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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三维建模时,为保证建模的可行性与精准度,可采取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严格执行技术应用

标准,如空三测量、影像匹配、密集匹配、纹理映射、三维建模等,完成三维建模的预期工作目的,发挥

出该技术应用的现实价值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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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3D modeling, in order to ensure the feasibility and accuracy of modeling, UAV tilt photography 

technology can be used, and technical application standards should be strictly implemented, such as aerial 

triangulation, image matching, dense matching, texture mapping, 3D modeling model, etc., to complete the 

expected purpose of 3D modeling, and to bring out the practical value and advantag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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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时期测量工作开展阶段,为有效

提升各项工作开展的质量与效果,则可

以进行三维建模,契合测量目标的模型,

开展可视化的分析研究。为保证项目推

进的有效性,则需要不断提升三维建模

的精度。为此,在具体工作开展阶段,则

需要灵活应用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

为后续三维建模、项目推进铺垫基石。 

1 三维建模精度探究 

1.1影响因素 

在被测目标进行三维建模时,为保

证三维建模的精度,则需要合理应用无

人机倾斜摄影技术,开展对被测目标的

外形数据的获取,并基于数据整合的支

持,完成目标物的三维建模。实际三维

建模时,则需要考量到部分不确定因素

的硬性,如无人机设备运行的性能变化、

被测目标所在区域的气候环境变化、数

据整合处理的软件可靠性、技术人员的

操作行为等,都可能会导致三维建模出

现一定的偏差,不利于相关项目的有序

推进。 

如无人机设备飞行过程中,由于无

人机飞行形态的变化、飞行路线的变化,

进而直接影响到摄影图像的几何畸变、

图像重叠度,无法保证后续三维建模的

客观性与准确性；如被测地区的气候环

境出现突发变化后,影响到三维建模的

质量。在晴天环境下,与阴天环境下获取

的数据存在微小的差异,将客观影响到

建构的三维模型；如关照的强度,鉴于在

不同时间段的关照强度存在一定差异,

技术人员操作无人机进行测量时,将可

能会导致数据信息出现变化,进而导致

模型的纹理出现不均衡变化；如技术人

员进行设备操作、软件应用时,由于工作

人员的专业技能与职业素养,可能会由

于人员的疏忽大意,进而导致数据失准,

无法保证三维建模的准确性。 

1.2提升对策 

1.2.1保证无人机飞行质量 

无人机飞行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到

后续三维建模的可信性。在实际无人机

飞行过程中,航向的偏离、旁向重叠度的

偏差、航带内的高度落差、设备运行的

稳定性等,都将对无人机获取的数据产

生直接影响。与此同时,在无人机飞行摄

影测量阶段,设备的旋转角度、倾斜角度,

都会对架构的三维模型产生直接影响。由

此可见,在实际三维建模前,必须有效提

升无人机设备的飞行质量,以保证后续

三维建模的有效性。 

1.2.2提高影像数据的清晰度 

为管理控制设备获取的数据清晰度

时,为实现预期工作开展目标,则可以从

以下工作入手,如有效提升拍摄仪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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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若设备的分辨率越高,则可以有

