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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目前在连续降雨条件下尚无有效的观测技术与手段从时空两个维度对土壤侵蚀过程进行观测的问

题，设计了一种基于无线组网技术的数字近景摄影观测系统。该系统通过对连续降雨条件下不同时间节点的土壤

侵蚀坡面进行数字影像的瞬时采集、雨滴噪声去除、点云匹配、三维重建等手段，实现对土壤侵蚀坡面形态演化过

程的动态监测。该系统的测量精度可达到亚毫米级，最小测量误差为 ０００６２ｍｍ；凹槽尺寸测量值与实测值之间

最大相对误差为 －２９６８３％。土壤侵蚀坡面观测实证表明，土壤流失量估算平均相对误差为 －１７３％，单次观测

精度最高可达 ９９２６％，时间观测分辨率可达到分钟级别，空间分辨率达到 ２ｍｍ。该系统能够准确获取土壤侵蚀

坡面形态变化的精细信息，可为土壤侵蚀过程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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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

国土壤侵蚀面积为 ３５６万 ｋｍ２，约占国土面积的
４０％［１］

，尤其是我国的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情

况十分严重，对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带来严重影响
［２－３］

。土壤侵蚀是侵蚀力与下垫面相

互作用的过程，下垫面既是侵蚀作用的对象又是侵

蚀作用的结果
［４］
。在侵蚀外力的作用下，土壤或其

他地面组成物质被剥蚀、搬运以及沉积，从而产生侵

蚀，而侵蚀作用的结果使得原来的下垫面形态及地

表条件发生改变，从而引起新的侵蚀，如此反复，使

得侵蚀作用不断发展。因此，土壤侵蚀过程是一个

逐渐发展演化的过程。

长期以来，各国学者围绕土壤侵蚀量调查、侵蚀

过程与机理，研发了很多的观测方法和技术手

段
［５－９］

。从传统的人工手动测量法
［１０］
、插钎法

［１１］
、

示踪法
［１２］
、径流泥沙采样法

［１３］
，到目前基于测绘、

测量技术以及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的观测方法，如

三维激光扫描法
［１４］
、高精度全球定位系统（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ＧＰＳ）法［１５］
、摄影测量法

［１６］
等，为

土壤侵蚀观测研究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尽管在坡

面侵蚀发生发展过程方法和手段的研究方面取得了

一定进展，但无论哪种方法，尚不能解决连续降雨条

件下土壤侵蚀形态的观测问题，目前大多数研究集

中在一次性降雨条件下侵蚀形态发育过程的主观描

述。如激光扫描观测法虽有较高的空间定位精度，

但不能在降雨过程中观测，且在沟蚀阶段会在沟道

出现漏测
［１７－１８］

。高精度 ＧＰＳ法虽然测量精度高，
但在地形复杂情况下易受卫星信号的影响，稳定性

差，且不能在连续降雨条件下观测。因此，目前土

壤侵蚀坡面观测方法仍存在测量时空关系不一

致、精度不高、实时性差等问题。研究更为先进的

技术和手段对土壤坡面侵蚀演化过程进行观测，

对于土壤侵蚀机理、土壤侵蚀演化过程等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摄影观测技术的发展，数字化近景

摄影观测技术逐渐应用于土壤侵蚀测量
［１９－２１］

。文

献［２２－２６］利用数字摄影近景观测技术，在室内模
拟降雨条件下对土壤侵蚀的演变过程进行观测，但

无法实现在连续降雨过程中对土壤坡面的观测。

ＧＵＯ等［２７］
研发了一种手持式数字化近景摄影观测

系统，实现了连续降雨条件下的观测。该系统采用

高帧率的电荷耦合装置（Ｃｈａｒｇ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ｄｅｖｉｃｅ，
ＣＣＤ）工业相机，快速获取高度重叠的影像，在获取
地面信息的整个过程中利用手持式的垂直扫描采集

方式，巧妙避开了降雨过程中的大多数雨滴。但并

未对影像中的雨滴噪声做直接处理，另外，手持式的

扫描使得该系统影像获取的瞬时性低，限制了系统

观测的时间分辨率，从而降低了系统的实用性。因

此，在连续降雨条件下去除雨滴干扰，瞬时获取土壤

侵蚀坡面形态变化的信息，是土壤侵蚀过程研究亟

需解决的新问题。

基于此，本文耦合数字近景摄影观测技术和无

线组网技术，设计一套能够在连续降雨条件下对土

壤侵蚀下垫面形态演变过程进行观测的系统。通过

组网技术，并行拍摄、解算降雨过程中拍摄的下垫面

的数字影像，提取具有高时间分辨率和高空间分辨

率的下垫面土壤侵蚀形态演化信息，从而为土壤侵

蚀过程研究提供新的途径和技术手段。

１　工作原理与系统组成

１１　工作原理
系统基于无线网络技术对若干相机进行组网。

相机基于无线网络命令，并行采集数据，数据采集时

将各组传感器单次采集的数字影像按时间排序，逐

像素按其灰度值做二分类处理，进而实现雨滴噪声

的剔除。系统基于摄影测量技术完成下垫面对象的

高精度、高密度三维点云重建。一场降雨可以获得

多个时间点的三维场景数据，以达到动态的观测效

果。

１２　系统组成
数字近景摄影观测系统由影像采集、影像传输

和影像解算３个功能子系统组成，且每个子系统由
不同的软硬件单元组成（图１）。系统的各功能子系

图 １　数字近景摄影观测系统的逻辑结构设计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ｌｏｓｅｒａｎｇｅ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ｓｙｓｔｅｍ

统都在一台运行环境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７的高容量 ＰＩＣ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ｕｔｃｏｍｅ）计算机
控制下运行。并针对各功能子系统开发了对应的软

件系统，以 ｚｍａｐ命名，其包括相机工作状况诊断、
影像 采 集、影 像解算及 数字高 程模 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ＤＥＭ）生成等功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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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影像采集系统
影像采集系统负责土壤侵蚀下垫面数字影像的

采集、触发信号的接收、雨滴去除等工作。该系统的

硬件部分主要由 １２台索尼 ＣＭＯＳ（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ｅｔａｌｏｘｉｄｅ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相机和工控机组成的相机
组、直流电源、标靶、防水转接件等部件构成。软件

