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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准确获取摄影区域地理位置信息，针对时间延迟积分电荷耦合器件（ＴＤＩ－ＣＣＤ）全景式航空相机未配备激

光测距仪的情况，提出一种直接对地目标定 位 算 法。依 据 机 载 定 位 定 向 系 统（ＰＯＳ）测 量 的 载 机 位 置、姿 态 信 息 以

及航空相机中编码器测量的俯角、位角信息，利用 齐 次 坐 标 变 换 求 解 成 像 系 统 视 轴（ＬＯＳ）在 地 理 坐 标 下 的 指 向 角

以 ＷＧＳ－８４坐标系下定义的地球椭球模型为基础，利用地球椭球计算理论确定目标区域经纬度信息。采用蒙特卡

罗方法仿真分析了载机姿态角测量误差以及相机俯角、位 角 误 差 对 视 轴 指 向 角 计 算 精 度 的 影 响；着 重 分 析 了 摄 影

倾斜角和目标区域地形起伏对对地目标定位精度的影 响，指 出 摄 影 倾 斜 角 和 目 标 区 域 地 形 起 伏 越 小，定 位 精 度 越

高。采用飞行实验验证了该对地目标定位算法的有效性，在飞行高度为１７７５０ｍ，摄 影 倾 斜 角 在６３°～７５°范 围 内，

对地目标定位圆概率误差小于２１２．９６ｍ，可满足工程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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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航空相机作为目前获取地面目标图像的主要光电设备之一，已被广泛应用于军事侦察、地形测绘等领

域。全景式航空相机采用线阵摆扫方式成像，可实现大倾斜摄影，尽可能远离目标区域，拍摄半径大幅提升，
能够有效获取飞行轨迹两侧目标信息，且具有地面收容范围宽等特点［１］。获取拍摄图像中目标区域的地理

位置信息对于分析战场态势、正确指挥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为实现机载光电设备对地目标定位，国内外学者已对目标定位算法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目前大部分目标

定位算法是基于距离测量，即需要通过激光测距仪测量出目标相对于光电设备的距离值［２－６］。檀立刚等［７］搭

建了机载光电测量设备目标定位系统，通过目标相对光电设备的位置矢量在光电设备坐标系、载机坐标系、
地理坐标系以及地球坐标系间的齐次坐标变换，构建出目标定位方程和定位误差方程。周前飞等［８］为实现

同时对多个目标实时定位，建立了机载光电成像平台多目标自主定位系统。徐诚等［９－１０］针对机载光电设备

目标定位过程中测量误差因素繁多、分析困难等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多因素分析的误差建模与分析方法。
本文提出一种不依赖距离测量的直接对地目标定位算法，依据机载定位定向系统（ＰＯＳ）测量出的载机

位置、姿态信息以及航空相机中编码器测量出的俯角、位角信息，求解成像系统视轴（ＬＯＳ）在地理坐标系下

的指向角；在考虑地球椭球模型的情况下，根据成像系统与目标间的空间几何关系求解目标区域的经纬度信

息。采用蒙特卡罗方法分析了各参数测量误差对目标定位精度的影响，着重分析了摄影倾斜角、目标区域地

形起伏对目标定位精度的影响，并采用实际飞行实验数据验证了该目标定位算法的有效性。

２　对地目标定位算法
目标定位即为获取拍摄图像中目标区域的地理位置信息，以便对拍摄区域进行有效的分析与评估。机

载ＰＯＳ集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和惯性测量单元（ＩＭＵ）于一体，综合利用ＧＰＳ、ＩＭＵ各自的优势，在性能和

可靠性上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可精确地测量载机位置、姿态信息，已被广泛应用于导航、武器制导、摄影测量

等领域［１１］。全景式航空相机结构如图１所示，相机安装在飞机上，其中镜筒转轴与载机横滚轴一致，初始时

反射镜转轴与载机俯仰轴平行，通过镜筒和反射镜转动调整成像系统视轴指向。相机镜筒转动实现对地面

目标区域摆扫成像，通常将此子系统称为俯角系统，将镜筒转动角度定义为俯角θｒｏｌｌ，由镜筒编码器精确测

量；反 射 镜 转 动 补 偿 飞 行 引 起 的 前 向 像 移，此 子 系 统 为 位 角 系 统，其 中 位 角θｐｉｔｃｈ为 反 射 镜 转 动 角 度 的 两

倍［１２］。相比面阵相机，ＴＤＩ－ＣＣＤ全景式航空相机为线阵摆扫相机，其每一行图像对应一组位置姿态信息，
由于位置姿态信息的更新速率小于成像探测器的行频，因此需要插值近似以得到该行图像对应的位置、姿态

