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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人机遥感技术被广泛用于勘探、测绘和地理国情监测等影像的获取,无人机遥感的影像获取

以及后续处理和卫星遥感影像有很大区别,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无人机遥感平台的构成和影像获取,以及

后续的影像处理,旨在为无人机遥感影像的广泛应用提供一些理论性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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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AV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for exploration, mapping and geographical 

monitoring,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UAV remote sensing image acquisition subsequent 

processing and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image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composition and image 

acquisition of UAV remote sensing platform, and subsequent image processing, aiming 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UAV remote sensing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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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无人机遥感技术是在航空遥

感技术领域不断发展的一门新型技术。

无人机遥感具有许多优点,如自身任务

的灵活性较高、成本较低。不仅专业机

构进行科学研究或管理时使用无人机进

行侦测和监察,无人机的使用还深入日

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大到农业生产过

程中农药的喷洒,地理研究中自然灾害

发生情况的勘察、地质勘探研究、地图

修改的测量测绘,小到交通安全的日常

监测、油田配电网巡检、油田无人机热

成像管道巡检、无人机的航拍、跟踪测

定等。无人机在日常生活和各行各业中

均有应用,但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未

形成完善的应用体系。无人机应用于遥

感测定系统具有灵活性高、能够及时响

应任务的优点,可以在具有较大风险的

项目中起到航拍飞行的作用,且普通用

户也有能力承担无人机的使用费用。但

无人机应用于遥感系统也存在很多缺点,

如无人机的抗震性能和实际荷载的体积

均有严格的限制标准,不能执行要求较

高的任务。采用无人机拍摄的影像和传

统的航天航空影像不同,在后续处理时

也存在较大区别。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

了无人机遥感影像的获取和后期数据分

析处理,为无人机影像获取提供建议。 

1 无人机遥感系统的平台构成

及影像获取 

多,如项目允许尽量选择春秋两季进行

外业作业。 

3 结束语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测

绘地理信息产业也已经进入高速发展时

期,充分利用测绘地理信息的发展优势,

全力做好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工作,为今后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数据库维护打下坚实的数

字基础。本文从专业技术角度介绍农村

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的一

种常规流程,也对确权登记工作提出建

议,为以后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确

权登记数据库建设与维护等类似项目建

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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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平台构成 