效提升获取数据信息的准确度。与此同

时,工作人员需要合理提高影像的清晰

度。因为,在实际摄影工作开展阶段影

像的清晰度,与比例尺存在直接的关

联。在摄影比例尺越大时,则可以保证

分辨率越高,使得获取的图像信息更加

清晰准确,工作人员基于获取的图像信

息,开展空三加密计算时,则可以保证数

据的精准度,为后续三维建模工作开展

铺垫基石。 

1.2.3像控点精度控制 

鉴于像控点测量工作开展的特殊性,

工作人员必须对像控点相关数据的精准

度进行严格控制,以保证后续三维建模

的可靠性与有效性。因为,在实际空三加

密计算时,加密定向计算的依据,则是像

控点的数据资料。为此,像控点收集测量

的数据信息精准度越高,则可以使得空

三加密计算的数据准确性提升。在具体

数据控制管理工作开展阶段,应当有效

约束误差数据的传输与积累,基于像控

点运行指标与参数,及时对设备的采集

状态进行调整,提高无人机摄影测量的

有效性与可靠性。如外业测量工作开展

时,必须基于像控点的坐标,对测量数据

信息进行严格管理控制,为后续三维建

模工作的开展落实提供支持。 

1.2.4空三加密精度控制 

在空三加密数据计算时,为保证该

项工作开展的有效性,提升后续三维建

模的精度,则需要不断加强对空三加密

进度的控制。如内业测量工作开展阶段,

工作人员需要加强对像控点的点位控制,

科学合理的选择点位,为后续空三加密

处理提供依据。鉴于空三数据加密处理

的特殊性,则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以保

证数据加密处理的准确性与可信度。 

1.2.5工作人员综合能力提升 

在模型精度管理控制时,为有效提

升三维建模的精准度,则需要不断提升

工作人员的综合能力,加强对技术人员

的上岗证书管理,确保工作人员有序开

展各项工作,提高无人机测量技术的应

用质量,科学消除人员操作的负面影响,

有效提升三维建模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2 三维建模技术 

为保证三维建模工作开展的有效性,

则需要获取更加精准、全面的测量数据

信息,基于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的应用,

可在短时间内,快速获取目标物的三维

数据信息与资料,并在计算机系统的辅

助下,完成对多方面数据资料的整合与

转化,以保证目标物三维模型建构的真

实性与客观性。为实现预期工作开展目

标,则需要对三维建模技术进行有效控

制,有效规避技术缺陷、数据偏差等问题,

提高项目开发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2.1空中三角测量 

在实际空中三角测量工作开展阶段,

为保证该环节测量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

性,应当科学合理的设置控制点,为后续

测量数据的分析计算提供依据。在具体

的数据计算处理时,可基于共线方程式,

对相关坐标形成的影像数据进行求解,

进而保证数据获取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由此可见,在无人机开展空中三角测量

时,可对影像空间的相关坐标方位进行

校正,保证后续三维建模工作开展的有

效性与可行性。 

为保证相关数据处理的有效性,则

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合理匹配,并保证

数据信息处于同一空间方位。为实现该

工作目标,工作人员开展空中三角测量

时,则需要基于测量数据资料,定位相关

的空间坐标点。基于坐标点的相关数据

信息变化,进而提高三维建模的整体精

度,便于工作人员开展后续工作。在当下

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应用时,主要

基于光束法,开展区域网的联合平差计

算,进而基于共线方程,建构相关的数学

模型,提高空中三角测量数据的准确性,

为影像的处理提供外方位元素,及时校

正偏差数据信息。 

2.2影像匹配 

鉴于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应用

时,主要针对被测目标物,开展多视角的

影像资料获取,为后续影像数据的重叠

融合提供数据支持。为保证各项工作开

展的质量与效果,技术人员可采取科学

合理的数学算法,将多幅图像信息进行

融合,并找到图像信息之间的关联点,便

于工作的开展落实,如空三数据加密计

算时,需要契合影像匹配度,保证三维建

模的准确性与可靠性。若影像匹配度较

低,无法达到项目开展的工作目标,则无

法保证三维模型的准确性。通过对现代

三维建模工作开展的模式进行分析可知,

技术人员开展影响匹配时,主要采取

SIFT算法,基于相关影像之间的关联性,

实现影像数据的快速匹配,体现出SIFT

算法应用的优势,为后续三维建模工作

提供保障。 

2.3密集匹配 

在空三测量计算、影像匹配工作开

展后,则可以基于获取的相关数据信息,

进而形成初步的三维模型。为保证三维

建模的有效性与可行性,则需要基于三

维建模的技术要求,建构三角网,开展密

集匹配工作,进而在初步的模型中获取

密集点云。实际工作开展阶段,鉴于无人

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应用的特殊性,则

会获得大量多视角的影像数据资料。 

如对单幅影像资料进行分析可知,

在影像中形成的密集点,将产生非常多

的点云数据资料。通过对相关点云数据

资料进行分析可知,数据之间存在高度

的相似性。为此,工作人员开展密集匹配

时,则可以对重叠的点云数据资料进行

重叠处理,完成对相关数据的整合处理,

进而使得数据信息的精准性得到质的提

升。与此同时,在点云数据的重叠处理下,

有效规避三维建模中,可能出现的盲区

问题,保证三维建模工作开展的有效性。

如部分三维建模项目开展过程中,可基

于密集点云数据资料,进行三角网TT的

架构,而点云重叠信息越复杂,则可以基

于数据的重叠度开展密集匹配,提高数

据处理的准确度,有效提升三维建模的

精度。 

2.4纹理映射 

通过对纹理映射环节的相关工作进

行分析可知,该项工作的开展,旨在对三

维模型的外表面,开展针对性的装饰。该

项工作开展的原理,即将原本建构的二

维空间点坐标,与三维模型的点坐标进

行逐一映射。为保证纹理映射工作开展

的有效性与可行性,则需要建构纹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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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信息库,进而完成三角网、纹理空间数

据的对应映射,实现纹理空间数据信息,

与三维模型空间数据的有效对应。 

鉴于纹理映射工作,属于三维建模

的最后环节,该项工作开展的质量与效

果,将直接影响到三维模型的可视化效

果。在实际无人机测量摄影工作开展时,

由于获得的影像数据资料存在一定的

差别,若被测地区的遮挡物较多,则会

导致纹理特征较为复杂,给模型的纹

理重建工作造成一定的难度。为此,在

实际工作开展阶段,需要选择合适的

影像资料,进而消除三维建模的数据

负面影响。 

3 总结 

综上,笔者以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

应用为例,重点阐述了该技术应用下,三

维建模工作开展的具体路径,并论述了

三维建模精度提升的具体措施,旨在说

明该技术,在三维建模工作开展中的具

体应用,以及模型建构精度提升的必要

性。今后,在三维建模工作开展阶段,应

当契合实际工作开展需求,不断优化无

人机测量技术,并引进新技术与设备,提

升三维建模的整体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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