部分由总控制 ＰＩＣＯ计算机 ｚｍａｐ软件的影像采集
单元组成。影像采集信号触发后，１２台相机组并行
采集下垫面数字影像，通过工控机对各相机单次采

集的多幅数字影像，按同一位置像素单元灰度大小

排序，逐像素依据其灰度运用 Ｋｍｅａｎｓ算法进行聚
类处理，去除雨滴在数字影像上所形成的噪声，获得

去除雨滴后的下垫面的数字影像。

１２２　影像解算系统
影像解算系统主要负责影像数字点云的匹配、

三维重建、ＤＥＭ生成以及土壤侵蚀量计算等。由超
高容量的匹配机来实现数据的存储、匹配、三维重建

等解算工作，与影像采集系统的软件部分一样，只需

通过设置数据解算后存放的路径即可完成影像数据

的解算。数字影像解算系统的软件有 ３个模块：并
行计算管理模块、点云匹配和编辑模块、ＤＥＭ生成
和土壤侵蚀量计算模块。在各模块算法开发过程中

采用 ｐｙｔｈｏｎ语言配合 ＮｕｍＰｙ（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ｐｙｔｈｏｎ）计
算库来做原型的研发，之后再采用 Ｃ＋＋语言重新
实现。这样的流程减少了调试过程中的时间消耗，

又能保证最终执行代码的效率。

１２３　影像传输系统
影像传输系统在采集系统和解算系统之间起连

接作用，主要负责控制命令的发出、信号接收、影像

数据的传输。无线路由器、网络协议（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ＴＣＰ／ＩＰ）、千兆网硬
件接口是影像传输系统的主要硬件单元。各子系统

之间通过无线路由器组成一个局域网络，控制和计

算单元通过无线网络发布并发采集命令，影像采集

系统采集影像后并发作业，再通过影像传输系统把

采集到的影像传输给影像解算系统。

２　关键技术与实现方法

２１　多影像采集器的组网及空间坐标系的建立
２１１　采集器的选取与组建

借助于无线路由器通过 ＴＣＰ／ＩＰ网络将若干组
数字影像采集器进行组网，实现影像采集器的并发

作业，获取同一时间节点下的土壤下垫面信息，每组

数字影像采集器包括一个数码照相机和一个工业控

制级别的计算机。本系统采用的相机是索尼 ＣＭＯＳ
相机，相机分辨率为 ３２６４像素 ×２４４８像素，配有

１２ｍｍ镜头，实用光圈为 Ｆ１２，相机帧率为 １５ｆ／ｓ，
为保证更大的拍摄视角，共选取了 １２台相机。１２
台相机共同组建在距离地面高１８ｍ的钢筋板架上，
且相机之间呈均匀排列，与地面土槽呈垂直方向布

设。与每个相机相匹配工作的硬件单元是电源和工

控机，电源负责给相机和工控机供电，工控机控制相

机的影像采集、雨滴去除等工作。

２１２　空间坐标系的建立
空间坐标系的建立是将所有影像采集器的坐标

进行统一。影像采集器所记录的是空间物体信息的

二维图像，为了获取实际空间物体表面某点的三维

几何位置，必须建立物体的三维空间坐标和对应的

二维图像坐标之间的对应关系，影像采集器的几何

成像模型决定了目标物体表面点的坐标与其在二维

图像中的像素坐标的对应关系，而解算相机参数是

建立几何成像模型的前提。参数的求解通过相机标

定来完成
［２８］
，相机的参数包括内部参数和外部参

数。内部参数包括相机的焦距 ｆ，图像主点的 ｘ、ｙ坐
标（ｃｘ，ｃｙ），畸变参数 Ｋ１、Ｋ２和 Ｋ３；外部参数是拍摄
图像时相机的投影中心点坐标（ｘ０，ｙ０，ｚ０）和 ３个旋

转角（ψ，ω，κ）［２９］。本文以针孔模型为相机标定的
理论基础，借助棋盘格和控制点作为相机标定参照

物，以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为开发平台，采用开源
计算机视觉库（Ｏｐｅｎ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ｐｅｎＣＶ）编译相机标定程序，求解相机的参数。

图 ２　相机标定

Ｆｉｇ．２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ｍｅｒａ

标定实验在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

重点实验室人工模拟降雨实验大厅进行，实验场地

为１０ｍ（长）×４ｍ（宽）的液压式可调坡度钢制土
槽。相机内部参数依据张正友棋盘格标定算法获

取
［３０］
。首先，将小网格长和宽均为 ００５ｍ的棋盘

格面板平整地放置于标定实验场土槽平面（图 ２ａ）。
采用所有相机拍摄多幅图像，改变棋盘格面板的

方位及倾斜度，再次拍摄多幅图像。将图像导入

算法中求解内部参数。相机的外姿态通过在标定

实验场内布设控制点来获取。选取 １０２个小方块
标志作为标定控制点，将所有控制点均匀地布设

于土槽表面（图 ２ｂ）。采用所有相机拍摄多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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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调整控制点的位置和距离，再次拍摄多幅图

像。在相机内部参数已知的基础上，通过编制解

算程序代码求解相机外部参数，从而得到每个控

制点的 ｘ、ｙ、ｚ坐标。

经过标定算法及编译程序的迭代运算，得到各

参数的近似值，若近似值在一定的容许范围内收敛，

则结束迭代运算，得到最终的参数值。实验中各相

机内部参数的标定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 １　各相机的标定参数

Ｔａｂ．１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ｅａｃｈｃａｍｅｒａ

相机标号 焦距 ｆ／ｍｍ 主点坐标（ｃｘ，ｃｙ）／ｍｍ 畸变系数 Ｋ１ 畸变系数 Ｋ２ 畸变系数 Ｋ３
１ ９５２２７４ （３２０２６９，－２５６８７５） －０５５８０９５ ０３７５１６３ １４５８４７

