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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件登录 

Pix4Dmapper 软件目前分为几个不同的版本， 可分为探索版，农业版，专业版和企业

版 ， 具 体 各 版 本 的 不 同 可 以 参 照

（https://www.pix4d.com.cn/wp-content/uploads/2016/07/Version-Compare.pdf）, 当用户登

入的时候可以根据所购买的软件的不同版本选择登入。对于某些对数据要进行高度保密

的单位， 我们也提供软件离线激活模式， 也就是说用户的计算机从来就不需要联网， 

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软件。如果需要更多信息， 请与我们联系：chian.sales@pix4d.com 

 

 

图  1 

2. 作业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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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 原始资料准备 

原始资料包括影像数据、POS 数据以及控制点数据。在制作控制点数据之前，请先确

认要航拍及处理的数据处于哪一个坐标系，这对于后面进行数据处理时就不会产生一些意

外。 

确认原始数据的完整性，检查获取的影像中有没有质量不合格的相片。同时查看 POS

数据文件，主要检查航带变化处的相片号，防止 POS 数据中的相片号与影像数据相片号不

对应，出现不对应情况应手动调整。 

 

 POS 数据一般格式如下图，从左往右依次是 

  相片号、     纬度、      经度        高度   俯仰角       翻滚角     航偏角 

 

图  3 

 

某些无人机把 GPS 信息直接写入到照片， 那么 Pix4Dmapper 会自动把这些信息从照片

中提取， 而不需要任何的人工干预。另外，Pix4Dmapper 软件并不强调一定需要飞行的姿

态，它只需要相片号， 经度， 纬度， 高度就可以。还有一些特定的飞机，Pix4Dmapper

可以直接从他们的飞行日志中获取所有信息。 

 

控制点文件，控制点名字中不能包含特殊字符。控制点文件可以是 TXT 或者 CSV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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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4. 建立工程并导入数据 

4.1  建立工程 

 

打开 pix4dmapper，选项目 -新项目（或者直接在界面上选择-新项目），如下图所示，

选上航拍项目，然后输入项目名称，设置路径（项目名称以及项目路径不能包含中文）。新

项目选上，然后选择下一步。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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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加入影像 

 
点添加图像，选择加入的影像。影像路径可以不在工程文件夹中，路径中不要包含中文。

点 Next。 

 

 
图  6 

 

4.3  设置影像属性 

 
 图像坐标系 

设置图像数据坐标系，默认是 WGS84（经纬度）坐标，这不需要进行任何更改。 

 地理定位和方向 

设置 POS 数据文件，点从文件选择 POS 文件。 

 相机型号  

设置相机文件。通常软件能够自动识别影像相机模型。 

确认各项设置后，点 Next 进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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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选择输出坐标系 

设置需要输出数据的坐标系， 如果有控制点的话， 那么就需要选择和控制点的坐标系

相互一致。比如西安 80 坐标系， 点击已知坐标系并在高级坐标系选项上打勾，然后再

已知坐标系下方点击“从列表”， 就可以选择中国的三大坐标系， 分别为北京 54， 西

安 80 以及中国 2000。如果需要使用本地坐标系并且有 PRJ 文件的话，那么就可以点击

“从 PRJ”，从而可以导入自己的 PRJ 文件坐标 (如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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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处理选项模板 

设置需要处理的项目模板，根据项目， 相机的不同， 可以选择不同的模板，点击所需

模板， 然后点击结束来创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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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5. 快速检测-外业（可选） 

这一步可以不做，只是起到一个检查作用。 

快速处理出来的结果精度比较低，所以快速处理的速度会快很多。因此快速处理建议在

飞行现场用笔记本进行，发现问题方便及时处理。如果快速处理失败了，那么后续的操作也

可能出现相同结果。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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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点击左下角“处理选项“，然后在处理选项窗口中点击”1.初始化处理“，在右边”常

规“ 下选择快速检测， 后点击 OK。设置如上图，在本地处理下方，只勾选 1.初始化处

理，其他不选，点开始，等待软件运行完，可以查看快速处理得到的成果（一张的影像拼图），

检查快速处理质量报告。 

6. 控制点管理 

控制点必须在测区范围内合理分布，通常在测区四周以及中间都要有控制点。要完成模

型的重建至少要有 3 个控制点。通常 100 张相片 6 个控制点左右，更多的控制点对精度也不

会有明显的提升（在高程变化大的地方更多的控制点可以提高高程精度）。控制点不要做在

太靠近测区边缘的位置，也不能布在一条直线上，要分布在不同的平面高程上。另外控制点

好能够在 5 张影像上能同时找到（至少要两张）。 

 

