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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利用三维虚拟场景为规划管理服务一直是城市管理的热点问题, 本文介绍了镇江规划决策系统建设

的总体思路和实现的具体途径,为拓展测绘产品的应用领域和规划管理服务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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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目前,镇江市处于快速发展时期, 建筑报建量

大,对方案设计要求高, 而城市规划管理、方案审批

仍然依靠方案平面图、效果图等方法, 这样做不但

使效率降低而且反映信息不全面、不准确, 具有很

大局限性。

利用三维虚拟现实系统可以将平面设计方案

以三维模型的方式展现出来, 通过虚拟场景来实现

立体的规划审批。因此, 以现有的空间信息数据为

基础,综合运用虚拟现实、遥感、地理信息系统、数

据库等数字化技术, 可以建立面向城市规划的三维

规划决策系统, 以立体方式呈现详细的规划方案和

相关联的属性信息和规划指标信息,从而展现城市

的景观风貌, 提高城乡规划的科学性, 实现规划和

现实的统一。

2 规划审批流程的重构

长期以来, 规划和建设用图都是二维平面

图, 作为城市管理最佳手段的 GIS 技术, 也一直

都停留在二维平面的阶段, 其他辅助手段如模

型、动画等给人提供的信息也是有限的。另外,

由于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城市规划问题日益

重视,城市规划成果需要面对不同阶层、不同专

业背景和知识程度的人, 因此只有直观的三维仿

真效果才能更好地沟通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

三维规划决策系统的出现, 必然要求城市规划管

理部门从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报建、勘测、审核、

批复、监察、存档等一系列作业流程作深刻的

改变。

建设单位在项目报建之前,须按要求对规划方

案进行规整、对申报材料进行电子化, 对使用数据

检查工具进行相关资料检查。在网上申报或到规

划局窗口申报时需要提供以下资料:

( 1) 建设项目总平面图、剖面图、立面图、平面

图: 格式为* . dw g / dx f ;

( 2) 建设项目三维渲染效果图、鸟瞰图: 文件格

式为* . JPG;

( 3) 建设项目三维仿真模型: 文件格式为* .

OSG;

( 4) 建设项目三维仿真模型中的材质贴图文

件: 文件格式为* . T IF ; %100% 95f ;

