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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侵蚀形态演化数字摄影观测系统设计与实验

姜艳敏1，2 郭明航1，3 赵 军1，3 温仲明1，4 林 奇5 史海静1，3

( 1．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杨凌 712100;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杨凌 712100; 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陕西杨凌 712100;

5． 西安敦瑞测量技术有限公司，西安 71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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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06 2 mm; 凹槽尺寸测量值与实测值之间

最大相对误差为 － 2. 968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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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73%，单次观测

精度最高可达 99. 26%，时间观测分辨率可达到分钟级别，空间分辨率达到 2 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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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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serving soil erosion process at fine spatial and temporal scal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soil erosion mechanism． A digital close range photogrammetric observation system based on
wireless networking technique was explored and established． The evolution of soil surface topography was
dynamically monitored by instantaneous image acquisition at different time intervals during ongoing
rainfall． Noises on the images such as raindrops was removed by K-means clustering，digital point clouds
were calculated and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 DEM) was then gener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asurement precision of the established system could reach a sub-millimeter level，and the minimum
measurement error was 0. 006 2 mm． The maximum relative error between the measured value and the
actual value was － 2. 968 3% ．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s，the average relative error of
soil loss was － 1. 73%，and the accuracy of single observation was up to 99. 26% ． The established
digital photogrammetric observation system could accurately calculate the digital point cloud from the
underlying surface with 1 min time interval and 2 mm spatial resolution． The observation methods explored
provided a reliable way to monitor soil erosion processes，especially under rainfall conditions，which wa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understanding soil erosion mechanisms．
Key words: soil erosion; digital close range photogrammetry system; digital point cloud; camera

calibration; accurac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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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ing syst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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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harge coupled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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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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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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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uctural design of digital close-range
photogrammetry system

统都在一台运行环境为 Windows 7 的高容量 PICO
( Participant intervention comparison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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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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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vation model，DEM) 生成等功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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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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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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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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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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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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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umerical 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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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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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ol protocol / Internet protoc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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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多影像采集器的组网及空间坐标系的建立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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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64 像素 × 2 448 像素，配有

12 mm 镜头，实用光圈为 F 1. 2，相机帧率为 15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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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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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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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为开发平台，采用开源

计算机视觉库 ( Open source computer vision library，

OpenCV) 编译相机标定程序，求解相机的参数。

图 2 相机标定

Fig． 2 Calibration of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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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m( 长) × 4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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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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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ibration parameters of each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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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522. 74 ( 32. 026 9，－ 25. 687 5) － 0. 558 095 0. 375 163 1. 458 47

2 9 556. 31 ( 26. 239 6，－ 13. 834 4) － 0. 557 842 － 0. 989 929 27. 176 10

3 9 599. 97 ( 108. 937 0，－ 123. 078 0) － 0. 539 151 － 1. 127 910 19. 035 60

4 9 641. 8 ( － 33. 744 9，－ 22. 413 0) － 0. 582 485 1. 085 950 － 6. 525 76

5 9 637. 72 ( 49. 301 8，23. 109 4) － 0. 623 164 3. 023 38 － 36. 972 70

6 9 546. 84 ( － 93. 448 3，－ 79. 257 6) － 0. 530 216 － 0. 557 424 8. 231 85

7 9 577. 84 ( 22. 801 4，－ 143. 266 0) － 0. 590 964 1. 090 93 － 11. 820 50

8 9 564. 88 ( － 14. 317 7，－ 29. 702 9) － 0. 546 152 － 0. 291 101 7. 734 09

9 9 629. 67 ( － 85. 168 5，－ 152. 822 0) － 0. 566 489 0. 117 823 3. 645 60

10 9 663. 17 ( － 99. 930 8，－ 268. 477 0) － 0. 639 872 3. 035 670 － 29. 651 80

11 9 587. 77 ( 58. 144 9，40. 524 6) － 0. 625 316 2. 365 350 － 22. 137 10

12 9 622. 98 ( 48. 826 3，－ 147. 122 0) － 0. 619 883 2. 212 600 － 20. 599 3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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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eans［31 － 32］算法去除雨滴在数字影像上所形成的