6.1  使用平面控制点/手动连接点编辑器加入控制点 

 

 
图  12 

 

这种方法需要逐个控制点在相片上刺出，控制点比较难以找到，一般来说， 首先要确

定一个控制点的大体位置， 然后推断出相片编号，在一张相片上确定控制点位置后， 就可

以在这张相片的前后左右查看进行刺点。刺出后可以由软件自动完成初步处理、生成点云、

生成 DSM 以及正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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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导入控制点 

点击 GCP/MTP 管理，出现如下对话框。 点击导入控制点，在出来的对话框中选择要导入

的控制点文件，文件格式可以为.txt 或.csv, 然后点击 Ok (图？)。在 GCP/MTP 管理器（图

16）中可以看到标签栏前面都是 0， 那说明这些控制点还没有刺点，那下一步所要做的就

是需要把这些控制点和图像相关联。 

 

 

图  13 

 

 

图  14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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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如果具备标记的话， 那么也可以直接导入标记， 在 GCP/MTP 管理器中导入标记（图

16）， 点击 Ok, 软件中就可以看到所有和导入控制点相关的图像已经刺出（图 18）。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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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如果没有标记文件，并且软件第一步已经处理完成， 那么在给图片刺点的话就非常容

易，因为在项目的连接点三维显示中可以很好的发现所有导入控制点的位置。首先我们选择

点击左侧栏目中的一个控制点，在右侧栏目中， 这个控制点所拍摄的照片就会很清晰的都

显示出来，而我们所需要做的就只是在右侧刺上和这个控制点所相关的所有相片（图 19）。 

 

 

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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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在 RayCloud编辑器上添加控制点 

 

这方法是非常容易添加控制点，首先软件要进行初始化处理，然后在空三射线编辑器显

示控制点，软件会通过 POS 数据预测出所有控制点的位置。使用这种方法添加控制点，是

平面控制点编辑器和空三射线编辑器的组合，使得添加控制点非常方便。 

 

6.3.1 完成初步处理 

点击左侧栏本地处理，勾选初始化处理，其他点云以及正射影像不勾选。点开始进行运

行。 

 

 
图  20 

6.3.2 在平面编辑器中输入控制点坐标 

点击 GCP/MTP 管理图标（图？），然后再 GCP/MTP 管理中点击添加连接点（图 21）

然后双击标签下面的名字， 可以更改控制点名称。然后双击类型， 把 Manual Tie Point 改

成 3D GCP，这样 X, Y, Z 的坐标就可以输入进去， 如图()， 点击 OK。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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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图  23 

 

点击左侧栏空三射线， 然后点击连接点→控制点/手动连接点→控制点名称（刚刚添

加）， 在空三射线编辑器里面可以清晰的看到控制点的位置， 并且在右侧栏所有的控制点

投影图像可已经显示，我们需要的就是在右侧图像上刺点就可以了（图 24）。如何进行刺点

呢？非常简单，在每张相片是上左击图像，标出控制点的准确位置（至少标出两张）。这时

控制点的标记会变成一个黄色的框中间有黄色的叉，表示这个控制点已经被标记（标了两张

相片后，这个标记中间多了一个绿色的叉，则表示这个控制点已经重新参与计算重新得到的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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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检查其他影像上的绿色标志，进行逐个标记， 然后点击使用。当您点击 2 张图片以后，

您也可以点击自动标记， 软件会自动的标记上所有想对应的相片。 但是需要进行检查，

如果标记与控制点位置能够对应上，那么这个控制点不需要再标注，如果所标记位置相差

比较远， 那么就需要重新点击来纠正，否则会影响到项目的精度。请注意， 自动标记的

功能如果是倾斜摄影， 好不要使用。 

 

小诀窍：当您点击的时候点错了相比， 或者自动标记了不对应的相片， 只要把鼠标移

动到相对应的照片上， 按 Delete 键，这张相片上的点击点就会被删除。 

 

 
图  25 

 



 

© 瑞士 Pix4D SA 上海代表处 china.sales@pix4d.com 
 

然后对其他的控制点分别进行上面的操作。当所有的点都标记完成后，点菜单栏运行，

选择 Reoptimize（重新优化），把新加入的控制点加入重建，重新生成结果。检查质量报告。 

 

