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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摄影测量学”有着悠久的历史。
1839年法国Daguerre报导了第一张摄影像片的产生，差不多同时就有“摄影测量学”这一学名首次见
诸学术刊物。
早在15世纪末叶起就有人利用中心投影的透视图像，用手描绘下来进行测量绘图。
并且在16世纪末叶出现这样用手素描的立体图像。
那时候摄影还没有发明，这种测绘技术还没有叫“摄影测量学”，而称之为量影术（Iconometry）。
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所以可以说摄影测量的历史已经有500年了。
摄影测量学在这500年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封闭式的。
直到最近30～40年间才有了急剧的变化。
这主要是由于其他依托学科的出现和发展，主要是数字电子计算机的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发展。
摄影测量本身的重大变化是走向了数字化的道路，使得摄影测量的应用范围扩大，深入而且能够逐渐
走向自动化。
摄影测量学作为从事地学信息工程的一门学科，可以概括地说：在1960年以前，称之为“摄影测量”
学科，而在1960年以后，应该与新兴的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综合到一起，改称为通过
图像获取（广义的获取）地学信息的一门学科，实际上遥感技术就是摄影测量的发展，地理信息系统
的基础数据库是数字化摄影测量的必然成果。
按照这种意义起一名字叫做“影像信息工程”（Iconic Informatics）也可以考虑，有的单位已经正式改
用类似的名称了。
但总的来说，对这种名称方面的问题到现在还缺乏统一的共识。
从事摄影测量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一方面要注意前沿发展，也就是所谓“影像信息工程”方面发展的
新课题；另一方面也要保存摄影测量学数百年的遗产，加以充分利用和作出有益的补充。
欣闻西安测绘研究所将对资深中老年科学家王任享同志的著作选出20余篇准备刊出，这是一件好事。
王任享同志年过六旬，从事摄影测量科研工作35年，致力于摄影测量网平差，粗差定位，数字摄影测
量，微分纠正影像，卫星摄影测量，以及三线阵CCD影像的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孜孜不倦，建树
甚多。
王任享同志才华出众，勤奋治学，为人谦虚谨慎，虽已进入老年仍能坚持科学研讨，令人钦佩。
乐于为其专著集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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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三线阵CCD影像卫星摄影测量理论与模拟实验成果。
内容包括三线阵CCD影像的EFP光束法空中三角测量原理及误差特性、三线阵CCD影像无扭曲立体模
型的建立、三线阵+CCD小面阵混合配置的LMCCD摄影机设计思想及其影像空中三角测量特点、卫星
三线阵CCD摄影机内方位元素在轨动态检测、无地面控制点卫星摄影测量高程误差估算、三线阵CCD
影像短航线立体模型的建立以及三线阵CCD影像立体测图等。
各章都是作者的科研成果，并体现了作者的科研风格，其中LMCCD摄影机及其EFP光束法空中三角测
量是三线阵CCD影像摄影测量的一个新的构思，颇有特色。
　　本书可供从事传输型卫星摄影测量研究的工程技术人员及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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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九章 三线阵CCD影像短航线立体模型的建立三线阵CCD航线影像短于3条基线，LMCCD航
线影像短于2条基线便不可能采用本书的EFP光束法空中三角测量的办法重建外方位元素、构建立体模
型。
而实际卫星摄影中由于云影的关系，不少情况下会遇到此类的短航线。
另外，在某些情况下会遇到根本没有外方位元素观测值（如星相机失效时）的短航线，甚至只有两
个CCD线阵影像可资应用；在一些科学实验中还可能不但无外方位元素，还不可能有地面控制点。
研究处理此类摄影资料作出可能的测绘产品，供科学实验应用，对诸如三线阵CCD摄影机卫星对地摄
影测量初期实验，或是对外星球的摄影测量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框幅立体像对摄影测量处理可分为相对定向和绝对定向两个过程，相对定向中不需要任何外方位元素
观测值和地面控制点，只依靠一定数量的同名像点，便可建立“无y视差”立体模型。
这里“无y视差”是指经定向计算后，模型不存在上下视差（迭代收敛于上下视差之残差在允许值之
内）。
由于框幅影像的特点，相对定向的模型还可认为没有扭曲。
即使没有绝对定向，仅相对定向模型也能作出必要的测绘产品，如DEM的采集，正射影像的生成等，
可供实验研究之用。
本章将短航线影像摄影测量处理相似地分为相对定向和绝对定向。
所谓相对定向是指在建立“无y视差”立体模型，由于不可能像框幅影像那样得到无扭曲的模型，为
区别起见，其相对定向计算的方位元素不叫作相对定向元素，而称作“自由外方位元素”。
绝对定向则可采取适当数量的控制点对模型进行改正，如有外方位元素观测值可资利用，则可在相对
定向计算中增加EO观测值以带权观测值参与平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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