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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摄影测量和猫都有一个共同的也是最重要的特点——都有多条命。
摄影测量的终结已被预测过多次，比如，20世纪80年代GPS出现时，人们似乎看到摄影测量以及其他
测量手段都将要快速消失，更有一些人深信摄影测量将作为一个子集融合到计算机视觉或计算机图形
学中去。
研究基于各种硬件平台的定向系统的专家预示了摄影测量的部分终结——空中三角测量将成为过去。
尽管有这么多悲观的预测，我个人仍然认为摄影测量非常具有活力——数字摄影测量的出现使摄影测
量的研究者和应用者感到激动。
它更具有使当前的许多问题得到更有效解决的潜力，许多新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数字摄影测量是一个相对年轻而且快速发展的领域，许多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来自于图像处理和计
算机视觉。
尽管受来自其他领域的方法和算法的强烈影响，但是数字摄影测量仍然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学科。
因此，我从摄影测量学科的观点出发叙述本书中的内容。
尽管本书是一个摄影测量领域的学者为摄影测量工作者所写的一本书，我仍然希望它包含对具有其他
背景的读者有用的信息。
过去的几年出现了大量的关于数字摄影测量的文章，但对这一专题尚未有综合叙述，本书弥补了这一
空白。
　　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提供一本该领域的教科书或参考书，因此，我把重点放在基本原理方面。
同时，作为一本人门的教材，我尽可能地使叙述通俗易懂，并在必要的时候，省略了一些繁琐的数学
上的严密推导。
书中并没有在某些实施细节和具体算法方面进行深入叙述，该书的贡献仅限于作为工具书这一级别。
我认为，一个人在深入到具体实现细节当中之前首先应该理解和解决一些基本的问题。
　　该书是从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为研究生讲述了12年的数字摄影测量课程的讲义中整理而来的。
为了便于作为教材使用，除了第一部分之外，每一章的后面都附有习题。
这些习题大多来自家庭作业或一些测验，包括从基本原理到计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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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摄影测量学：背景、基础、自动定向过程》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数字摄影测量的研究背景
、技术与理论基础以及相关处理过程。
其内容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介绍背景知识，对数字摄影测量涉及的多个学科(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计算
机图形学)的相关内容给予了简明的叙述，共分为五章(第二章 到第六章 )，从信号和图像处理开始，
然后是数字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和人类视觉。
第六章 叙述了关于辐射度量学和光度量学的背景知识。
　　第二部分 介绍数字摄影测量的基础，从数据获取(数码相机和扫描仪)到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然
后又用了两章介绍影像匹配。
第九章 介绍了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
　　第三部分 重点放在自动摄影测量处理过程。
该部分包括三章，在简单地介绍了现有的方法之后，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考察了自动内定向、外定向和
相对定向过程，并给出了一些新的解决方案，重点介绍把线特征和面特征用于定向过程，从而把基于
点的摄影测量转变到真正的基于特征的摄影测量，这样更适合于自动化处理。
　　《数字摄影测量学：背景、基础、自动定向过程》是从作者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为研究生讲述了12
年的数字摄影测量课程的讲义中整理而来的。
为了便于作为教材使用，在除了第一部分 之外的每一章的后面增加了习题部分。
《数字摄影测量学：背景、基础、自动定向过程》可以作为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本科生的参考书或研
究生的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研究人员以及相关领域的工作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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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相关的术语　　任何一种新技术在刚出现的时候，除可接受的定义外，都没有统一的术语标
准，数字摄影测量也是如此。
“数字摄影测量”这个术语也曾经是有争议的。
在美国等国家称为“软拷贝摄影测量”，软拷贝是指数字影像的显示与处理。
也许使用此术语的目的是想将数字摄影测量学与传统的使用硬拷贝（胶片和地图等）的摄影测量学分
开。
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硬拷贝摄影测量这个概念根本就不存在。
因为数字摄影测量这个术语较好地区分了与已被接受的模拟摄影测量、解析摄影测量的区别，所以更
能让人接受。
此外，数字摄影测量清楚地表明使用的是数字影像而不是模拟相片。
在数字摄影测量的处理过程中有时并不需要软拷贝，但是总需要数字影像，这更能说明数字摄影测量
这个术语用得恰到好处。
　　数字摄影测量与计算机视觉关系密切。
同一术语在这两个学科中表述不尽相同，因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称谓。
本小节将给出摄影测量术语和概念的参考。
　　数字摄影测量最重要的产品是软拷贝工作站（WS），或称为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DPW）。
尽管有的学者认为这两个名字存在差异，但这里认为它们是可交换的。
在本书中，数字影像是指存储在计算机中的图片（例如存储在软拷贝工作站里）。
另外，相片或底片是指以模拟形式存在的图片。
　　最后一个要解释的是“自动”这个术语。
我们经常会看到自动化系统或自动化处理。
以DEM的自动生成为例，使用这个术语意味着软件产生一个DEM，只是偶尔需要人工干预操作。
程序越完善，就越不需要人工干预。
这里，“自动”不是指软件在没有任何人工干预下完全独立地完成所有工作。
当看到“⋯⋯自动生成80％的点”，应该理解成这种处理过程是在交互式的环境中进行的。
如果一个处理过程真的达到100％的自动，不需要任何的人工干预，就是一种黑盒式处理过程，在此我
更愿意称它为“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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