 

6.3.3 设置 GCP 坐标系 

一般来说， 控制点坐标系基本上是在创建新项目的时候就设置好了（图 26），如果在

创建新项目的时候没有设置好控制点的坐标系， 那么也可以重新或者再次设置。点击图标

GCP/MTP 管理，在出现的 GCP/MTP 管理对话框中，在 上侧控制点坐标系一栏中点击编

辑，出现如下对话框，选择坐标系统的输入方式。设置好 GCP 坐标系统后点 OK。 

 

 

图  26 

 

 

7. 全自动处理 

当项目创建完成，控制点信息已经全部加入（如有的话），坐标系已经确定， 那么， 整

个项目就可以进行快速的全自动处理。点击左侧栏本地处理，然后选择本地处理，系统

出现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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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在前面添加控制点过程中，如果初始化处理已经运行了，那么这里就不需要再次运行了。

根据需要选择所需要运行的步骤，点击开始按钮运行。如果初始化处理没有运行过， 那么

就需要把 1，2，3 每个步骤都勾选，然后点击开始。我们一般建议先处理第一步， 初始化

处理， 然后检查项目质量报告， 如果质量报告里面各项参数能够满足项目的需求， 那么

我们就可以继续做第二及第三步，如果质量报告中某些参数没有达到标准，那么就需要对项

目的某些参数进行调整，再次进行处理第一步， 或者进行重新优化，再次检查质量报告， 只

有在质量报告的条件满足的前途下才能继续往下处理。 

 

7.1  处理区域：点云/正射影像图 

 

可以设置生成的点云以及正射影像图的范围，点击左侧栏的地图视图， 然后在右侧栏

下选择层， 在点云加密区用右键选择绘制来确定需要生成点云和正射影像的范围， 如果需

要删除的话， 

 

7.2 处理选项设置 

点击左侧栏的处理选项就会弹出处理选项的对话框，在这个对话框中， 总共分为 4 大类，

分别对应了初始化处理， 点云和纹理， DSM，正射影像和指数以及资源及信息发送，下

面就以各步骤选项分别予以简单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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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首先可以在处理选项界面左下角勾选高级， 这个在界面中会把所有的选项及功能进行

显示。这边需要说明的是， 在创建项目选择模板的时候， 各处理选项基本上会安装选择的

模板类型进行各参数加载，我们一般会选择这些默认的参数， 只有在默认前提下，项目处

理出现问题， 或者需要特定的项目精度的时候， 我们才会对各选项进行调整。 

 

7.2.1 模板设置 

 

在处理选项的底部有三项模板设置: 加载模板，保存模板，管理模板 

 

加载模板：在创建新项目的时候， 可以根据项目类型的不同加载不同的模板，模板中

会自动加载此类应用的各项参数， 从而不需要客户进行手动的调整。点击加载模板， 各类

模板就会自动显示， 根据项目需求选择适合的模板类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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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保存模板：保存模板分为更新模板及创建新模板。跟新模板只能应用於客户自己创建的

新模板， PixDmapper 本身的模板无法进行跟新。创建新模板就是客户可以根据项目需求， 

首先设置好各个步骤的各项参数， 得出 完美的处理结果， 然后可以把这个模板进行保存。 

在今后处理类似项目的时候， 就可以加载自创的模板。 

 

 
图  30 

 

管理模板：主要功能是创建新模板， 复制，删除模板，在这个选项中还可以导入/导出

各种模板。除了软件本身默认自带的模板以外， 客户还可以到 Pix4D 官网上下载各种模板， 

然后导入到软件就可以直接应用了。 

 

 
图  31 

 

7.2.2 初始化处理选项设置 

 

初始化处理选项主要分为三个选项， 常规， 匹配及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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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a. 常规：常规主要是对图像比例采用什么方法进行设置，全面高精度处理及快速检测

就不再重复阐述，定制默认为原始图像的尺寸。2 倍图像比例一般应用于比较小的

照片：比如 640*320， 这样的话， 软件可以生成更多的特征点， 而后进行匹配。

1/2，1/4，1/8 的图像比例主要应用于非常大的重叠度， 大像幅的相机以及大项目

的处理， 这样可以加快对整个项目的处理时间。请注意，选择 1/2，1/4，1/8 的图

像比例， 对整个项目的精度将会递减， 也就是说 1/2 的图像比例可能会稍微减低

项目精度， 那么 1/8 的图像比例， 项目精度将会减低很多。 

 

