机作为大量外业图像的来源。

将所拍摄的图片先用 PhotoEnhancer 软件

转换成占用空间较小的 TIFF 格式, 然后用

PhotoShop 进行了处理。PhotoShop是目前非常

流行而且十分优秀的图像处理软件, 它能对图

像进行色彩、色调、饱和度、背景灯光、艺术变形

等处理, 从而使原始图像看起来象艺术大师们

的上乘之作,无疑会使读者感觉是一种高雅的

艺术享受,从而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图像处理

完成后,用 Microsoft 公司的 Pow erPoint 97多

媒体幻灯片制作软件将各幅图像连接为有序的

整体并在每幅图像上配以适当的文字注记,以

强化读者的记忆。在声音处理方面,我们采用了

利用声卡产生多媒体音效的基本方式: 通过麦

克风录制声音并存储为Window s标准的波形

音频文件 ( * . w av ) , 其音质和效果都令人满

意。

3　数据处理软件使用部分的制作

无论何种测量,只要有观测数据,就必然要

对之进行适当的处理,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结

果。因为原始观测数据往往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最终结果, 我们需要的是观测数据(剔除粗差

后)经过一系列公式运算,具有一定精度的处理

结果。虽然 GPS 仪器的生产厂商很多,型号也

各不相同,但其数据处理过程完全相同,即基线

处理和网平差。为了使读者能够深入理解数据

处理的整个过程, 并掌握具体的处理步骤及一

些技巧, 我们制作了基线解算和网平差这两部

分的多媒体演示软件。基线解算部分我们介绍

了当今世界最大的 GPS 仪器生产厂商之一的

美国 Trimble公司的随机软件 GPSurvey ,网平

差部分则介绍了由武汉天任勘测技术有限公司

开发的目前在国内占市场 80%以上份额的

Pow erADJ软件。

这两个数据处理软件使用的特殊性决定了

我们制作的多媒体演示软件必须具有界面操作

连续的特点, 而目前市场上大多数多媒体制作

软件都无法满足这一要求。经过精心的研究和

对比, 我们最终选择了 Lotus 公司的 Screen-

Cam 97多媒体视频、音频捕获软件。该软件能

将计算机操作人员在屏幕上的一切操作原封不

动地记录下来, 事后重放时与实时操作的每一

细节都分毫不差。该软件能将捕获的信息以可

执行文件( * . exe)格式保存, 也可存储为Win-

dow s标准的视频格式( * . avi)。考虑到兼容性

及调用方便, 我们将捕获的视频文件存储为

AVI 格式。该软件也可以捕获声音,但经仔细

研究后发现其声音质量没有用 Yamaha 声音录

制软件录制的声音效果好,故而我们用 Yama-

ha软件录制声音并存储为WAV 格式。

4　声音、图像的合成及界面制作

声音、图像合成前,首先将前文所述的幻灯

片文件通过类似于数据处理软件使用部分的视

频捕获及转换过程保存为标准 AVI文件。合成

分离存储的声音( WAV)和视频( AVI)文件, 我

们选择了 Adobe 公司的音频视频制作软件

Premiere。该软件可以对声音、图像、动画、视频

等多媒体信息进行合成和处理, 并能以多种格

式输出。在利用该软件将声音和图像、动画、视

频等有机合成后,仍然存为 AVI格式。

对于多媒体演示,用户界面的设计可以说

是一种艺术加工,它既要求直观形象,操作简

单,又要求有较高的艺术性,使读者能有一种爽

心悦目、新颖好奇的感觉。鉴于此,我们选择了

Visual Basic 作为主控界面的编程语言,对各部

分进行统一调用。因为 Visual Basic编程简单,

具有强大的多媒体组织功能,而且提供了一个

优秀的多媒体控件, 叫做 Multimedia MCI (多

媒体控制接口) ,它可以使我们对计算机的各个

多媒体部件编程进行访问。我们利用该控件实

现对视频、音频等文件的调用,并设计出交互性

较好的用户界面。该软件的整体制作流程如图

1所示。

31多媒体教学软件“GPS 仪器及软件使用”的研制——张永军　王泽民　徐绍铨　李英冰



5　结束语

本文主要论述了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对

GPS 测量仪器及数据处理软件的使用进行多

媒体演示的设计思想及制作过程。本软件充分

采用了三维动画技术,并对图形及图象进行了

艺术处理,使得其内容形象生动、美观大方,再

配以适当的文字注记, 达到了图文并茂的效果。

本软件是在充分分析了 GPS 测量仪器及数据

处理软件的使用要点、难点的基础上,结合教授

们多年的教学及科研经验, 通过声音、文字、图

形、动画等手段形象直观地再现出来,提高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本软件是在Windows 95 环境

下开发的, 因而可以在 Windows 95 或 Win-

dow s NT 系统下运行,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浏

览,充分实现了软件共享。本软件还处在开发阶

段时,就有多家单位对其感兴趣,并表示要批量

购买。本软件的制作是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应用

于测绘领域一次新的尝试,我们还要搜集技术

发展前沿的最新资料并根据用户的信息反馈作

大量改进,使之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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