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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得到了新

的发展机遇，主要可通过联合平差以及密集匹配等技术进行

实体三维模型构建，确保模型对现实世界真实性的有效还

原。近些年来，该项技术得到广泛重视与关注，已经被应用于

房地一体化项目中，工程施工具有较强的现实还原度，快速

应用于野外测量中。但是由于数据采集以及模型精度等各个

方面存在的一些要求，经常需要布设大面积的地理控制点，

才可获取高精度的图像分辨信息，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到

无人机的实际飞行效率。本文主要是根据当前市场上所推出

了高效测试软件，总结出来的套高质量的测试测量方法，依

次确保测量精度增强，降低模型精度的实际依赖度，增强野

外影像数据的实际信息可靠性，增强整体房地一体化项目的

工程实际施工进度。

2.当前项目的基础性施工软件介绍

本文主要选取高效的工程施工软件，并从施工软件的分

析过程中总结出测量方法，确保工程施工测量精度，降低模

型精度依赖度，实现无人机信息采集数据的精确度，促进房

地一体化项目工程的准确施工。而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一些

倾斜摄影测图软件包含多个内容，即为，EPS、DP-Modeler、
SV360 等等，在对其进行横纵对比之后，本文主要采用 TSD
3DMapper 进行测图数据分析。该种软件具有以下几种优势。

（1）该着施工测图软件的界面比较简洁，工程功能的实

用性较强，具有完善的 OSG 视图模式，例如，三维视图模式、

线框视图模式等，采用该两种视图模式可实现不同视图之间

的一键切换，切换平稳方便，实现远近变化差异不大的视图

进行综合分析和考量。

（2）三维视图模式与正射视图模式都可以结合线框视图

模式，双方之间具有一定的融合度。利用三维视图模式可实

现自由旋转，从多个角度观察实景模型的变化量，采用正射

视图模式可以有效锁定双方间的垂直空间视角，从空中俯视

的观察一些实景模型，确保对应的实景模型图精确且可靠。

（3）该种绘图软件具有高层切片、显示线垂直等主要功

能，前者有利于支持多种信息数据的采集，后者一旦利用得

当，则可以提升整体的采集数据精确度和精准性。

3.基本测图绘图方法

3.1 测图遵循的原则

（1）在应用测图软件测图过程中，要将其尽可能实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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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测图转化为二维测图。由于二维测图速度快且精度高，一

般是用其做好平面数据采集以及测图工作。三维测图者是一

种实景测图的方式，采用该种方式可进一步的观察整体房屋

设计基本情况，检查二维测图信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通过

正射视图模式与高程切片模式的有机结合可实现三维测图

转化为二维测图，确保测图的可靠性与精确性。

（2）倾斜摄影测量建模具有其独特的性质特征，可根据

不同角度的图片覆盖率了解到建筑施工实体情况的位置以

及纹理信息，通过建模的方式优先采集相应的信息数据，制

定出有效的信息调整和优化。

（3）测图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倾斜摄影模型存有的一些光

影以及地标线等信息进行全面分析与考量。

3.2 高程切片

依据测图软件的基本测图原则，房屋建模精确度较高的

地方是屋顶区域，其次则是房屋面与地面之间的相交区域，

最后则是墙体相交区域。屋顶的建模精度虽然远远高于其他

精度，但由于屋顶的房檐之间存在比较明显性的差异，平顶

房和尖角房之间的屋顶差异面大，要确保房屋建模模型最优

化。屋顶一般具有房檐，屋顶的位置与勒角以上外墙位置的

偏差过大很有可能导致意外情况的发生。综上所述，在正射

模式下进行房屋面以及地面相交位置的信息采集，可提升整

体的测算精度。

3.3 线框视图模式

高层切片测图虽然具有极强的优势，但在房屋密集区域

常常由于房屋面与地面之间存在相交特性差异，导致根本就

无法使用该项测图方式。在新形势背景下，应用正射视图模

式与线框视图模式的有机结合，可实现加三维实景图转化为

二维平面测图分析，确保所有的实景三维模型都是由多个三

角网组成，正射视图模式下的规则墙面中的所有三角网应该

都处于统一的直线上，但是经常由于墙面等存在差异，不同

边的信息采集模式也存在较大的不同。在新的视图模式上，

每一个墙面都要尽可能选择距离较远且靠近房角墙面中间

线的那一个点来完成房屋的信息数据采集。

3.4 两“定”测图分析模式

（1）以长定短的方式。两定测图方式中的第一个就是以

长定短的方式。该种方式一般是以长边方向来确定短边方

向，且长边方向越长越好确定。本文便以建筑物的门墩为例，

建筑物的门墩大多数都是由四条短边所构成，在模型上根本

就很难绘制出精确性的门墩，但是门墩一般都是与墙角进行

正交垂直，因此，可在围墙的边线上尽可能选择出两个点，并

将其绘制成一条长边，然后再将整个长边的线平移到门墩的

另一条边线上，采集两个点同步绘制出另外一条长边，形成

一条射线利用正交的方式，往复多次，然后可在门墩的其余

三条边上各自采集一个点，绘制出一个比较平整化的门墩。

（2）确定信息分析。两定测图中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以

确定性信息来推定不确定性信息，充分的利用模型中的已知

信息来推定模型根本就无法得出来的一些未采集信息，从而

满足房地一体化的基础测量需求。有时候由于技术以及工作

人员综合素养的外在因素的影响，所设计出来的模型质量较

差，墙壁以及墙角拉花过于严重，而信息的采集精度不足，往

往就很难进行信息数据分析。此时可以先绘制出对应的屋顶

模型框架，然后再将基础线条直接平移到另一边，保持平行

状态，便可以得到另一边的房屋墙边模型设计边缘。房屋各

边的平移量需要根据模型的基本信息推断出来，，确定高程

切片以及光影信息所构建的东北角特点，确定房屋东南边的

房檐尺寸即可，以确定性的信息内容来推定不确定性的信息

方法，确保房屋的多个角度与坐标之间的差异变小。

3.5 三维视图模型分析

三维视图模型可充分借助三维视图的模式有效的检查

房屋与模型之间的嵌套情况，保证房屋的基础测图质量。在

三维模式视图下，运用软件的垂面功能，可以详细的观察每

一个对角点，利用计算机技术对对角点进行微调以及分割即

可。此外，三维实景图的模型比较直观，里面包含了多样化的

信息，例如，地标线信息、光影信息等等内容。在进行实际的

测量时，首先要根据这些撤图信息提升测图的实际效率，对

房屋中存在一些遮挡性因素，不能准确地对其进行确定，因

此，就需要参考地面的标线。增强地面标线的水平严格性，确

保房屋墙面与摄影师关照阴影的交点作为房角。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利用三维实景模型进行房地一体化测量的应

用愈加受到关注。即使该种测图方式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但依旧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本文在实际测量中运用了比

较通用性的测图软件，可以减少对三维模型精确度的有效依

赖，提升数据信息采集效率，以此促进该项工作的持续性进

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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