 

图  33 

 

b. 匹配：主要分为对图像的匹配和匹配策略。如果无人机是以 90°镜头朝下的

飞行路线进行航拍， 那几本上就选择航拍网格或走廊型航线， 如果无人机是以

45°左右的角度进行航拍，有固定的航线， 比如绕兴趣点飞行，或者上下移动等， 

那么我们就选择自由飞行或者倾斜拍摄， 这主要正对一些比如围绕房子或雕像的

图像等等。 

 

定制：请注意在此选项中选择的匹配数量越多， 那么处理时间将会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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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时间：匹配的时候将会考虑图像所拍摄的时间戳，它允许用户设置多少图像（在拍

摄时间之前和之后）被用于一对匹配。 

 

利用图像地理信息三角测量：此选项仅适合用于带有地理位置信息的图像， 主要是利

用图像的位置构成三角， 然后每个图像可以与由一个三角形构成的图像进行匹配。 

 

使用距离：此选项仅适合用于带有地理位置信息的图像，每个图像可以与一个相对距离

内的图像进行匹配。连续图像之间的相对距离: 比如我们设置相对距离为 5，而连续图

像之间的平均距离为 2 米， 那么软件就会计算出 5*2=10 米的一个半径球体，并自动

设置一个中心图像， 然后与在这个半径为 10 米之内的球体内的所有图像进行匹配。 

 

使用相似度：匹配具有 相似内容的 n 个图像。 

 

使用 MTPs: 通过共享手动连接点连接的图像将被匹配。 

 

为多相机使用时间：主要用于不同相机的对同一区域多个架次的图像进行匹配，它使用

其中一个架次的图像时间然后与其他架次的图像进行计算匹配。 

 

匹配策略：使用几何验证匹配， 处理速度会比较慢， 但是结果会更加精确，如果不选

的话， 匹配仅依靠图像的内容来进行匹配，如果勾选几何验证匹配， 那么几何信息建

立了特征点之间的位置信息，此选项适合农场的耕地，带有玻璃的外墙等项目的匹配。 

 

 
图  34 

 

c. 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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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点数量：分为自动及手动设置特征点的数量。 

 

校准：一般默认前提就是标准， 此步骤是一个进行自动空中三角测量以及光束法局域网平

差以及相机自检校计算的过程，软件会自动进行相机的多次校准直到得出一个满意的重建结

果；其他，主要用于具有精确地理位置信息，但低纹理内容，并且地形相对平坦的图像项目； 

精确地理定位及方向： 此项目仅适用于航拍图像具有非常精确的地理位置信息及各个方向

角度，该校准方法要求所有图像经过地理定位和方向。 

 

相机优化： 

a) 内方位元素优化： 

 全部：优化所有的内方位元素， 由于小相机比如无人机上搭载的相机， 对于

抖动，温度等比较敏感，从而影响相机的校准，因此， 建议处理这类相机拍摄

的图像时选择此选项。 

 重要的：优化 重要的内方位元素。此选项是处理某些相机有用，如相机用

缓慢滚动的快门速度。 

 无：不优化任何内方位元素，如果使用的相机已经进行严格的校准，而且相机

参数一定要被使用，我们就会选这个选项 

 自动查找：强制 优内方位元素接近初始值，此情况非常罕见， 主要应用于

同时发现了二个不同的 佳焦距值。 

 

b) 外方位元素优化： 

 全部：优化相机的位置及旋转角度， 以及一些遵循线性卷帘式相机模型 

 无：不使用任何优化的外方位元素， 此选项仅适用于当校准部分选择有精确

地理定位及方向。 

 方向：此选项仅适用于当校准部分选择有精确地理定位及方向，而角度方向没

有如地理位置那么精确时使用。 

 

再次匹配：选项对影像进行更多的匹配，会得到更好的匹配效果。在测区内有大量植被、森

林时建议选上，选上会增加处理时间。 

 

预处理：此选项仅对 Bebop 无人机拍摄的图像有效， 它能够自动去除 Bebop 所拍摄到的天

空部分。 

 

导出：可以选择需要导出的各种参数 

 