２ ９５５６３１ （２６２３９６，－１３８３４４） －０５５７８４２ －０９８９９２９ ２７１７６１０

３ ９５９９９７ （１０８９３７０，－１２３０７８０） －０５３９１５１ －１１２７９１０ １９０３５６０

４ ９６４１８ （－３３７４４９，－２２４１３０） －０５８２４８５ １０８５９５０ －６５２５７６

５ ９６３７７２ （４９３０１８，２３１０９４） －０６２３１６４ ３０２３３８ －３６９７２７０

６ ９５４６８４ （－９３４４８３，－７９２５７６） －０５３０２１６ －０５５７４２４ ８２３１８５

７ ９５７７８４ （２２８０１４，－１４３２６６０） －０５９０９６４ １０９０９３ －１１８２０５０

８ ９５６４８８ （－１４３１７７，－２９７０２９） －０５４６１５２ －０２９１１０１ ７７３４０９

９ ９６２９６７ （－８５１６８５，－１５２８２２０） －０５６６４８９ ０１１７８２３ ３６４５６０

１０ ９６６３１７ （－９９９３０８，－２６８４７７０） －０６３９８７２ ３０３５６７０ －２９６５１８０

１１ ９５８７７７ （５８１４４９，４０５２４６） －０６２５３１６ ２３６５３５０ －２２１３７１０

１２ ９６２２９８ （４８８２６３，－１４７１２２０） －０６１９８８３ ２２１２６００ －２０５９９３０

２２　数字影像中雨滴的去除
坡面数字影像的采集是在降雨条件下进行的，

降雨过程中，雨滴在空间的场分布近似于随机场，相

机拍摄得到的影像混合了雨滴和下垫面对象的两类

信息。雨滴的去除是获取坡面物点精确信息的前提

和必要工作。在短暂的时间段内，比如几秒的时间

段内，下垫面对象可以认为是一个稳定的空间对象，

主要变化的是随机性很高的雨场数据。根据这一思

路，对各组传感器单次采集的数字影像按时间排序，

逐像 素 按 其 灰 度 值 做 二 分 类 处 理，并 通 过

Ｋｍｅａｎｓ［３１－３２］算法去除雨滴在数字影像上所形成的
噪声。Ｋｍｅａｎｓ算法是一种基于形心划分的聚类算
法

［３３］
，它以数据到形心的距离作为目标函数，并以

误差平方和准则函数作为聚类质量的度量函数，不

断进行迭代计算求极值优化聚类结果
［３４］
。具体算

法过程如下：

（１）初始种子点确定。在数字近景摄影观测系
统中，每台相机在 ５ｓ内连续采集 ６０幅有雨雾的图
像。相机机位固定，由此单相机影像序列中的像素

Ｐｉｘ（ｉ，ｊ）构成序列：Ｐｉｘ（ｉ，ｊ）
１
，Ｐｉｘ（ｉ，ｊ）

２
，…，Ｐｉｘ（ｉ，ｊ）

ｎ
，

ｎ＝１，２，…，６０，一共有 ３２６４×２４４８个像素序列。
确定的初始种子点为 Ｃ００、Ｃ

０
１和 Ｃ

０
２。其中上标 ０为

迭代次数，下标０、１、２为类别。
　Ｃ００＝ｍａｘ（Ｐｉｘ（ｉ，ｊ）

１
，Ｐｉｘ（ｉ，ｊ）

２
，…，Ｐｉｘ（ｉ，ｊ）

ｎ
） （１）

　Ｃ０１＝ｍｉｎ（Ｐｉｘ（ｉ，ｊ）
１
，Ｐｉｘ（ｉ，ｊ）

２
，…，Ｐｉｘ（ｉ，ｊ）

ｎ
） （２）

Ｃ０２＝（ｍａｘ（Ｐｉｘ（ｉ，ｊ）
１
，Ｐｉｘ（ｉ，ｊ）

２
，…，Ｐｉｘ（ｉ，ｊ）

ｎ
）＋

　ｍｉｎ（Ｐｉｘ（ｉ，ｊ）
１
，Ｐｉｘ（ｉ，ｊ）

２
，…，Ｐｉｘ（ｉ，ｊ）

ｎ
））／２ （３）

式中　ｉ、ｊ———像素行、列数
ｎ———迭代次数
Ｃ００———影像上像素亮度比较暗的一类

Ｃ０１———影像上比较亮的一类

Ｃ０２———影像上处于暗和亮中间的一类
（２）以像素的灰度距离聚类，并且构造选择集

｜Ｐｉｘ（ｉ，ｊ）－Ｃ
０
０｜＝ｄｉｓ０ （４）

｜Ｐｉｘ（ｉ，ｊ）－Ｃ
０
１｜＝ｄｉｓ１ （５）

｜Ｐｉｘ（ｉ，ｊ）－Ｃ
０
２｜＝ｄｉｓ２ （６）

Ｐｉｘ｜Ｐｉｘ＝ｍｉｎ（ｄｉｓ０，ｄｉｓ１，ｄｉｓ２） （７）

式中　ｄｉｓ０———像素和类别中心 Ｃ
０
０的距离

ｄｉｓ１———像素和类别中心 Ｃ
０
１的距离

ｄｉｓ２———像素和类别中心 Ｃ
０
２的距离

（３）以三分类选择集内元素聚合，平均得到新
的类中心

Ｃ１０＝
∑ ｛Ｐｉｘ｝０
｜｛Ｐｉｘ｝０｜

（８）

Ｃ１１＝
∑ ｛Ｐｉｘ｝１
｜｛Ｐｉｘ｝１｜

（９）

Ｃ１２＝
∑ ｛Ｐｉｘ｝２
｜｛Ｐｉｘ｝２｜

（１０）

Ｃｎｉ＝
∑ ｛Ｐｉｘ｝

ｎ
ｉ

｜｛Ｐｉｘ｝
ｎ
ｉ｜

（１１）

式中　Ｃｎｉ———对聚类后第 ｉ类的所有像素取和后再
用该类的像素总数平均，从而构造出

下一次迭代的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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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重复步骤（２）、（３），直到 ｜Ｃｎｉ－Ｃ
ｎ－１
ｉ ｜≤

１０－６，或者 ｎ≥２０００。
对每个工控机采集的 ６０幅原始影像像素灰度

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６０幅原始影像的方差在
２８９６～２９９５之间，而去除雨滴后的影像方差为
２４１４，由此可知 Ｋｍｅａｎｓ算法能够较好地去除雨滴
噪声。

２３　点云匹配
数字点云匹配是将多幅影像进行匹配得到同名

点的过程。在匹配过程中首先提取影像上的 ＳＩＦＴ
（Ｓｃａｌ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特征［３５］