信息。根据提供的位置和角度信息，即可求解地面目标的经纬度信息，本文将目标定位过程分为地理坐标系

下视轴指向角求解和目标区域经纬度计算两个过程。

图１ 全景式航空相机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ａｅｒｉａｌ　ｐａｎｏｒａｍｉｃ　ｃａｍｅ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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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地理坐标系下视轴指向角求解

为分析摆扫过程中成像系统视轴在地理坐标系下的指向角，建立了视轴指向示意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视轴指向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ＬＯＳ　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图２中建立了地理坐标系Ｂ－ＮＥＤ 和载机坐标系Ｂ－ｘｂｙｂｚｂ，其中地理坐标系的ＢＮ 轴沿当地子午线指

向北，ＢＥ轴在当地水平面内且沿当地纬度线指向东，ＢＤ 轴沿当地参考椭球的法线指向地心。而载机坐标

系中Ｂｘｂ 轴指向载机机头，并在载机的纵向对称面内，Ｂｙｂ 轴指向载机右翼，Ｂｚｂ 轴在载机的纵向对称面内，

指向载机的下方。设摆扫成像过程中载机姿态角分别为横滚角α、俯仰角β、航向角γ，成像系统视轴指向在

地理坐标系下可用方位角ψ、摄影倾斜角表示，而在载机坐标系下可用相机俯角θｒｏｌｌ、位角θｐｉｔｃｈ表示。

通过齐次坐标变换求解成像系统视轴在地理坐标系下的指向角，首先成像系统视轴指向矢量在载机坐

标系下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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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轴指向矢量在地理坐标系下表示为

ＬＮ
ＬＥ
Ｌ

烄

烆

烌

烎Ｄ
＝
ｃｏｓγ －ｓｉｎγ ０
ｓｉｎγ ｃｏｓγ ０
烄

烆

烌

烎０　
０

烄

烆

烌

烎０　
０

烄

烆

烌

烎１

ｃｏｓβ ０ ｓｉｎβ
０　 １　 ０

－ｓｉｎβ ０ ｃｏｓ

烄

烆

烌

烎β

１　 ０　 ０
０ ｃｏｓα －ｓｉｎα
０ ｓｉｎα ｃｏｓ

烄

烆

烌

烎α

Ｌｂｘ
Ｌｂｙ
Ｌｂ

烄

烆

烌

烎ｚ

， （２）

整理后得

ＬＮ
ＬＥ
Ｌ

烄

烆

烌

烎Ｄ
＝

ｃｏｓγｃｏｓβｓｉｎθｐｉｔｃｈ－（ｃｏｓγｓｉｎβｓｉｎα－ｓｉｎγｃｏｓα）ｓｉｎθｒｏｌｌｃｏｓθｐｉｔｃｈ＋
（ｃｏｓγｓｉｎβｃｏｓα＋ｓｉｎγｓｉｎα）ｃｏｓθｒｏｌｌｃｏｓθｐｉｔｃｈ

ｓｉｎγｃｏｓβｓｉｎθｐｉｔｃｈ－（ｓｉｎγｓｉｎβｓｉｎα＋ｃｏｓγｃｏｓα）ｓｉｎθｒｏｌｌｃｏｓθｐｉｔｃｈ＋
（ｓｉｎγｓｉｎβｃｏｓα－ｃｏｓγｓｉｎα）ｃｏｓθｒｏｌｌｃｏｓθｐｉｔｃｈ－

ｓｉｎβｓｉｎθｐｉｔｃｈ－ｃｏｓβｓｉｎαｓｉｎθｒｏｌｌｃｏｓθｐｉｔｃｈ＋ｃｏｓβｃｏｓαｃｏｓθｒｏｌｌｃｏｓθｐ

熿

燀

燄

燅ｉｔｃｈ

， （３）

成像系统视轴在地理坐标系下的方位角ψ、摄影倾斜角可分别写为

ψ＝２ａｒｃｔａｎ
ＬＥ

ＬＮ ＋ Ｌ２Ｎ ＋Ｌ２槡（ ）Ｅ ， （４）

＝ａｒｃｃｏｓＬ（ ）Ｄ 。 （５）

２．２　目标区域经纬度计算

已知视轴指向矢量在 地 理 坐 标 系 下 的 方 位 角 和 摄 影 倾 斜 角，根 据 机 载ＰＯＳ测 量 出 载 机 位 置 信 息 以

ＷＧＳ－８４坐标系下定义的地球椭球模型为基础，利用地球椭球计算理论，求解地面目标区域的经纬度信息。

为此建立了地球坐标系Ｏ－ｘｅｙｅｚｅ，原点Ｏ在地球质心，Ｏｘｅ 轴指向本初子午面与赤道面的交线，Ｏｚｅ 轴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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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自转轴重合，Ｏｙｅ 轴与其他两轴组成右手直角坐标系，如图３所示。其中 ＷＧＳ－８４坐标系所定义的地球椭