注意：如果需要使用第一步生成的外方位元素进行做立体观测的话， 那么我们建议同时生

成未畸变图像，在比如使用航天远景时， 就必须采用 Pix4D 生成的未畸变图像来划线， 否

则会产生不必要的视差。 

 

 

7.2.3 点云和纹理选项设置 

 

点云和纹理的选项主要分为 4 类：点云，三角纹理， 高级， 插件。 以下逐项简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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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点云： 

 

图  35 

 

a. 点云加密 

 图像比例：1/2 为默认图像比例，这也是我们建议使用的选项。1 图像原始尺寸，

这会生成更多的点，但是会花更多的时间， 至少是 4 倍的默认选项的时间，也会

使用更多的内存。主要应用于城市， 或者有明显轮廓的地形。一般我们不建议使

用；1/4 和 1/8，一般用于农场或植被地形，他会生成比较少的点， 但是对于植被

方面的特征点的提取会更加有效。 

 多比例：选上后会额外生成多的 3D 点，体现更多的细节。比如选择默认的 1/2 图

像比例， 那么软件也会对 1/4 和 1/8 的图像比例进行运算。 

 导出：可以选择需要导出的点云格式。合并瓦片到一个文件可以把所有的分块点云

合并成一个整体的点云文件。 

 

b. 三角网格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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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生成：此选项勾选就会生成三维纹理模型。 

 配置：默认为生成 8192*8192 纹理大小的三角网格， 如果项目需要一个比较高精

度的三维模型， 那么久可以选择高分辨率的选项， 同时勾选对纹理使用色彩平衡， 

这可以保证纹理的色彩会比较统一。 

 导出：可以选择需要导出的模型格式。 

 

c.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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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点云加密: 匹配窗口大小主要用于网格的尺寸来匹配原始图像的加密点 7x7 更快

的处理速度， 建议用于正射拍摄的航线；9x9 在原始图像中找到更多的加密点的

精确位置，建议用于倾斜航拍或者在地面上拍摄的图像。 

 图像组：主要用于有不同波段组成的图像项目。图像组点云：用于生成点云；几何

体纹理：用于网格的几何形状的计算；网状纹理: 用于网格的纹理。 

 点云过滤：使用处理区域，如果已经画了一个加密区域，那么勾选上这个后，生成

的成果只有这个区域内；使用调绘：可以生成一些输出成果，这些成果可以用来改

变 RayCloud 视图中加密点云和三维纹理， 从而获得更好的成果；自动限制相机

深度：防止背景物体的重建。建议在倾斜/地面拍摄项目工程中使用。 

 点云分类: 分类点云到地形/对象点， 小对象长度：小于这个长度的对象将不被

认为是一个对象， 比如 1 米； 大对象长度：小于这个长度的对象将不被认为是

一个对象， 比如 50 米； 小对象高度：低于这个高度的对象将不被认为是对象， 

比如 10 米 DTM，在 1 米到 50 米以外的长度，低于 10 米的对象将在 DTM 中显示。 

 三维纹理设置：采样密度分配，该值从 1（默认值）到 5。增加该值将创建与点的

密度较低的区域更多的三角形。然而，这也可能会在噪点比较多的区域生成不必要

的三角形，建议在模型中有空洞而且该模型没有很多的噪点的情况下使用；八元树

算法下每分支上 多的三角网格数目：数值从 8（默认值）到 128，更高的数值会

导致较不详细的成果（有更快的计算时间），因为区域细分较少。 

 

d. 插件：需要另外支付，详情请参阅软件。 

7.2.4 DSM, 正射影像和指数选项设置 

 

a. DSM 和正射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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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分辨率：自动的， 默认值为 1，软件就自动生成以地面分辨率为倍数的 DSM 和正

射影像图；定制：用户可以自定义相对应的地面分辨率的正射影像图。 

 DSM 过滤：使用噪波过滤，可以设置点云噪波过滤，点云生成的时候会产生一些

错误， 那么过滤的功能就会把这些错误去掉， 并从其他临近的点取样计算重新生

成；使用平滑表面：一旦使用噪波过滤，那么根据点云会有一个表面生成，这个表

面会有很多不正确的小气泡，使用点云平滑可以改善或去掉这些气泡。类型：尖锐

可以保留更多的转角、边缘特征。平滑：平滑整个区域。中等：是前两者的一个综

合。 

 栅格数字表明模型（DSM）：距离倒数加权法主要在于点之间进行插值， 建议在

有很多建筑物的项目工程中使用；三角测量：是基于 Delaunay 三角测量时使用。

建议用于农业领域，体积计算等领域。 

 正射影像图：勾选生成正射影像图。 

 

b. 附加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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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方格数字表面模型（DSM: 此选项可以生成不同格式的 DSM。  