，ＳＩＦＴ特征
的提取主要是依据多幅影像上具有明显特征的点，

包括边缘点，具有明显特征的点、孤立的点
［３６］
，以

ＳＩＦＴ算子作为特征提取的工具，获取多幅影像的
ＳＩＦＴ特征。通过 ＳＩＦＴ特征匹配影像之间的同名
点，同名点匹配是基于特征点及其描述子的相似性

来进行的。获得同名点后，以光束法区域网平差原

理
［３７］
进行平差处理，以单幅影像的光线束为平差单

元，以中心投影的共线方程作为平差的基础方程，将

相机摄影点、相机成像点及其相应地面物点坐标作

为一个整体，组建共线误差方程，通过迭代计算求出

该匹配点的坐标。再通过空间前方交绘计算同名点

的三维坐标，所有匹配成功的同名点都计算完毕后，

可获得土壤侵蚀坡面的三维点云。

２４　点云的修补和 ＤＥＭ生成
当土壤侵蚀出现沟道后，径流就会沿沟道汇集，

数字影像难以拍摄到水流下方物点的影像，即难以

得到水流下方物点对应的像点信息，这给水流下方

数字点云的匹配带来了困难。通过对沟道存在水流

情形下数字影像的分析以及匹配解算发现，由于沟

底凸凹不平，总能匹配出一些稀疏的点云。基于这

种客观存在，根据地形变化的连续性，利用地学普遍

采用的反距离权重法
［３８］
（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ＩＤＷ），依据水流周边和水流区域稀疏的点云坐标，
便可内插得到水淹区域空缺物点的三维坐标，从而

拟合出其数字点云（图 ３）。修补后的点云，利用同
样的距离平方反比法，在系统软件模块下插值便可

生成下垫面 ＤＥＭ。反距离权重法计算式为

Ｖ＝∑
ｍ

ａ

Ｖａ

ｄ２ａ∑
ｍ

ａ

１
ｄ２ａ

（１２）

式中　ａ———参与计算的像素点数
ｍ———像素点总数
Ｖａ———控制点的属性值
ｄａ———控制点与当前计算点间的距离
Ｖ———计算所得当前点的属性值

图 ３　沟道底部数字点云修补

Ｆｉｇ．３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ｔｂｏｔｔｏｍｏｆ

ｆｌｏｗｃｈａｎｎｅｌ
　

３　实例分析

３１　实验布设

应用实验在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

重点实验室人工模拟降雨实验大厅进行。实验小区

为可调坡度钢制土槽，小区规格：长 ×宽 ×深为
１０ｍ×１０ｍ×０５ｍ，土槽坡度为２０°（图 ４ａ），土槽
下端设置集流装置，用于收集径流泥沙。供试土壤

为黄绵土，装填土容重为 １３ｇ／ｃｍ３。小区布设后，
正式降雨前在实验土槽表面均匀撒水，再静置２４ｈ，
使土槽内部土壤水分的再分配达到应力均匀、土壤

结构稳定。降雨强度设置为１２０ｍｍ／ｈ，降雨历时为
１５０ｍｉｎ。至坡面产流后开始收集径流含沙量全样，
每隔５ｍｉｎ采样１次（图 ４ｂ）。降雨结束后，采用便
携式径流泥沙仪测量泥沙含量。在收集径流泥沙的

同时，对土壤侵蚀坡面进行全覆盖的数字影像采集，

降雨开始前采集第 １次坡面的数字影像，降雨开始
后每隔５ｍｉｎ采集 １次，直至降雨结束。所采集图
像的重叠度至少为４°，采集帧率不少于１５ｆ／ｓ。

图 ４　实验布设

Ｆｉｇ．４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ｌａｙｏｕｔ
　
３２　精度检测

精度是指对同一对象多次测量值的稳定程度，

选用标准差来衡量。为检测数字近景摄影观测系统

的测量精度，将具有标准尺寸的标尺均匀地布设于

土槽表面，并在土槽表面任意位置布设 ２个标靶以
进行长度约束。采用数字近景摄影观测法，在相同

的光照和纹理条件下重复拍照６０次，单独对每次的
图像集合进行匹配计算，测量每把标尺的尺寸，对

６０次测量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选取中误差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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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测量精度的指标。

通过 ＳＰＳＳ１８软件对标尺的 ６０次测量结果统
计分析可知，标尺测量的平均长度为３０９２７０３ｍｍ，
测量的标准差为 １７１１３ｍｍ，单次最小测量误差为
０００６２ｍｍ，说明该观测的精度达到毫米级。经过
Ｋ Ｓ（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 Ｓｍｉｒｎｏｖ）检验，得出该标尺尺寸
测量结果的 Ｚ值为０３９２，Ｐ值为０９９９，大于００５，
由此可知该标尺尺寸的测量结果均服从正态分布，

测量数据的分布如图５所示。

图 ５　标尺测量数据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ｕｌｅｒ
　

３３　准确度检测
３３１　凹槽尺寸观测法

准确度是测量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偏差，以相对

误差来衡量。在人工模拟降雨条件下，通过不同雨

强（３０、６０、９０、１２０ｍｍ／ｈ）、土槽坡度（０°、５°、１０°、
１５°）共２０种组合条件下，采用数字近景摄影观测系
统获取土槽坡面 ３个已知凹槽长、宽、深的尺寸，并
计算其与实际值之间的相对误差，从而评估数字近

景摄影观测系统对土壤侵蚀坡面几何尺寸的观测准

确度。

（１）同雨强不同坡度观测
对数字近景摄影观测系统在雨强 ６０ｍｍ／ｈ，０°、

５°、１０°、１５°共４个不同坡度条件下的观测准确度进
行检测（表２）。测量值与实际值两者之间的最大相
对误差为 －２５５６２％，最高精度可达到９９９９６８％；
４个不同坡度下的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 ０００５０％、
－０２５１３％、－０３５３９％、－０３９６５％。对相对误
差进行频率分布分析（图６ａ），发现大部分观测的相
对误差都较小且在０附近分布，相对误差为 －０５％ ～
　　

表 ２　同雨强不同坡度观测结果

Ｔａｂ．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ａｍｅｒａｉ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ｌｏｐｅｓ