研究所目前使用的无人机主要由3

个模块组成：无人机的平台、相机子系

统和空中遥感控制系统。这种无人机可

以在150～2500m的高度区间飞行,飞行

跨度的区域比较大。无人机的遥感系统

主要分为地面、空中和数据后处理三部

分。地面部分需要规划航空轨迹、加强

地面控制以及接收、处理信息等；空中

部分主要为遥感传感的子系统,由子系

统以及无人机平台组成；数据后处理部

分包括影像数据的预览和影像数据的后

处理。而一般小型无人机的遥感系统主

要由七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无人机

的主体、电力装置执行设备在内的数据

获取平台；第二部分包括飞机的控制和

导航；第三部分为地面监测信号发射接

收装置的相关系统；第四部分是数据传

输系统,是空中和地面连接的重要装备,

这样能保证飞机在传输运转过程中实

时监测数据的影像；第五部分是发射回

收系统,能够辅助无人机的降落和飞

翔；第六部分是任务执行系统,能够控

制摄像机和云平台；第七部分是在地面

上保障影像获取工作的设备,主要包括

电路板。 

1.2影像获取 

无人机进行试验飞行,针对不同地

貌进行测试和试验。在试验过程中,第

一次试验主要为了验证无人机遥感系

统的成像能力；第二次试验需要按照前

期规划的路线全程拍摄,规划路线包括

子系统和数据获取、传输以及影像存

储；第三次试验是改正前两次发现的问

题[1]。 

2 无人机遥感影像的后续处理

分析 

2.1无人机遥感影像质量评价 

无人机的遥感系统拍摄出来的图

像会受飞机的姿态角、控制点的精度等

因素的影响。在处理过程中,先对影像

进行质量评价,在评价时要根据遥感的

一般要求调整横向的重叠率,使其不能

低于53%,旁向重叠率 小不能低于

15%。在飞行过程中,天气因素也会直接

影响航空图像的质量,所以在获取数据

时,要根据航向的重叠率和旁向重叠率

进行处理。航带的弯曲度也会影响航向

的重叠度和旁向重叠度,如果弯曲超过

限度,可能出现航拍漏洞,所以航拍弯

曲度不能超过3%。在拍摄时还要考虑飞

行相片的旋角,这个旋角是相片上相邻

的主点连线和同一方向内框标连线之

间的夹角,通常由摄像时相机定向不准

确导致。在航行过程中,涉及的航带飞

行航线不能太短,否则不能为航行时姿

态和位置的调整预留足够的时间,横向

的航迹角容易出现较大偏差,导致倾斜

角较大。而倾斜角的改变会影响航线和

拍摄的图像,使飞行拍摄的图片较难拼

接处理。但是,相关单位可以选择稳定

的平台,将拍摄相片的旋转角控制在5%

以内,以满足基本的图像摄像要求,改

进图像的拼接处理作。在这种条件的控

制下,相关单位可以基本达到飞机姿态

的遥感运行要求[2]。 

利用无人机采集影像并进行影像处

理的工作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第一,

纠正数码相机镜头非线性畸变。第二,

纠正飞行过程中由于姿态的变化而引起

的图形旋转和影像之间的误差。在获取

图像时,可以通过野外的控制位点调整

相机的参数,保证获取图像后能够进行

单幅纠正,对拍摄的区域通过比例尺图

选取控制位点,并对拍摄的测量方法进

行几何纠正。第三,在原来的图像基础上

采取正射影像纠正图像。第四,依赖航行

的系统定位相机。无人机摄像系统在采

集遥感影像过程的缺点是无框标、定向

不准确以及没有地理参考。影像上增加

通用墨卡尔投影的信息,可以使处理的

影像变小,通过高分辨的影像,将底图放

入网格进行纠正。其通过全球定位系统

(GlobalPositioningSystem,GPS),加入

人为因素的拼接,可以进行地面定位,将

照片合成大图。无人机的遥感系统在处

理影像时,可以根据测算的不同位置测

试精度。对于单张相片的信息和数据纠

正,应选取多组不同的地面控制点,拼接

后通过橡皮条拉伸纠正标志性建筑,以

便用于精准分析影像。如果地面区域较

小,则误差相对增大。 

2.2无人机遥感影像后续处理 

2.2.1匀色与裁边 

通过观察影像的照片可以发现,航

天和航带之间的颜色和明暗度均存在较

大的差异,其原因可能是天气,也可能是

航空拍摄过程中无人机遥感系统的射击

相机出现了问题。所以需要在原始的影

像上进行匀色处理,在匀色时需要注意

颜色的反差,灰度、纹理的变化,要保证

匀色后图像能够过渡自然。同时,可以利

用影像的裁剪软件和系统裁剪边缘地区

无关的影像信息。 

2.2.2影像重叠度的计算与同名点

自动量测 

在进行影像重叠度测算时可以获得

大量的同名点,相邻的影像之间匹配点

大概有400多个。在重叠区部分需要满足

重叠度计算和区域平均差等方面的要

求。在自动测量完成后,根据坐标值确定

实际的重叠度。只有重叠度满足横向重

叠68%～75%,旁向重叠满足35%～40%,才

能达到后续处理的要求[3]。 

2.2.3拼接全景图影像的处理 

在全景影像图和正射影像图处理过

程中,无人机需要根据地面控制点的数

据进行快速匹配,形成同名点快速生成

拼接图。快速拼接图要求并不严格,在相

邻的区域可能会出现截边误差,在拼接

过程中个别景象可能会出现错位,通过

拼接图可以分析区域内漏拍的现象。在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时,为了获取

受灾情况的数据,采用这种方法能够快

速响应地震等自然灾害。但是,在环境监

测等对影像要求较高的正射影像的生成

需要进行精度检测。 

空中三角测量生成数字高程模型

（DigitalElevationModel,DEM）正射影

像图之后,通过测定方位元素,使影像的

匹配能够出现较多的离散三维微点,通

过人机交互的形式获得正射影像。在获

得正射影像之后还需要调整精度,随机

抽取地面的检测控制点,将检测结果列

成正射影像精度检查表,同时对检测点

进行编号,记录坐标差和坐标的偏移量,

以有效分析正射影像的精度。另外,还可

以根据实验结果再次分析影像处理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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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可能性。 

2.2.4低空遥感影像的匹配 

在无人机进行有效匹配过程中,主

要由计算机进行操作,模拟人进行立体

的观察。寻找同名点是低空遥感影像处

理过程中较为关键的一个程序。低空遥

感图像的匹配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匹配

过程中自动化的程度较低,在匹配时还

需要进行人工干预。单纯依靠计算机程

序进行匹配,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

还需要进一步优化。低空遥感影像在匹

配过程中,由于计算层面存在较大的缺

陷,匹配的精度有待提高,在进行信息匹

配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多元信息的匹

配。由于遥感影像信息本身具有多元性,

给低空遥感影像的匹配增加了一定的难

度,除了难度增加以外,匹配的速度还需

要提升。低空遥感影像数据随着计算机

的发展在不断增加,匹配主要利用相关

函数关系,寻找它们之间的相似结构,通

过数学定义测算影像的坐标位置和映射

的变换。在匹配时还要监测遥感影像匹

配的测度,通过函数关系和相关系数以

及协方差函数计算。从匹配策略角度考

虑,可以匹配分配的层次,将低空遥感影

像作为一个统一协调的整体,在若干信

息处理过程中,对全局进行分析以后,通

过结构信息对每一层的影像进行详细的

分析和融合, 终将视差图进行一致性

检测。检测时,应该从粗测到精细测量。

利用金字塔匹配的策略将影像变成金字

塔结构,从底层开始,相邻像素之间重新

采样后形成新的像素,直到形成金字塔

的 顶尖。匹配的策略还有全局 优匹

配,从全局的角度考虑,从灰度和影像的

特征进行匹配。除此之外,还有多约束性

条件的匹配,包括相容性的约束、唯一性

约束、核线的约束、相似性约束和多基

元匹配策略。 

3 结语 

无人机的遥感影像处理需要综合考

虑多种因素,相关研究人员需要进行地

面、空中设备的调试和处理,并根据基础

成像原理和图像处理技术分析和比较各

种技术,通过恢复和改善影像获取的设

备,优化技术,使影像变得清晰,从而更

准确、更科学、更逼真地还原影像背后

的数据信息,为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技

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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