等高线：登高基线：如果项目海拔高度是 315 米， 登高基线是 30 米， 那么第一条等高线

就是 315+30=345 米；等高距：高程区间必须小于 DSM 的高度（ 大值- 小值）：比如一个

项目的海拔 小值为 400 米， 大值为 650 米， 登高基线是 0， 区间值为 50，那么就会

生成等高线 400，450，500，550，600 和 650.  

注意：区间值越小， 等高线文件就越大， 所花的时间也更多 

 

c. 指数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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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辐射校准：允许用户校准图像的反射率，主要把光照和传感器的影响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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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质量报告分析 

 
图  41 

8.1 质量检查 

 

质量报告首先要检查上述 5 个绿色的钩，如果其中有些事为黄色或者红色， 那么就需

要检查问题所在。 

1) Images (图像): 在图像上能够提取的特征点的数量， 如果图像比例 > 1/4， 那么每

张图像上提取的特征点应该是 10000 个点以上， 如果图像比例 ≤ 1/4， 那么每张图

像上提取的特征点数量应该是 1000 个点以上。 

2) Dataset(数据集)：主要是显示在一个 block 中能够进行模型重建的图像数量。如果

显示有几个 block，那么可能是飞行时相片间的重叠度不够或者相片质量太差。一

般来说， 在一个 block 中， 需要校准的图像要 >95%。 

3) Camera optimization quality（相机参数优化质量）： 初的相机焦距以及像主点和计

算得到的相机焦距和像主点误差不能超过 5%，如果显示有超过 5%的误差， 那么

就需要到相机设置对话框中加载优化过的参数， 在项目文件中尽量多加一些手动

连接点，然后重新开始第一步的处理，一直到在质量报告中显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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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4) Matching(匹配)： 每校准图像匹配的中位数。如果图像比例 > 1/4， 那么每校准图

像上计算出的匹配数应该是 1000 以上， 如果图像比例 ≤ 1/4，那么每校准图像上计

算出的匹配数应该是 100 以上。 

5) Georeferencing(地理定位)：此项主要用于检查控制点的误差，首先确认项目使用了

控制点， 第二控制点的误差小于 2 倍的平均地面分辨率。如果没有布控制点， 那

么也会显示黄色警告， 这可以忽略不计。 

 

8.2  区域网空三误差、自检校相机误差、控制点误差 

8.2.1  区域网空三误差 

 

区域网空三误差如下图，Mean reprojection error 就是空三中误差，以像素为单位。

相机传感器上的像素大小通常为 6 微米（μm），不同相机可能不一样。换算成物理长

度单位就是 0.102*6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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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8.2.2 相机自检校误差 

 

上下两个参数不能相差太大（例如 Focal length 上面 4 mm，下面是 2 mm，那么肯

定是初始相机参数设置有问题），R1、R2、R3 三个参数不能大于 1，否则可能出现严重

扭曲现象。 

 
图  44 

 

 

 

 

 

 

 

 

 

8.2.3 控制点误差 

 

ErrorX、ErrorY、ErrorZ 为三个方向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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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图  46 

同时，在精度报告的结尾，可以显示

控制点在哪些相片中已经刺出来，还

有哪些相片没有刺出来。如果精度不

够好，根据需要可以在这些相片中刺

出这些点，提高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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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点云的编辑以及输出 

9.1 编辑点云数据，成果可直接输出 

 

图  47 

 

1. 新处理区域：可以绘制特定的区域来生成点云和正射影像图； 

2. 新比例约束：主要对于没有任何 GPS 的图像数据， 可以根据特定的比例， 比如车库的

长度， 宽度， 从而推算出整个项目中其它对象的尺寸； 

3. 新方向约束：主要对于没有任何 GPS 的图像数据， 可以根据特定的方向， 从而对整个

项目的角度进行调整； 

4. 新任意正射面：可以对项目中的任何平面创建正射影像图， 比如房屋的侧面， 高架桥

桥墩的侧面等， 尤其在工程检测中能够非常有用； 

5. 新视频动画：可以在三维模型中创建用户自定义的三维视频动画，视频动画完成后可以

以 MP4 的格式进行导出； 

6. 新折线：可直接获取高程点、量取对象距离长度， 高度等； 

7. 新平面：可实现地物面积量取； 

8. 新堆体：可实现体积计算，如下图所示，为堆叠对象创建，可直接在点云上量取表面积

以及体积等物理信息。 

请注意：从版本 2.2 开始， 体积计算的图标移动至左侧栏， 并且只有在第三步处理完

成后才能够进行体积测量。 

 