凹槽形体
实际值／

ｍｍ

０° ５° １０° １５°

测量值／ｍｍ 相对误差／％ 测量值／ｍｍ 相对误差／％ 测量值／ｍｍ 相对误差／％ 测量值／ｍｍ 相对误差／％

长 ２９９２ ２９９２０９６ ０００３２ ２９９３８３８ ００６１４ ２９９１５３ －００１５７ ２９９３１２８ ００３７７

Ｖ型凹槽 宽 ２９２ ２９２６９７５ ０２３８９ ２９３４８７７ ０５０９５ ２９５３４６６ １１４６１ ２９３２６０５ ０４３１７

深 ２３５ ２３３９２６５ －０４５６８ ２３０５２９１ －１９０２５ ２２９１３９３ －２４９３９ ２２８９９２８ －２５５６２

长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１０３８ ００６９２ １４９９８６９ －０００８７ １５０３８０３ ０２５３５ １４９９３６９ －００４２１

矩形凹槽１ 宽 ２９８ ３０００４６３ ０６８６７ ２９７１０９３ －０２９８９ ２９７６０４１ －０１３２９ ２９９９２２４ ０６４５１

深 ４４８ ４４６３２０２ －０３７４９ ４４６６６５８ －０２９７８ ４４９８３８１ ０４１０３ ４４６２４６５ －０３９１４

长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６６６９ －００１６６ １９９７３７６ ００１８８ １９９５３０２ －００８５０ ２０００１３１ ０１５６８

矩形凹槽２ 宽 ７９７ ７９７６３０５ ００７９１ ７９７８３４４ ０１０４７ ７９５７７５５ －０１５３６ ７９９９６５８ ０３７２１

深 ９６ ９５８２３８ －０１８３５ ９５５６９９ －０４４７９ ９３９７０８ －２１１３８ ９３８６６７ －２２２２２

均值 ０００５０ －０２５１３ －０３５３９ －０３９６５

图 ６　测量值与实际值相对误差分布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ｌｖａｌｕｅｓ
　

１％约占８５％。以上结果表明数字化摄影观测系统
对土壤侵蚀坡面的几何尺寸的观测是准确的，且坡

度对该系统的观测准确度无显著影响。

（２）同坡度不同雨强观测
对数字近景摄影观测系统在坡度为 １０°，雨强

为３０、６０、９０、１２０ｍｍ／ｈ条件下的观测准确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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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表３）。数字近景摄影观测系统得测量值与实
际值两者之间的最大相对误差为 －２９６８３％，最高
精度可达到９９９９０１％；不同雨强条件下观测的平
均相对误差分别为 －０４９５８％、－０３５３９％、
－０４７５１％、－０６３７６％。对相对误差进行频率分

布分析（图６ｂ），发现大部分观测的相对误差在 ０附
近分布，相对误差为 －０５％ ～１％约占 ７５％。以上
结果表明数字化摄影观测系统对土壤侵蚀坡面的几

何尺寸的观测是准确的，且雨强对该系统的观测准

确度无显著影响。

表 ３　同坡度不同雨强观测结果

Ｔａｂ．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ａｍｅｓｌｏｐｅ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凹槽形体
实际值／

ｍｍ

３０ｍｍ／ｈ ６０ｍｍ／ｈ ９０ｍｍ／ｈ １２０ｍｍ／ｈ

测量值／ｍｍ 相对误差／％ 测量值／ｍｍ 相对误差／％ 测量值／ｍｍ 相对误差／％ 测量值／ｍｍ 相对误差／％

长 ２９９２ ２９９３５７７０ ００５２６ ２９９１５３００ －００１５７ ２９９４２１２０ ００７３９ ２９９３２９００ ００４３１

Ｖ型凹槽 宽 ２９２ ２９０６８１９ －０４５１４ ２９５３４６６ １１４６１ ２９３２１１３ ０４１４８ ２９４０６４９ ０７０７１

深 ２３５ ２３０７００７ －１８２９４ ２２９１３９３ －２４９３９ ２３０５１６４ －１９０７９ ２２８０４７２ －２９５８６

长 １５００ １４９８９１３０ －００７２４ １５０３８０３０ ０２５３５ １５０３６６３０ ０２４４２ １４９９３５３０ －００４３１

矩形凹槽１ 宽 ２９８ ２９９７０８０ ０５７３２ ２９７６０４１ －０１３２９ ２９６５３５８ －０４９１３ ２９６８３２２ －０３９１９

深 ４４８ ４４７５６２９ －００９７６ ４４９８３８１ ０４１０３ ４４８１６７４ ００３７３ ４４６２３１８ －０３９４７

长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３９８３０ －０１５１１ １９９５３０２０ －００８５０ １９９８２１４０ ００６０８ １９９６８０２０ －０００９９

矩形凹槽２ 宽 ７９７ ７９３８８２７ －０３９１１ ７９５７７５５ －０１５３６ ７９６５５７０ －００５５０ ７９９２１４３ ０２７７８

深 ９６ ９３９８８３ －２０９５５ ９３９７０７ －２１１３８ ９３４５４１ －２６５２０ ９３１５０４ －２９６８３

均值 －０４９５８ －０３５３９ －０４７５１ －０６３７６

３３２　三维激光扫描法
采用激光扫描仪观测降雨前后侵蚀坡面的三维

数字地形，解算观测所得到的土壤侵蚀量（表 ４）。
结果表明，数字近景摄影测量的土壤侵蚀总量为

４５２１８０ｃｍ３，激光扫描观测的土壤侵蚀总量为
４０７９７１３６ｃｍ３，由此可得数字近景摄影测量和激光
扫描相对于径流泥沙法的土壤侵蚀总量观测误差分

别为３８７％和６２８％，数字近景摄影测量系统可以
更加精确地量化侵蚀坡面的土壤侵蚀量。激光扫描

仪由于受扫描视角的限制，测量时存在扫描盲区、漏

表 ４　数字摄影测量与激光扫描观测对比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ｌａｓｅｒ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项目
观测方法

