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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三维模型数据的内容, 分析了基于数字摄影测量方式的三维模型数据的质量分析与控

制,并总结了实际生产过程中特殊问题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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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三维模型作为一种新型的空间数据, 有着更为

复杂与多样性的数据内容, 因而在数据采集、数据

库的建立、可视化表现与应用等方面具有自身的复

杂性与特殊性。本文结合实际的 数字奎屯 建设

项目,浅谈一下基于数字摄影测量方式的三维建模

过程中的数据质量分析与质量控制方法。

2 三维模型数据来源及其质量分析

三维模型数据的质量分析主要是研究误差的

性质、来源、类型、大小以及产生的原因, 对数字成

果中的不确定因素进行模拟和估计,从而确保三维

模型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其质量控制主要是体

现在从数据源到最后产品的全过程中对可能引起

误差的每一环节加以控制, 并对这些步骤的一些指

标和参数按照一定的作业规范和标准予以规定。

三维模型的数据质量主要包括 6个内容: 数据情况

说明、位置精度、属性精度、逻辑一致性、数据完整

性和时间精度[ 1] 。下面就以具体实例来探讨其详细

内容。

2. 1 基础地理空间数据

在数字城市的项目建设过程中, 我们需要

DEM、DOM、DLG以及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适

当的处理,主要的数据源往往都是可靠的基础测绘

成果。其中对于 DEM 要提及的是: 应尽可能采用

较小的格网间隔, 还要采集必要的特征点、线数据,

同时在物方 DEM 中重新编辑局部格网点的高程,

以防止出现模型与地面不相切的现象出现。

2. 2 纹理(材质)数据

三维模型的逼真可视化效果主要是通过对模

型表面所赋予的纹理或材质表现。纹理数据往往

是一幅图像,特别是具有相片质感的真实纹理数据

常常只有通过实地拍摄照片才能获得。纹理数据

质量控制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内容: 纹理数据是否

模糊、扭曲、变形, 植被纹理与近地面地物几何模型

相对位置关系是否正确,建筑物相邻侧面的纹理特

征是否衔接, 纹理是否与建筑物侧面正确对应, 建

筑物侧面纹理是否与建筑物层数一致, 地物侧面纹

理图像中其他地物的遮挡问题, 建筑物纹理是否与

周围环境相协调等。

在纹理采集时, 我们可以在数码航片的基础上

按道路和街区等自然边界进行工作区的划分和任

务指派, 按照一定的规则对分区进行命名和编号。

这有助于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数据的汇总整理。

2. 3 多媒体属性数据

( 1) 描述空间数据的属性项定义(如: 名称、类

型等)必须正确, 属性表结构中各数据项的属性取

值与其单位不能异常, 即检查属性的完整性、属性

数据的现势性、属性数据说明的合理性等;

( 2) 属性数据逻辑一致性, 主要是指属性数据

与空间数据之间、属性数据之间、属性数据与侧面

纹理之间的逻辑关系要保持一致, 例如, 建筑物属

性中的层数与其几何模型的高度不符和侧面纹理

可数到的层数不一致。

2. 4 三维几何模型

( 1) 几何模型检查: 主要是在模型建立后, 从

点、线、面、体四个层面与立体像对中的立体模型进

行比照, 检查三维模型几何结构的正确性和完整

性, 并确定精度超限需要重新量测的地物。

点检查:平面位置, 同高点的高程值,特殊部位

的采点精度; 线检查:边缘垂直、平行条件; 面检查:

面结构的合理性, 共面误差是否超限; 体检查: 模型

高度比例,组合是否完整, 几何结构是否合理, 是否

具有一定的对称性、体与体之间不能重叠交叉等。

( 2) 拓扑结构检查:这里说的拓扑关系包含单

个对象内部的点、线、面之间的拓扑关系(内拓扑)

和相对独立的对象之间的拓扑关系 (外拓扑)。其



中内拓扑影响着三维模型的可视化关系和消隐关

系,其检查的主要内容是三维模型的结构特征是否

与实地相符, 是否存在破碎面和冗余面, 点是否在

某个面内。对外拓扑的检查主要是三维模型主体

部分和附属部分之间相离、相交、相切、相落等关系

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3 数据获取与处理要求

( 1) 在几何数据采集过程中, 要对测量要素进

行了综合取舍, 尽可能真实地表现地物原貌。综合

取舍的原则以真实美观为前提,尽可能采集少的特

征点、线来表达测量要素。对建筑物来说, 屋顶细

部特征点要进行正确的选择。通常以地形图上

0. 5 mm为限, 对于面状地物,综合取舍之后的面积

与原始面积之差不大于总面积的 5%。

( 2) 建筑物顶部外围范围线, 在采集时应用闭

合、直角特征线来量测, 相邻的线划应严格咬合, 平

顶房屋提取时锁定高程。对于稍微复杂建筑物根

据其形状对建筑物的各个部分进行提取线条。

( 3) 对三维实体的恰当分解是建模的关键和技

巧。例如在 3DMAX 中对一个复杂的地物进行建

模,以三维长方体为基本元素还是以二维面片为基

础元素搭建同一个模型, 所导致的数据量、贴图复

杂程度、最终的模型效果等都不一样。

( 4) 简约性。模型的面片个数最终影响着场景

实时显示的效率,太小的面片在整个场景中可能并

不能得以真正体现。因此, 在保证模型细节的前提

下,模型的面片个数尽可能的简化。一般来讲, 一

般建筑物的面片数控制在 500个左右; 典型建筑的

面片数控制在 2000个左右。

( 5) 三维场景合并时, 应遵循模型阴影会随着

光线的变化而相应地发生变化的规律: 在一个三

维场景中,一般只允许存在一个光源, 并且空间地

物的阴影方向应该是一致的; 对一个完整的上部

没有洞口的物体,有阴影的一面是远离光源的一面

(背光面) ; 但是对顶面带有洞口的物体, 其洞内的

阴影就在靠近光源的一面。

4 质量控制

4. 1 基于多种信息源的对比检查

一般方法是逐一调出每个目标的几何模型数

据并套合 DOM 或 DLG数据以及实地调绘资料进

行多角度对比检查, 以发现其中的问题。另外, 也

可建立三维可视化环境, 通过漫游、鸟瞰等功能直

观地对所有数据进行人工排查。

4. 2 自动批处理的质量检查

例如, 在 A utoCAD 或 3DMAX中采用宏命令

编写一些批处理程序可以减少键入和人工检查的

工作量, 减少错误的产生。新疆 数字奎屯 项目中

采用 AML 语言编写的 A rc/ Info 程序也能实现对

基础地理数据的批量检查和处理。再者就是通过

三维信息系统如 Images或N ewM ap3D等软件批量

对部分属性进行查询和汇总以查找错误。

5 小 结

当前, 关于三维建模的质量控制体系还需要

进一步研究, 缺乏有效的、统一的理论指导; 并且

成熟化的商业软件还一直处在研建当中。另外,

为了规范不同规模的城市数字化工程建设, 我们

也迫切需要关于三维模型数据的具体技术规定,

制定城市三维数据获取和建模的国家标准、行业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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