 
图  48 

 

 

9.2  编辑正射影像图 
完成第三步骤的操作以后，就到了出正射影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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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正射影像图的编辑基本流程可以为：在正射影像图上找出需要编辑的某一块区域， 然

后点击绘制，在右侧栏选择需要替代的图像， 点击保存。 后点击导出， 导出以后

才能把所有的更改保存到原始的正射影像图上。这里的保存按钮只是起到了把更改保存

到计算机缓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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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常见问题 

10.1  出低精度快拼影像 

 

在初始化处理完成以后， 我们可以跳过第二步， 直接去做第三步，如果只是想得出一

个低分辨率的正射影像图， 那么我们可以调整生成的正射影像图的地面分辨率， 比如， 我

们可以做 8 倍的原始地面分辨率的正射影像图， 那么软件就会很快速的生成。如果只是想

得到快拼图，那么可以在快速检测前把这个勾选上，运行快速检测就可以 快的拿到低分辨

率影像图。 

 

 
图  50 

 

10.2 多个工程合并 

 

这里以合并两个工程为例，首先确保这两个工程重叠度要够（相邻航带旁向重叠度 75%

以上），如果航带间重叠度不够可以设计两个工程重叠一条航带。然后分别建立两个工程项

目，并运行完初始化处理，在 2 个项目的重叠区域添加至少三个手动连接点，然后每个项目

进行重新优化，保存退出。 

 

请注意：2 个项目中间所添加的连接点必须是在同一个位置， 需要有同样的命名。所

添加连接点 好不要设置在一条直线上， 好布置在不同的高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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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再新建一个工程，注意选择新项目下的“合并已有项目来创建新项目”。然后点 next。 

 
图  52 

 

项目合并创建完成后，软件会自动对新建的合并工程进行初步处理。检查质量报告，注

意因为我们融合了两个测区，所以每个测区都会生成一个块（blocks），现在我们要把两个

块接在一起。（如果我们获取的 POS 精度足够好，那么不用手动连接测区也是有可能的） 

 
图  53 

 

软件进行初步处理后，会有一个很稀的点云生成，如果在项目合并以前没有添加手动连

接点， 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一步添加。 

 

在点云视图中，添加手动连接点。添加连接点的方法与在 RayCloud 中刺出控制点的方

法类似，不过加入的连接点类型为手动连接点（Manul Tie Point），而且不用输入坐标，也可

以直接加入控制点。建议至少加入 3 个连接点。（注意：在加入连接点 Apply 后，影像上绿

色的标记与黄色的标记可能距离有点远，没关系，在后面重新优化后就会基本重合）。 

 

在完成加入手动连接点后，选择重新优化（Reoptimize) ，重新生成质量报告，检查质

量报告。如下图，现在两个测区已经合并在一起，所以只有一个块，Dataset 中也没有提示

不合格。 

 
图  54 

 

同时质量报告中还会显示我们添加的连接点误差，检查这些误差，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

去调整这些点或者手动添加更多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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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完成以上步骤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测区继续与其他测区融合，或者接着完成空三加密、

生成 DSM 和 DOM。 

 

10.3  拆分成子项目 

 

软件可以对大数据的项目自动拆分，可以在不同的计算机上处理第一步， 然后再第二， 

第三步进行合并。 软件自动拆分的子项目在合并的时候不需要添加任何手动连接点。 

 

点击菜单项目→拆分成子项目… 

 
图  56 

 

 

 

 

10.4  裁剪框 

 

裁剪框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主要用于对点云编辑， 由于点云呈现的形式为三维视图， 

当编辑的时候， 可能一不小心就把后面的点云删除了。 我们其实可以在对需要编辑的点云

区域添加一个裁剪框， 那么我们就只能编辑在裁剪框之内的点云， 而外面的点云就不会被

误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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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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