数字近景摄影观测法 激光扫描法

观测面积／ｍ２ １０ １０

土壤侵蚀总量／ｃｍ３ ４５２１８０００ ４０７９７１３６

相对误差／％ ３８７ ６２８

数字点云图

测的问题；而数字摄影观测系统由于采用多影像采

集器组网技术，增大了影像采集的视野范围，可采集

到足够数量沟道底部、沟壁的数字影像，从而弥补了

激光扫描法在沟道观测时存在的数据缺失等缺陷。

３３３　径流泥沙观测法
采集径流泥沙全样，是观测土壤流失量最为可

靠的方法，在本次检测中以径流泥沙观测法得到的

结果作为实际值。采用数字摄影观测系统将降雨过

程中不同时间点的数字影像进行体积解算得到土壤

流失量结果，并与相同时间段收集的径流泥沙含量

进行对比（表 ５）。结果表明，两种观测方法的平均
相对误差为 －１７３％；从不同侵蚀阶段两种观测方
法的相对误差来看，在降雨初期，两种观测方法相对

误差比较大，在降雨历时达到 ５０ｍｉｎ时，观测精度
开始变高，说明此时正是坡面沟道快速发育的明显

分界点，沟道快速发育前后两种观测方法观测的相

对误差分别为 ２０８５％和 ３４７％；随着降雨历时的
延长，土壤坡面侵蚀沟发育形态的变化越来越明显，

数字近景摄影观测系统的观测精度逐渐提高，观测

精度最高可达９９２６％。
数字点云密度代表着数字点云对坡面地表形态

表达的准确程度，高密度的数字点云可以更加精确

地表达坡面侵蚀沟的形态信息。通过不同时间节点

侵蚀坡面数字点云的数量和坡面观测面积计算数字

点云密度。结果表明，数字点云的平均数量为

１３３５１×１０６个，平均点云密度为 ０１３４个／ｍｍ２。
表５中列出了由不同时间节点侵蚀坡面的高密度数
字点云转换生成的 ＤＥＭ，其空间分辨率可达到２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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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不同时间点土壤流失量的观测结果

Ｔａｂ．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ｏｉｌｌｏｓ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

项目
降雨历时／ｍｉｎ

５ ４５ ５０ ７０ ９０ １１０ １３０ １４０ １５０
均值

径流泥沙量／ｃｍ３ １６３５３０ １５９４５４１ ２１１５６３３ ６２５５５０２１１６６１７６１２００２３１９０３１６９２２８７３７９０１３９２４３５３２２５１
摄影测量解算土壤流

失量／ｃｍ３
１０７０ １９２７０ ２１８９０ ５８９３０ １０２２１０ １９８７６０ ３３８２９０ ３９０２４０ ４５２１８０

相对误差／％ －３４５７ ２０８５ ３４７ －５７９ －１２３５ －０７４ ６７４ ２９６ ３８７ －１７３

点云数量／个
１２９０４×

１０６
１２８０２×

１０６
１２８５９×

１０６
１３１０６×

１０６
１３１８３×

１０６
１３３５７×

１０６
１４０６８×

１０６
１４０９１×

１０６
１３７８８×

１０６
１３３５１×

１０６

点云密度／（个·ｍｍ－２） ０１２９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９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４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１ ０１３８ ０１３４

ＤＥＭ／ｍｍ

可准确表达侵蚀形态的空间变化，实现了对土壤侵

蚀坡面形态变化过程的动态监测。

４　结论

（１）提出了一种在连续降雨过程中对土壤侵蚀
坡面动态监测的数字近景摄影观测方法，通过无线

组网技术，并行拍摄、解算降雨过程中下垫面的数字

影像，提取坡面精细地貌动态变化的信息。该系统

时间观测分辨率可达到分钟级别，空间分辨率达到

２ｍｍ。可从时间和空间尺度上更加准确地描述土
壤侵蚀过程，解决了侵蚀观测中时空不一致的问题。

（２）与传统径流泥沙法的平行观测结果比较表

明，数字化摄影观测法在坡面土壤侵蚀过程的不同

阶段其准确度不同，随降雨历时的延长，数字近景摄

影观测系统的观测精度逐渐提高，土壤流失量估算

平均相对误差为 －１７３％，单次观测精度最高可达
９９２６％。

（３）与激光扫描法平行观测结果比较表明，数
字近景摄影测量系统对坡面土壤侵蚀量的观测精度

高于激光扫描仪。数字近景摄影观测法采用多影像

采集器组网技术，增大了影像采集的视野范围，克

服了激光扫描仪观测时沟道底部激光线不能投射

到位而造成的漏测现象，实现了全覆盖的数字影

像采集。

参 考 文 献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水土保持情况公报［Ｊ］．中国水土保持，２０１３（１０）：２－３，１１．
［２］　李景玉，张楠，王荣彬．黄河流域土壤侵蚀产沙模型研究进展［Ｊ］．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６，２５（２）：１０３－１１１．

ＬＩＪｉｎｇｙｕ，ＺＨＡＮＧＮａｎ，ＷＡＮＧＲｏｎｇｂｉｎ．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ｒｅｖｉｅｗ
［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６，２５（２）：１０３－１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郑粉莉，徐锡蒙，覃超．沟蚀过程研究进展［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４７（８）：４８－５９，１１６．
ＺＨＥＮＧＦｅｎｌｉ，ＸＵＸｉｍｅｎｇ，ＱＩＮＣｈａｏ．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ｇｕｌｌｙｅｒｏ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６，４７（８）：４８－５９，１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
＝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６０８０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６．０８．００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史培军，刘宝元，张科利，等．土壤侵蚀过程与模型研究［Ｊ］．资源科学，１９９９（５）：１１－２０．
ＳＨＩＰｅｉｊｕｎ，ＬＩＵＢａｏ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ｅｔａｌ．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９（５）：
１１－２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郑粉莉．细沟侵蚀量测算方法的探讨［Ｊ］．水土保持通报，１９８９，９（４）：４１－４５，４９．