( 5) 建设项目的相关属性信息文件: EXCEL

文件。

初审人员使用数据检查工具进行初审,不满足

校核条件的方案应尽快返回建设方, 满足条件的通

过办公自动化系统转送到审核业务科室进行审核。

在审批阶段规划局内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审

核, 这样可以节约大量设计意图理解交流、复杂计

算对比和会议讨论等繁复环节, 也提高了监察阶段

目标的跟踪准确性和时效性。

3 规划审批功能的实现

3. 1 窗口报建

根据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和本市相关

规范法规以及具体项目的规划指标和设计要点, 对

修建性详细规划、总平面图、建筑单体图等进行符

合性对比和合理性审查。应提供三维模型数据检

查工具为规划局初审阶段使用, 不满足校核条件的

方案尽快返回建设方,满足条件的通过办公自动化

系统转送到审核业务科室进行审核。

3. 2 浏览查询

通过图层管理、三维视图浏览和透明检查等工

具, 辅助规划审批人员可以灵活方便地了解方案状

况; 可以在场景中定位地块所在的位置, 获取指定

地块的信息, 并显示在属性页面中; 建筑、道路、车

场等所有专业构件都可赋予属性作为构件的特征

和统计查询依据; 图形和属性相互关联可即时互



动,即通过图形的修改改变属性数据或通过属性修

改达到必变图形的效果。

表 1 属性查询

3. 3 综合审核

综合审核针对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等

国家和地方规范, 设计了方便高效的专业检测功

能,如:间距系数检测、红线间距检测、公共绿地面

积和日照检测, 建筑和道路间距检测, 车位数量复

核和建筑高度检测功能等。

3. 3. 1 建筑高度检测

用户选择沿路一般建筑或组合建筑, 自动提取

其高度,并自动判断其高度是否符合当地的沿路建

筑高度控制标准,如一般建筑高度应该小于道路规

划红线宽度与沿路建筑后退距离的 1. 5 倍, 超过该

标准的对象应进行预警。

3. 3. 2 间距系数检测

目前,对于多层建筑间距, 大部分规划局多采

用间距系数来控制。本功能可以自动扫描小区内

所有建筑物,提取其相应的高度和间距计算各建筑

间的间距系数, 然后对比用户预先设置的系数标

准,把小于该标准的对象列表报警。

表 2 间距检测

3. 3. 3 车位数量复核

根据方案中的住宅面积(套数)、公建面积计算

出标准车位将设计车位和标准车位进行对比复核。

3. 3. 4 指标核查

对方案进行定量检测, 软件可根据用地分配、

构件布置自动计算出相关指标数据,包括用地平衡

表、经济指标表、绿地统计表、公建统计表、建筑统

计表和车位统计表。

表 3 指标核查

3. 4 方案评审

3. 4. 1 建筑方案对比

在三维审批系统中, 将设计单位的不同设计

方案通过两个窗口进行显示, 根据建筑方案所处

的城市环境控制建筑物的色彩、建筑体量、形式

的不同, 确定合适的建筑方案。通过三维审批系

统截取效果图, 对其建筑色彩提出修改建议, 为

保证区域内建筑色彩的和谐、统一提供了强有力

的依据。

图 1 方案对比

3. 4. 2 日照分析

日照分析功能对城市空间中建筑不同时间段、

不同节气的日照情况进行实时模拟, 用户可以观察

到特定建筑物的阴影对其他建筑物的影响和进行

连续播放,并可同时通过对建筑高度和体量的调整

观察日照分析结果, 确定在满足日照条件下的最有

设计方案。

图 2 日照分析

3. 4. 3 控高分析

根据优秀历史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环

境, 选择适当视点确定视线走廊进行视线分析。通

过分析从观察点出发的视域范围内建筑物的遮挡

情况得到视域范围内可见区域范围和不可见区域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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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4 分类显示

利用数据库中的属性数据将场景中的同类实

体(建筑或用地或其它实体)渲染上不同的颜色加

以区分,从而进行属性数据的可视化。例如, 根据

用地性质 (如居住用地、商业用地、绿地等)渲染

出 土地利用总体布局规划图 。

3. 4. 5 数据测量

测量任意点的坐标、点间的水平距离、直线距

离,并计算其起点和终点间的高差和坡度; 测量物

体的垂直距离; 测量地面面积。

4 网上发布平台

网络发布平台, 可以实现对外、对内的信息展

示与发布。通过互联网、GIS、数据库、多媒体等高

新技术及时向公众、建设单位和相关人士发布最新

的规划成果及审批信息, 满足政务公开、透明的需

求,更好地为公众提供服务。

5 模型的制作规范

5. 1 标准的引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城市三维建模技

术规范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国家基本比例

尺地图图示 第一部分: 1 500 1 1000 1 2000 地

形图图示 ;

3. 城市测量规范 ( CJJ8 99) ;

4. 测绘产品检查验收规定 ( CH 1002 95) ;

5. 测绘产品质量评定标准 ( CH 1003 95)。

5. 2 资料要求

三维数字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制作必须以完

善的数据资料作为基础。制作资料的全面性、完善

性及其数据信息的精细度直接影响城市三维模型

的制作精度和制作效果。

表 4 资料要求

数据名称 详细说明 说 明

源
数
据

基础地形图 (必备)
重点区域 1 500, 其他区域 1 1000比例尺, 包含建
筑,道路,绿地, 水系等 DWG、SHP 格式

客户提供

正射影像图(必备)
0. 1 m 0. 6 m精度正射影像图 ( DOM) , 覆盖全部区

域; tif或 img 格式;全幅、分幅影像
客户提供

高程信息 (必备)

全部区域范围及周边区域内的, 带有高程点或等高线

信息的 DWG、SHP或 T AB格式数据

DEM 数据

全部区域范围及周边区域内的 1 10 000DEM, 主要

规划范围、主要山体和其他重点地块 1 2000以上

客户提供,二者任一即可。

建筑高程数据 建筑高度测绘数据 现状项目需客户提供

规划设计图

整体的规划方案, 路网总图

在建、已建项目的建筑设计图(平立剖、重点详图和效果图)

重点制作区域规划和城市设计方案

市政、道路、景观设计等其他项目的设计图纸

规划项目或规划方案需客户提供

报审批资料 单体建筑的报、审批等资料 如果需要相应功能需客户提供

现状照片

建筑立面

景观小品

重点道路和桥梁等

重点街道家具和设施

重点广场、公园景观和设施

主要山体和河流

现场数码相机采集

专题数据

用地红线、控高等专项数据

主要建筑、道路和设施的名称和指标及其相应电子文

件资料

其他需纳入系统数据库的数据

如需要相关的数据处理,

客户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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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制作误差标准

依据基础地形图、DEM 数据、DOM 等数据, 所

允许的误差标准如下:

1. 建筑物基座平面精度:不大于 30 cm;

2. 建筑物基顶部高差精度: 不大于 30 cm ;

3. 建筑物其它特征平面精度: 不大于 50 cm 且

小于量测对象间距尺寸的 10%;

4. 建筑物任意特征间点、线、面量测间距精度:

不大于 50 cm 且小于量测对象间距尺寸的 10% ;

