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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扫描技术在考古测绘中的应用

作者： 丽华  发布时间： 2006-12-11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2006年12月4日，日本国际行业株式会社文化事业部长门屋铁男先生、文化事业部文化遗产研究室室长川

崎义雄先生、代表取缔役社长兼岩手大学教授横山隆三先生一行三人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访

问。下午2：00，横山隆三先生在考古研究所会议室作了题名为“激光扫描技术在考古测绘中的应用”的讲

座。我所科研人员及研究生20多人到会。 

    横山隆三先生在演讲中着重介绍了他们正在研发的“LANG”系统。“LANG”全称为“Laboratory  for  

Archaeology  and  Geoinformatics”。横山隆三先生的演讲主要分为4个部分： 

1、“LANG”系统的研发动机。在考古绘图中，遗物从实物到成像一般都需要一个测量、记录的过程，这个过

程以往都是手工进行而且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手工过程；出于提高精度、简化工序的目的，就需要对测绘过程

进行改进，而从地形图和器物图来看，绘图的关键是测绘对象特征点的提取。那么，测绘过程的自动化无疑

是关键所在。 

2、对“LANG”系统进行详细解说。横山隆三先生以石器为例，详细演示了“LANG”系统的使用。以石器为

例，石器从器物到图需要经过三角尺规的手测过程得出点图，再经过描绘即可形成图形。而通过该系统可以

进行3D测量，得出3D形状，再从中抽取特征点，最后加以手绘即可形成图形。手动测绘制图的不足首先在

于，手绘制图是正投影方式，不能立体的反映对象，其次，手动测绘精准度低，断面的选取及测量过程容易

造成较大误差。但是，如果测绘过程完全由“LANG”系统自动完成，那么通过3次元计测器进行测量，将数据

传入计算机，形成3次元形状，标高变换成2次元配列，再抽出特征线，最后辅以手绘，形成图象。由此可以

同时得出测绘对象六个面的图形，此过程不仅省力而且大大提高了图象的精度。从实例来看，“LANG”系统

得出的图象高精度、特征鲜明、纹饰清楚。 

3、通过图象实例，横山隆三先生展示了“LANG”系统在石器、陶器上的成功实践。从石器来看，“LANG”系

统可以直观、清晰的反映石器的自然面和二次加工情况等等。从陶器来看，“LANG”系统可以自由设定计测

时的光线角，而且可以展开断面，从而形成准确、直观的图象。 

4、“LANG”系统在遗址上的使用。横山隆三先生主要展示了日本秋田样田遗址和仙台青叶城城垣的测绘实

践。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遗址测绘上，“LANG”系统可以进行遗迹分布图、标高图、斜度图、水系流域图

等的统合，便于研究者对遗址的全局把握。总体而言，“LANG”系统的优越性在于测绘成图过程：（1）省力

化、（2）高精度化、（3）三维立体化。 

    “LANG”系统是结合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和软件处理进行考古数据计算机处理的一项新技术，虽然尚处于

研发过程中，并没有作为商品进行流通，但其相信在今后考古测绘应用上具有广阔前景。 

    演讲结束后，与会者纷纷提问，就“LANG”系统的一些细节问题和其在考古测绘中的实际运用等方面问

题与横山隆三先生进行了热烈交流。 

附：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一项高新技术，是继GPS空间定位系统之后又一项测

绘技术新突破。它通过高速激光扫描测量的方法，大面积高分辨率地快速获取被测对象表面的三维坐标数

据。可以快速、大量的采集空间点位信息，为快速建立物体的三维影像模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技术手段。由

于其具有快速性，不接触性，穿透性，实时、动态、主动性，高密度、高精度，数字化、自动化等特性，其

应用推广很有可能会像GPS一样引起测量技术的又一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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