噪声。K-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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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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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64 × 2 448 个像素序列。
确定的初始种子点为 C0

0、C
0
1 和 C0

2。其中上标 0 为

迭代次数，下标 0、1、2 为类别。
C0

0 = max( Pix ( i，j)
1，Pix ( i，j)

2，…，Pix ( i，j)
n ) ( 1)

C0
1 = min( Pix ( i，j)

1，Pix ( i，j)
2，…，Pix ( i，j)

n ) ( 2)

C0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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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
0———影像上像素亮度比较暗的一类

C0
1———影像上比较亮的一类

C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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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0
0 | = dis0 ( 4)

|Pix ( i，j) － C0
1 | = dis1 ( 5)

|Pix ( i，j) － C0
2 | = dis2 ( 6)

Pix |Pix = min( dis0，dis1，dis2 ) ( 7)

式中 dis0———像素和类别中心 C0
0 的距离

dis1———像素和类别中心 C0
1 的距离

dis2———像素和类别中心 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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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
0 =
∑ { Pix} 0

| { Pix} 0 |
( 8)

C1
1 =
∑ { Pix} 1

| { Pix} 1 |
( 9)

C1
2 =
∑ { Pix} 2

| { Pix} 2 |
( 10)

Cn
i =
∑ { Pix}

n
i

| { Pix}
n
i |

( 11)

式中 Cn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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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n
i － Cn － 1

i | ≤
10 －6，或者 n≥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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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96 ～ 29. 95 之间，而去除雨滴后的影像方差为

24. 14，由此可知 K-means 算法能够较好地去除雨滴

噪声。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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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ale 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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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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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rse distance weigh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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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
a∑

m

a

1
d2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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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ital point cloud reparation at bottom of
flow channel

3 实例分析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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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m ×1. 0 m ×0. 5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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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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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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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mm /h，降雨历时为

150 min。至坡面产流后开始收集径流含沙量全样，

每隔 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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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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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f / s。

图 4 实验布设

Fig． 4 Parallel experiments and layout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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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S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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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270 3 mm，

测量的标准差为 1. 711 3 mm，单次最小测量误差为

0. 006 2 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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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92，P 值为 0. 999，大于 0.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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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ogram of measured results of ruler

3. 3 准确度检测

3.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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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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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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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556 2%，最高精度可达到 99. 996 8% ;

4 个不同坡度下的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 0. 005 0%、
－ 0. 251 3%、－ 0. 353 9%、－ 0. 39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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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 ～

表 2 同雨强不同坡度观测结果

Tab． 2 Observation results of same rain intensity and different slo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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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92 2 992. 096 0. 003 2 2 993. 838 0. 061 4 2 991. 53 － 0. 015 7 2 993. 128 0. 037 7

V 型凹槽 宽 292 292. 697 5 0. 238 9 293. 487 7 0. 509 5 295. 346 6 1. 146 1 293. 260 5 0. 431 7

深 235 233. 926 5 － 0. 456 8 230. 529 1 － 1. 902 5 229. 139 3 － 2. 493 9 228. 992 8 － 2. 556 2

长 1 500 1 501. 038 0. 069 2 1 499. 869 － 0. 008 7 1 503. 803 0. 253 5 1 499. 369 － 0. 042 1

矩形凹槽 1 宽 298 300. 046 3 0. 686 7 297. 109 3 － 0. 298 9 297. 604 1 － 0. 132 9 299. 922 4 0. 645 1

深 448 446. 320 2 － 0. 374 9 446. 665 8 － 0. 297 8 449. 838 1 0. 410 3 446. 246 5 － 0. 391 4

长 1 997 1 996. 669 － 0. 016 6 1 997. 376 0. 018 8 1 995. 302 － 0. 085 0 2 000. 131 0. 156 8

矩形凹槽 2 宽 797 797. 630 5 0. 079 1 797. 834 4 0. 104 7 795. 775 5 － 0. 153 6 799. 965 8 0. 372 1