5. 建筑物基座边线及景观地形边线严格按照

CAD地形总图进行制作。

5. 4 贴图标准

1. 城市三维模型的纹理格式必须为 t if格式。

2. 城市三维模型的纹理贴图长、宽像素值必须

为 2的幂次方。纹理贴图长、宽像素值最小不得小

于 16像素,最大不得大于 1 024像素。

3. 纹理色调统一采用上午 10 点钟有阳光的地

物表面的色调(在外业采集纹理时, 相机偏色调整

成自然色) , 要求纹理清晰 (提高对比度、锐化处

理) , 色调均衡(特别是同一建筑物各面的色调须严

格统一) , 色彩美观、明亮、柔和。

4. 同一小区内相似建筑纹理必须一致,色调协

调并必须重复使用。贴图前建立色板或公共纹理

库,所有制作人员从库中提取纹理, 公共纹理贴图

的名称不能改变,避免同样纹理不同命名造成的纹

理浪费,以减少纹理数量。

5. 5 烘焙标准

所有城市三维模型数据采用统一的烘焙灯光

进行烘焙。已经制定完成的灯光方案, 不允许随意

更改灯光的设置参数。烘焙灯光的效果要求冷暖

分明, 能艺术地表达光线效果, 阴影关系分明, 能很

好地表达建筑的体积感。通常情况烘焙灯光设定

为上午 10时的阳光照度,阳光为东南方向。

5. 6 模型及贴图的命名规范

三维规划决策系统的建筑、地面模型数据及照

片管理均按照以图幅划分为标准制定的图层进行

管理,图层命名、三维模型、纹理贴图的命名均依据

图幅制定。建筑模型的编码划分为四级 12 位进行

编码,依次是前 7 位是图幅管理编号、1 位区域类

型, 1位建筑等级、3 位模型顺序号。第一级图幅管

理编号根据图幅左下角 x、y 坐标值确定。第二级区

域类型一般分为现状、城市设计或报建项目。第三

级编码为模型等级。第四级为模型顺序号。根据光

影烘焙的需要, 模型面数过多必须进行适当的拆

分。一般每个物体以 5 000 面为原则, 拆分时根据

建筑的结构进行, 例如裙楼和主体的分解, 主体与

楼顶结构分解, 楼房的 AB 座分解等。拆分后模型

在原模型名称后加 1位字母表示。

表 5 命名规范

命名分类 命名标准

单体建筑模型

4893466AA001

4893466 (图幅管理编号) A (区域类型 ) A

(建筑等级) 001(顺序号)

建筑贴图
4893466AA001

(模型名称) T 01(贴图序号)

烘焙贴图

4893466AA001THB

4893466 (图幅管理编号) A (区域类型 ) A

(建筑等级) 001(顺序号) THB(烘焙贴图)

5. 7 成果检验标准

1. 检查城市三维模型命名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2. 三维模型建模数据量应尽可能精简, 对模型

不起作用的点、线、面必须删除。

3. 检查城市三维模型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

包括: 建筑结构、纹理贴图所表现的外立面色彩、

质感以及所表现的建筑细节结构是否与实际

相符。

4. 检查贴图大小是否合理,不能出现同图不同

名。检查模型制作精度、模型结构、纹理贴图是否

符合精度要求。

5. 检查整体效果、色调必须确保协调, 烘焙光

影关系正确。

6 结束语

利用三维虚拟场景为城市规划和管理服务一

直是数字城市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信息化水平

的不断推进,充分利用测绘单位现有的成果数据,

实现从二维到三维的转变, 不但拓展了测绘产品

的应用范围, 而且带动了城市规划管理模式的深

刻改变, 从而更加真实地展现了镇江的景观风貌,

提升了城市管理的品质, 为提高城乡规划的科学

性,实现规划、设计、现状及远景有机结合奠定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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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of Urban Planning Decision System of Zhenjiang City

HUANGLi jie, LIU Gui sheng

( Zhenjiang U rban Invest igat ion and Surveying Inst itute, Zhenjiang Jiang su 212008, China)

Abstract H ow to apply 3D v ir tual scene to serv ice planning management is alw ays a hot issue fo r urban management study.

The paper int roduces t he general fr amewo rk and the detailed implementation met hod of urban planning decision sy st em in Zhen

jiang Cit y, w hich might prov ide a new idea for expending t he application fields o f surv eying and mapping products and the

better pr ov iding serv ices to planning management .

Key words urban planning ; 3D model; decision making suppo rt

(上接第 4页)

可以看出: 方向 2的第 5测回方向值为 明显的

孤值 ,需重测该测回; 方向 3、4的各测回方向值互

差超限,但不存在 明显的孤值 , 重测方向值中最

大和最小值所在的测回, 即第 1 和第 7 测回。方向

4由于垂直角与其余方向偏差较大, 在测回间单独

比较 2C 互差,程序分析结果为第 4测回 2C 互差

超限。

程序的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况符合, 表明该程序

能够实现智能化的三角网数据采集工作。

5 结束语

本文以 GeoC+ + 开发平台为基础, 研究了智

能测量程序的设计与开发。利用测量机器人的

ATR功能,并结合工程实际情况, 自主研发的机载

程序可以自动完成各种控制网的测量与超限时的

重测,有效减轻了外业人员的工作强度, 提高了工

作效率, 降低人为因素对测量成果的影响, 提高了

测绘产品的质量, 并有较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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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ing for Measurement Robot s ATR Intelligent Measurement Program

GUO Teng long, YUE Jian ping, LIU Yi

( Schoo l o f Earth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 su 210098, China)

Abstract T he int elligent measur ement pro gr am for t riangulation field dat a acquisit ion is based on the prescript ion of triangula

t ion, eng ineer ing surv ey and et c, and t o GeoC+ + as a development platform, which could be applied in automatic data collec

t ion in the process o f contro l net wo rk as well as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and re test in transfinite data. The result is it could im

prove the efficiency of data collection and automated data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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