８８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９年



ＺＨＥＮＧＦｅｎｌｉ．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ｒｉｌ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９，
９（４）：４１－４５，４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霍云云，吴淑芳，冯浩，等．基于三维激光扫描仪的坡面细沟侵蚀动态过程研究［Ｊ］．中国水土保持科学，２０１１，９（２）：
３２－３７．
ＨＵＯＹｕｎｙｕｎ，ＷＵＳｈｕｆａｎｇ，ＦＥＮＧＨａｏ，ｅ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ｌｏｐｅｒｉｌ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ｌａｓｅｒｓｃａｎｎｅｒ
［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９（２）：３２－３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张鹏，郑粉莉，王彬，等．高精度 ＧＰＳ，三维激光扫描和测针板三种测量技术监测沟蚀过程的对比研究［Ｊ］．水土保持
通报，２００８，２８（５）：１１－１５．
ＺＨＡＮＧＰｅｎｇ，ＺＨＥＮＧＦｅｎｌｉ，ＷＡＮＧＢｉｎ，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ｇｕｌｌｙｅｒｏｓｉｏｎ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ｙ
ｕｓｉｎｇ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ＧＰＳ，ＬｅｉｃａＨＤＳ３０００ｌａｓｅｒｓｃａｎｎｅｒａｎｄｎｅｅｄｌｅｂｏａｒｄｍｅｔｈｏｄ［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８，２８（５）：１１－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杨建英，祁有祥，赵廷宁，等．基于侵蚀针和近景摄影测量的侵蚀速率测定方法试验研究［Ｊ］．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２０１０，３２（３）：９０－９４．
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ｙｉｎｇ，ＱＩＹｏｕｘｉａｎｇ，ＺＨＡＯＴｉｎｇｎｉｎｇ，ｅ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ｕｓ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ｌｏｓｅｒａｎｇｅ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
ｅｒｏｓｉｏｎｐｉ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０，３２（３）：９０－９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唐泽军，雷廷武，张晴雯，等．稀土元素（ＲＥＥ）示踪土壤侵蚀动态过程的降雨模拟试验研究［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６，
２２（３）：３２－３５．
ＴＡＮＧＺｅｊｕｎ，ＬＥＩＴｉｎｇｗｕ，Ｚ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ｗｅｎ，ｅｔａｌ．Ｒａｉ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ｗｉｔｈ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ｅｌｅｍｅｎｔ
ｔｒａｃｅｒ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６，２２（３）：３２－３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雷廷武，赵军，袁建平，等．利用 γ射线透射法测量径流含沙量及算法［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２，１８（１）：１８－２１．
ＬＥＩＴｉｎｇｗｕ，ＺＨＡＯＪｕｎ，ＹＵＡＮ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ｕｎｏｆｆｆｌｏｗｗｉｔｈγｒａｙ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２，１８（１）：１８－２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ＫＵＩＰＥＲＳＨ．Ａｒｅｌｉｅｆｍｅｔｅｒｆｏｒｓｏｉｌ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５７，５（４）：２５５－２６２．
［１２］　唐翔宇，杨浩，赵其国，等．１３７Ｃｓ示踪技术在土壤侵蚀估算中的应用研究进展［Ｊ］．地球科学进展，２０００，１５（５）：５７６－５８２．

Ｔ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ｙｕ，ＹＡＮＧＨａｏ，ＺＨＡＯＱｉｇｕｏ，ｅｔ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ｉ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１３７Ｃｓｔｒａｃｅｒ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ｔｏｔｈ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ｏｆ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ｉｎＥｅ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０，１５（５）：５７６－５８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郑粉莉，唐克丽，白红英．标准小区和大型坡面径流场径流泥沙监测方法分析［Ｊ］．人民黄河，１９９４，１７（７）：１９－２２．
ＺＨＥＮＧＦｅｎｌｉ，ＴＡＮＧＫｅｌｉ，ＢＡＩＨｏｎｇｙ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ｒｕｎｏｆｆ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ｐｌｏｔａｎｄｌａｒｇｅ
ｓｌｏｐｉｎｇｒｕｎｏｆｆｆｉｅｌｄｓ［Ｊ］．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１９９４，１７（７）：１９－２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林善志，喻娇．三维激光扫描仪在地形测绘中的应用［Ｊ］．资源信息与工程，２０１８，３３（３）：１２４－１２５．
ＬＩＮＳｈａｎｚｈｉ，ＹＵＪｉａｏ．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３Ｄｌａｓｅｒｓｃａｎｎｅｒｉｎ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８，３３（３）：１２４－１２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代传超．地质灾害高精度 ＧＰＳ监测关键技术分析［Ｊ］．有色金属文摘，２０１６，３１（１）：１２９－１３０．
ＤＡ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ａ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ｋｅｙ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ｏｆ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ＧＰＳ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ａｚａｒｄｓ［Ｊ］．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Ｍｅｔａｌ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２０１６，３１（１）：１２９－１３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ＷＥＬＣＨＲ，ＪＯＲＤＡＮＴ，ＴＨＯＭＡＳＡ．Ａ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４，３９（３）：１９１－１９４．

［１７］　ＥＩＴＥＬＪＵＨ，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ＣＪ，ＶＩＥＲＬＩＮＧＬＡ，ｅｔａｌ．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ｌａｓｅｒ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ｆｏｒ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ｆｌｏｗｅｒｏ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ｓ［Ｊ］．Ｃａｔｅｎａ，２０１１，８７（３）：３９８－４０７．

［１８］　张姣，郑粉莉，温磊磊，等．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动态监测沟蚀发育过程的方法研究［Ｊ］．水土保持通报，２０１２，
３１（６）：８９－９４．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ｏ，ＺＨＥＮＧＦｅｎｌｉ，ＷＥＮＬｅｉｌｅｉ，ｅｔ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ｇｕｌｌｙｅｒｏ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ｕｓｉｎｇ３Ｄｌａｓｅｒ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３１（６）：８９－９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ＺＲＩＢＩＭ，ＣＩＡＲＬＥＴＴＩＶ，ＴＡＣＯＮＥＴＯ，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ｉ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ｂａｃｋ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ｉｔｈａ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ｒｏｗｎｉａｎｍｏｄｅｌ［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０，７２（２）：１５９－１６９．

［２０］　ＴＡＣＯＮＥＴＯ，ＣＩＡＲＬＥＴＴＩＶ．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ｓｏｉｌ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ｉｎｄｉｃｅｓｏｎａｒｉｄｇｅａｎｄｆｕｒｒｏｗｓｕｒｆａｃｅｕｓｉｎｇｓｔｅｒｅｏ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Ｊ］．Ｓｏｉｌ＆Ｔｉｌｌａｇ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７，９３（１）：６４－７６．

［２１］　ＢＬＡＥＳＸ，ＤＥＦＯＵＲＮＹＰ．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ｂ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ｏｉ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ｆｏｒｓａ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８，４６（１２）：４０５０－４０６１．

［２２］　ＡＢＤＥＬＢＡＳＩＴＭ ＡＭ，ＡＮＹＯＪＩＨ，ＹＡＳＵＤＡＨ，ｅｔａ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ｌｏｗｃｏｓｔｃｌｏｓｅｒａｎｇｅ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２００９，２３（１０）：１４０８－１４１７．

