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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移动测量是当前摄影测量与遥感深入发展的新

领域!为*+,数据采集与更新开辟了一条快速高效的新途

径$地面移动测 量 提 供 了 强 大 的 地 面 视 角 可 量 测 近 景 实

景影像的生产 能 力!具 有 测 量 外 业 数 据 采 集 速 度 快%自 动

化程度高%运行 成 本 低 廉 等 特 点!成 为 现 代 测 绘 新 技 术 的

典型代表之一$移 动 测 量 影 像 数 据 的 地 物 自 动 识 别 和 量

测已成为摄影测量领域的一个难点热点研究问题$
从提高移动测量内业自动处理能力!实现基于移动测

量的建筑物测绘成图与!维重建的目标出发!提出一种提

取空间垂直线%根据模板规则做建筑物自动识别与平面图

测绘的方法$与常规建筑 物 测 绘 方 法 相 比!该 方 法 基 于!
维垂直线与建筑物立 面 对 应 关 系 和 模 板 匹 配 进 行 建 筑 物

识别和平面图测绘!具有两个特点&首先!从空间垂直线提

取建筑物的简单立面信息!然后从多个立面整体生成平面

图’其次!生成建筑物平面图后!结合垂直线数据得到建筑

物立面基本轮廓与对应纹理信息!为建筑物!维重建提供

支持$基于移动测量!维线段自动提取与物方分析的方法

也适应于道路!维 特 征 线 数 据 提 取 及 其 空 间 结 构 分 析 等

方面的自动处理$
在实现移动测 量 序 列 立 体 影 像!维 线 段 提 取 与 物 体

识别的研究过程中!主要取得以下成果&
’-对移动测量地面视角近景影像的线段提取中!提出

像方线段基于 灭 点 分 类 的 数 学 模 型$通 过 将 霍 夫 变 换 中

参数空间点极值改为区域极值判断的线段提取!实现基于

影像边缘的线段准确定位与多尺度提取’然后分析已知!
维方向平行线簇"如空间垂直线#的影像灭点计算!用于平

面线段分类!准确获取具有!维属性的平面线段’再对分类

后平面线段做基于平行度%间距与重叠度条件的分组与总

体最小二乘综 合!从 而 自 动 获 得 每 张 影 像 对 观 测 目 标"建

筑物#准确完整 而 数 量 尽 可 能 少 的 平 面 线 段!明 显 提 高 了

影像处理效率$
$-提出基于随机采样一致性"./01234/3567089204:0;

4<4!=>?,>@#的立体像对线 段 匹 配 改 进 算 法$该 算 法 融

合立体像对核线搜索 与 基 于 辐 射 几 何 改 正 最 小 二 乘 影 像

匹配等条件!通过同名点匹配实现了线段匹配$为进一步

提高线段匹配 准 确 度 和 可 靠 性!加 入 量 测 物 距%目 标 点 与

像对基线拓扑 关 系 等 条 件’同 时!为 提 高 线 段 匹 配 计 算 效

率!提出并实现从单影像内提取线段后立体像对内全核线

搜索的单向搜索匹配%与像对两影像均做线段提取后的双

向稳定匹配$实验结果表明=>?,>@算法下两种线段匹

配方法成功率"匹配成功的同名线段数与最大可能同名线

段数的比值#%准确率"经检查正确的同名线段数与匹配得

到的同名线段数的比值#都相当稳定可靠$而且由于双向

稳定匹配是在核线与已知线段相交条件下的稳定解!而不

是全核线搜索匹配!因而得到了更高的线段匹配成功率和

准确率"实验中!像对同名线段最大可能)$对!单向搜索匹

配成功$#对!其中$$对正确!双向稳定匹配成功("对!其
中()对正确#!并显著降低匹配运行时间"双向稳定匹配用

时仅为单向搜索匹配的’($%#$此外!双向 稳 定 线 段 匹 配

中!通过第二次=>?,>@判断同一线段同名点顺序一致!
还解决了单向搜索匹 配 中 拟 合 直 线 与 核 线 平 行 时 同 名 线

段无解的不足$立体像对线段匹配完成后!根据前方交会

计算!维线段$
!-在移动测量观测建筑物的序列影像所提取!维垂

直线数据 支 持 下!提 出 建 筑 物 自 动 识 别 的 理 论 模 型 与 算

法$该方法包括&基于建筑物立面共面特征的垂直线物方

分析预处理!建 筑 物 基 本 模 板 与 约 束 规 则 下 的 匹 配 识 别$
主要内容包括&单像对所提取垂直线基于观测建筑物时共

立面特征的过滤和两 像 对 观 测 同 一 立 面 的 垂 直 线 联 合 调

整两项预处理’以区域生长法对垂直线平面点集的单建筑

物物方垂直线子集分割’垂直线平面点集与模板多边形做

基于仿射变换最小二乘匹配的数学模型!获得平面点集与

模板多边形的最佳匹配参数’根据模板多边形的角度约束

条件%与移动测量对建筑物观测存在盲区时补充的极少数

实测边长条件 下 物 方 平 面 图 平 差!生 成 建 筑 物 平 面 图 等$
实验结果表明!经过本文物方分析预处理与物体识别方法

实现多个建筑物与多种基本模板准确匹配的自动识别!并
得到符合’A$%%%比例尺地图精度要求的建筑物平面图

成果$基于移动测量序列影像!维线段提取%建筑物识别

与平面图测绘等整个过程实现了实验软件的自动计算$
此外!文中也介绍从地面移动测量序列立体像对到建

筑物识别结果输出的整体实验软件开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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