深 96 95. 823 8 － 0. 183 5 95. 569 9 － 0. 447 9 93. 970 8 － 2. 113 8 93. 866 7 － 2. 222 2

均值 0. 005 0 － 0. 251 3 － 0. 353 9 － 0. 396 5

图 6 测量值与实际值相对误差分布

Fig． 6 Distributions of relative error between measured and actua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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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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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968 3%，最高

精度可达到 99. 990 1% ; 不同雨强条件下观测的平

均相 对 误 差 分 别 为 － 0. 495 8%、－ 0. 353 9%、
－ 0. 475 1%、－ 0. 63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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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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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servation results of same slope and different rain intensities

凹槽形体
实际值 /

mm

30 mm/h 60 mm/h 90 mm/h 120 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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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92 2 993. 577 0 0. 052 6 2 991. 530 0 － 0. 015 7 2 994. 212 0 0. 073 9 2 993. 290 0 0. 043 1

V 型凹槽 宽 292 290. 681 9 － 0. 451 4 295. 346 6 1. 146 1 293. 211 3 0. 414 8 294. 064 9 0. 707 1

深 235 230. 700 7 － 1. 829 4 229. 139 3 － 2. 493 9 230. 516 4 － 1. 907 9 228. 047 2 － 2. 958 6

长 1 500 1 498. 913 0 － 0. 072 4 1 503. 803 0 0. 253 5 1 503. 663 0 0. 244 2 1 499. 353 0 － 0. 043 1

矩形凹槽 1 宽 298 299. 708 0 0. 573 2 297. 604 1 － 0. 132 9 296. 535 8 － 0. 491 3 296. 832 2 － 0. 391 9

深 448 447. 562 9 － 0. 097 6 449. 838 1 0. 410 3 448. 167 4 0. 037 3 446. 231 8 － 0. 394 7

长 1 997 1 993. 983 0 － 0. 151 1 1 995. 302 0 － 0. 085 0 1 998. 214 0 0. 060 8 1 996. 802 0 － 0. 009 9

矩形凹槽 2 宽 797 793. 882 7 － 0. 391 1 795. 775 5 － 0. 153 6 796. 557 0 － 0. 055 0 799. 214 3 0. 277 8

深 96 93. 988 3 － 2. 095 5 93. 970 7 － 2. 113 8 93. 454 1 － 2. 652 0 93. 150 4 － 2. 968 3

均值 － 0. 495 8 － 0. 353 9 － 0. 475 1 － 0. 637 6

3.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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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180 cm3，激 光 扫 描 观 测 的 土 壤 侵 蚀 总 量 为

407 971. 36 cm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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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7%和 6.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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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rison of digital photogrammetry
and laser scanning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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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180. 00 407 971. 36

相对误差 /% 3. 87 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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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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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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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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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85% 和 3.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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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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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35 1 × 106 个，平均点云密度为 0.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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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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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时间点土壤流失量的观测结果

Tab． 5 Observation results of soil loss at different times

项目
降雨历时 /min

5 45 50 70 90 110 130 140 150
均值

径流泥沙量 / cm3 1 635. 30 15 945. 41 21 156. 33 62 555. 02 116 617. 61 200 231. 90 316 922. 87 379 013. 92 435 322. 51
摄影测量解算土壤流

失量 / cm3
1 070 19 270 21 890 58 930 102 210 198 760 338 290 390 240 452 180

相对误差 /% － 34. 57 20. 85 3. 47 － 5. 79 － 12. 35 － 0. 74 6. 74 2. 96 3. 87 － 1. 73

点云数量 /个
1. 290 4 ×

106
1. 280 2 ×

106
1. 285 9 ×

106
1. 310 6 ×

106
1. 318 3 ×

106
1. 335 7 ×

106
1. 406 8 ×

106
1. 409 1 ×

106
1. 378 8 ×

106
1. 335 1 ×

106

点云密度 / ( 个·mm －2 ) 0. 129 0. 128 0. 129 0. 132 0. 132 0. 134 0. 141 0. 141 0. 138 0.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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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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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73%，单次观测精度最高可达

99.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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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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