［２３］　ＮＯＵＷＡＫＰＯＳＫ，ＨＵＡＮＧＣＨ．Ａ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ｃｌｏｓｅｒａｎｇｅ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ｏｒ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２，７６（１）：７０．

［２４］　ＲＩＥＫＥＺＡＰＰＤ Ｈ，ＮＥＡＲＩＮＧ Ｍ Ａ．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ｌｏｓｅｒａｎｇｅ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ｆ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Ｊ］．Ｔｈｅ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９）：６９－８７．

９８２第 ７期　　　　　　　　　　　姜艳敏 等：土壤侵蚀形态演化数字摄影观测系统设计与实验



［２５］　ＨＥＮＧＢＣＰ，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ＪＨ，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Ａ．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ｃｌｏｓｅｒａｎｇ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ｉｎ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Ｊ］．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２０１０，２５（１３１）：２４０－２６５．

［２６］　ＡＧＵＩＬＡＲＭ Ａ，ＡＧＵＩＬＡＲＦＪ，ＡＧＥＲＡＦ，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ｏｓｅｒａｎｇｅ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ｏｆ
ｍｏｕｌｄｂｏａｒｄｐｌｏｕｇ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Ｊ］．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５，９０（４）：３９７－４０７．

［２７］　ＧＵＯＭＨ，ＳＨＩＨＪ，ＺＨＡＯＪ，ｅｔａｌ．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ｌｏｓｅｒａｎｇｅ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ｒｉｌ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ｔｆｌｕｍｅｓｃａｌｅ［Ｊ］．
Ｃａｔｅｎａ，２０１６，１４３：２６５－２７４．

［２８］　李启源，王明常，王凤艳，等．用于普通相机标定的三维控制架测量方法［Ｊ］．测绘科学，２０１７，４２（５）：１１３－１１７．
ＬＩＱｉｙｕａｎ，ＷＡＮＧＭ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ＷＡＮＧＦｅｎｇｙａｎ，ｅｔａｌ．３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ｒａｍ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ｃａｍｅｒａ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２０１７，４２（５）：１１３－１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　张洪龙，陈涛，庄培钦，等．基于立体视觉的水下三维测量系统研究［Ｊ］．集成技术，２０１８，７（３）：１－１４．
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ｌｏｎｇ，ＣＨＥＮＴａｏ，ＺＨＵＡＮＧＰｅｉｑｉｎ，ｅｔａｌ．Ａｂｉｎｏｃｕｌａｒｓｔｅｒｅ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３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７（３）：１－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０］　李莉．ＯｐｅｎＣＶ耦合改进张正友算法的相机标定算法［Ｊ］．轻工机械，２０１５，３３（４）：６０－６３．
ＬＩＬｉ．Ｃａｍｅｒａ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ｐｅｎＣＶ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Ｚｈ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ｙｏｕ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２０１５，３３（４）：６０－６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１］　ＷＡＮＧＫＪ，ＱＩＸＸ，ＬＩＵＨＤ，ｅｔａｌ．Ｄｅｅｐｂｅｌｉｅ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Ｋｍｅａｎ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ｗｉｎｄｐｏｗｅｒ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Ｊ］．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８，１６５：８４０－８５２．

［３２］　ＷＡＮＧＣＨＡＭＨＡＮＴ，ＣＨＩＥＷＣＨＡＮＷＡＴＴＡＮＡＳ，ＳＵＮＡＴＫ．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ＫｍｅａｎｓａｎｄＣｈａｏｔｉｃＬｅａｇｕｅ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ｎｕｍｅｒｉｃ，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ｉｘｅｄｔｙｐｅｄａｔａ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Ｊ］．Ｅｘｐｅ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７，９０：１４６－１６７．

［３３］　苏本跃，马金宇，彭玉升，等．基于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的 ＲＧＢＤ点云去噪和精简算法［Ｊ］．系统仿真学报，２０１６，２８（１０）：
２３２９－２３３４．
ＳＵＢｅｎｙｕｅ，ＭＡＪｉｎｙｕ，ＰＥＮＧＹｕ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ＲＧＢＤ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ａｎｄ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Ｋｍｅａｎｓ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２８（１０）：２３２９－２３３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４］　冯波，郝文宁，陈刚，等．Ｋｍｅａｎｓ算法初始聚类中心选择的优化［Ｊ］．计算机工程与应用，２０１３，４９（１４）：１８２－１８５．
ＦＥＮＧＢｏ，ＨＡＯＷｅｎｎ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Ｋｍｅａｎｓ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３，４９（１４）：１８２－１８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５］　完文韬，杨成禹．改进的 ＳＩＦＴ算法在图像特征点匹配中的应用［Ｊ］．长春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８，４１（１）：
４４－４７，５２．
ＷＡＮＷｅｎｔａｏ，Ｙ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ｙｕ．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ＩＦ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ｎｉｍａｇ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４１（１）：４４－４７，５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６］　赵凯，朱愿，谢枫．基于改进 ＲＡＮＳＡＣ的点云关键点匹配［Ｊ］．智能计算机与应用，２０１８，８（６）：１８－２１．
ＺＨＡＯＫａｉ，ＺＨＵＹｕａｎ，ＸＩＥＦｅｎｇ．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ｋｅｙｐｏｉｎｔ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ＲＡＮＳＡＣ［Ｊ］．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８，８（６）：１８－２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７］　卫苗苗，曹鸿，霍晓龙．基于近景影像自检校光束法平差的数码相机检校［Ｊ］．科技创新导报，２０１８，１５（５）：１５９－１６２．
ＷＥＩＭｉａｏｍｉａｏ，ＣＡＯＨｏｎｇ，ＨＵＯＸｉａｏｌｏ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ａｍｅｒａ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ｅｌｆ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ａｍ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ｌｏｓｅ
ｒａｎｇｅｉｍａｇｅ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Ｈｅｒａｌｄ，２０１８，１５（５）：１５９－１６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８］　张子昕，周强波．空间插值算法在 ＧＩＳ中的应用［Ｊ］．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２０１５，３８（２）：１０３－１０７．
ＺＨＡＮＧＺｉｘｉｎ，ＺＨＯＵＱｉａｎｇｂｏ．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ＧＩＳ［Ｊ］．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３８（２）：１０３－１０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０９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