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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科技水平和经济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现阶段,我国对于地形测量的

重视程度较高,传统的测量方式获得的数据精度相对较低,为了有效的提升测量的准确性,就必须要不断

的提升测量技术的先进性,融入先进的测绘设备,有效的提高测量的精度和效率。现阶段,我国主要是应

用无人机来进行测绘,无人机测绘的效率更高,并且整体的测量精确度也有很大的提升,已经被广泛的应

用在了实际的测量应用中。本文主要针对无人机测绘在实际应用中处理效果和改善措施进行分析,希望

可以推动我国无人机测绘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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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阶段,利用无人机来进行地形测

绘已经成为了测绘的主要技术。近几年

来,我国的无人机技术发展的越来越迅

速,人们结合无人机的性能,研发出利用

无人机来开展航空测绘的新型测绘技

术。这种测绘技术的测绘效果更好,通过

无人机进行航空测量,显著的提高了测

绘的效率,有效的释放了人力资源,使得

测量工作的整体安全性更高。由此可见,

利用无人机来进行地形测量是有很大发

展空间的。 

1 在地形测绘工作中应用无人

机进行航空测量的技术优势分析 

1.1无人机能够更加及时地获取地

理信息 

传统的人工测绘技术易受到天气等

外界因素的干扰,导致整体的测绘准度

相对较差。无人机测绘技术通过无人机

进行航摄测绘,对于外界因素的要求更

低,不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无人机完

成测绘数据采集工作后能够及时的进行

信息数据的传输,提高了测绘的时效性,

也提高了测绘的精确度。随着我国的无

人机技术和信息技术越来越发达,可以

将航空测绘和卫星遥感测绘技术与无人

机测绘技术进行结合,提搞测绘的全面

性和精准性。 

1.2无人机技术更加灵活机动 

无人机测绘技术中,无人机是主要

的工作体,整体的测绘工作主要是通过

无人机中的高精度数字化成像仪,该设

备是确保无人机飞行过程中捕捉地形并

进行测量的关键。无人机测绘技术的使

用,大大降低了人力资源的投入,只需要

工作人员设置好飞行的航线,就可以进

行地形的测量工作,该方式适用于各种

地形地势上,不受地形条件的影响。不仅

如此,无人机测绘技术可以一次性设置

多个航测点,能够同时收集多个地区的

地形信息,大大提高了地形测量的效率。 

2 在地形测绘工作中应用无人

机开展航空测量的技术分析 

2.1无人机测绘的布设像控点技术 

无人机测绘是一项较为复杂的技术,

其中由众多小的环节组成,布设像控点

是该技术中 为复杂的一个环节。像控

点的布设主要包括区域网和测量像控点

的布设。区域网的布设主要是以平高点

技术为布设基础,一般地形下,需要控制

无人机在航线上至少应该有四条基线的

跨度,对于一些较为复杂的地形环境下,

就需要将基线提升到六条甚至更多,还

需要在此基础上设置两条及以上的旁向

跨度基线,以此来保障测绘的精确度。区

域网的设置需要根据地形条件来进行控

制,如果要测量的地形不规范,就需要在

地形的凹凸拐角出设置平高点。测量像

控点技术中心,起算点和监测点主要是

通过GPS来进行控制,通过互联网来实现

两个系统之间的链接,提高测量的整体

质量和精准度。 

2.2无人机测绘的空中三角测量

技术 

当前我国使用的无人机航摄测绘：

现阶段的无人机测绘技术主要使通过空

三角模式来对地形进行测量,在采用空

三角模式进行测量时,选择空三角加密

点和测量加密点是其中 主要的一项环

节。在进行加密点的选择时,一定要选择

被测区域内较为突出的位置,严格的控

制好加密点之间的距离。如果无人机航

摄技术的比例尺为1:1000,那么三角加

密点的标识距离就应该控制在1.0mm以

上。如果是对于一些河道航线和山谷地

区进行加密点的设置时,就需要根据实

际的测量地区来进行适当的增加高度差,

防止受到高度差的影响,导致整体测量

的结果不准确。 

进行空三角测量的前提基础就是完

成布设三角加密点。利用无人机测绘的

主要操作环节包括前期的准备工作、确

定内定向、相对定向和绝对定向,以及测

量后的数据传输工作。不同地形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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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精度是不同的,在进行实际的测量

工作时,一定要科学合理的控制无人机

的像素精度,大部分情况下采用的都是

三分之一像素和三分之二像素,对复杂

地形进行测量时,需要适当的调整无人

机的像素。 

2.3无人机测绘的数字化测图以及

绘图技术 

无人机测绘技术中的数字化测图和

绘图主要是根据无人机采集的立体数据

为基础,对数字编码进行有效的测量工

作。在对数字地形图的数据进行分析时,

主要通过CAD系统来进行放大。一些编辑

软件可以有效的对线性图像信息进行转

化,以此来构建出数字化的模型,便于测

量人员更加准确的对目标区域进行测量

测绘。无人机航测的影像数据传输导入

到程序中后,系统能够自动化配置其中

的DSM数据,通过图像数据的滤波来进行

有效的调整,以此来得到 准确的测绘

数据。在对图像进行调整时,要以单独图

像为基础,围绕着主要测绘点来进行纠

正调节,以此来获得正射影像。 

2.4无人机测绘的外业补测技术 

随着我国对于无人机测绘技术的不

断重视,越来越多新的技术被应用上去,

传统的航摄测量技术很难有效的测量一

些复杂的地形,还需要辅助人力资源来

进行测量。现阶段,补测技术的应用,有

效的解决了这类问题。在利用补测技术

进行测量时,测量人员需要选择一个小

范围的测量结果来与航摄测量的数据进

行对比分析,以此来发现实际测量的误

差。这一方法常用在一些复杂地形的测

量中,通过有效的分析能够提高实际的

测量精准度。 

3 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技术在

地形测绘中的实践应用 

3.1某地形测绘工程项目概述 

在对一个二级工程进行测量时,实

际的线路全长为100km,整体的地形条件

较好,公路整体地势平坦,呈现平缓顺直

的状态,道路结构主要是沥青混凝土。在

实际的测量过程中,为了有效提高测量

的精度,降低对公路正常运行的影响,就

需要测量人员严格的按照测量规范来进

行,根据实际地形来确定比例尺,设定好

无人机飞行的高距。 

3.2无人机测绘技术的实践应用 

在利用无人机技术进行地形的测量

时,需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空三角加

密,该技术测量分析的主要操作方式首

先就是设定好数据范围,测量的原始数

据是以jpg格式呈现出来的。无人机测量

过程中,需要对摄像仪器设备进行实时

校准,尤其是对于相机焦距等进行处理

校验,确保测量的准确性。在对控制点进

行处理室,需要对数据进行有效的确认,

以此来确定三角加密和无人机的航线是

按照原计划进行的,确保测量的准确性。 

无人机航测技术在实际的应用中,

还需要不断的进行畸变差的矫正工作,

数字化相片边缘畸变的问题是一个较为

严重的问题,对于实际测量精度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在实际的工作中,需要采用

能够对数字影响进行自动矫正的摄像设

备,现阶 常用VzLouCor技术来修正航

摄像畸变问题。 

4 结语 

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技术能够有效

的进行地形的测量,并且整体的测量精

确度较高,是我国城市规划、水利交通等

项目施工的重要参考数据。当前我国的

无人机测量技术发展的已经越来越完善,

能够实时化、全天候以及全天时的进行

测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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