球模型［１３］可表示为

ｘ２ｅ＋ｙ２ｅ
Ｒ２ｅ

＋ｚ
２
ｅ

Ｒ２ｐ
＝１， （６）

式中地球长半轴Ｒｅ 为

Ｒｅ＝６３７８１３７．００００ｍ， （７）
地球短半轴Ｒｐ 为

Ｒｐ＝６３５６７５２．３１４２ｍ， （８）
地球椭圆的第一偏心率ε为

ε＝ Ｒ２ｅ－Ｒ２槡 ｐ

Ｒｅ
， （９）

地球椭圆的第二偏心率ε′为

ε′＝ Ｒ２ｅ－Ｒ２槡 ｐ

Ｒｐ
。 （１０）

图３ 地球椭球坐标系及视轴指向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ｅｌｌｉｐｓｏｉｄａｌ　ｅａｒｔｈ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ｆｒａｍｅ　ａｎｄ　ＬＯＳ　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图３给出了成像系统与拍摄目标间的空间相对位置关系，其中载机位置信息包括经度λｂ、纬度φｂ 和海

拔高度ｈｂ，目标区域的位置信息为经度λｔ、纬度φｔ。根据地球椭球计算理论［１４］，Ｒｃｙ为载机对应子午圈上的

弦长，此子午圈的曲率半径为

ＲＭ ＝ Ｒｅ １－ε（ ）２

１－ε２ｓｉｎ２φ（ ）ｂ ３／２， （１１）

Ｒｃｘ为载机对应卯酉圈上的弦长，此卯酉圈的曲率半径为

ＲＮ ＝ Ｒｅ
１－ε２ｓｉｎ２φ槡 ｂ

， （１２）

Ｒｃ 是方位角ψ对应的法截弧上的弦长，其法截弧的曲率半径为

Ｒａ＝ ＲＮ
１＋η

２ｃｏｓ２ψ
， （１３）

式中

η＝ε′ｃｏｓφｂ， （１４）

Ｒｃｘ、Ｒｃｙ 与Ｒｃ 间的近似关系可分别表示为

Ｒｃｘ ＝Ｒｃｓｉｎψ， （１５）

Ｒｃｙ ＝Ｒｃｃｏｓψ。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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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便于求解Ｒｃ，将图３中载机与目标间的空间几何关系简化到由点Ｏ、Ｂ和Ｔ 所确定的平面中，同时考

虑目标区域地形起伏对目标定位精度的影响，在此引入目标高度变量ｈｔ，如图４所示。

图４ 视轴在地球曲面上的投影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ＬＯ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ｕｒｖｅｄ　ｅａｒｔｈ

在ΔＯ′ＢＴ中，根据正弦定理可得

Ｒａ＋ｈｔ
ｓｉｎ ＝Ｒａ＋ｈｂｓｉｎζ

， （１７）

ζ＝１８０°－ａｒｃｓｉｎ
Ｒａ＋ｈｂ
Ｒａ＋ｈｔ

ｓｉｎ（ ） ， （１８）

κ＝１８０°－－ζ。 （１９）
此时可求出方位角ψ对应的法截弧上的弦长为

Ｒｃ＝２Ｒａｓｉｎ κ（ ）２ ， （２０）

地面目标的经纬度分别为

λｔ＝λｂ＋２ａｒｃｓｉｎ
Ｒｃｘ

２ＲＮｃｏｓφ（ ）ｂ ， （２１）

φｔ＝φｂ＋２ａｒｃｓｉｎ
Ｒｃｙ
２Ｒ（ ）Ｍ ， （２２）

将地面目标经度λｔ、纬度φｔ 写成变量ψ、、λｂ、φｂ、ｈｂ、ｈｔ 的函数形式，即

λｔ＝λｂ＋２ａｒｃｓｉｎ
ｓｉｎψｓｉｎ

κ（ ）２
１＋ε′２　ｃｏｓ２ψｃｏｓ

２
φ（ ）ｂ ｃｏｓφ

熿

燀

燄

燅ｂ
， （２３）

φｔ＝φｂ＋２ａｒｃｓｉｎ
ｃｏｓψ１－ε

２ｓｉｎ２φ（ ）ｂ ｓｉｎ
κ（ ）２

１－ε（ ）２　 １＋ε′２ｃｏｓ２ψｃｏｓ
２
φ（ ）

熿

燀

燄

燅ｂ

， （２４）

式中

κ＝ａｒｃｓｉｎＲｅ＋ｈｂ １＋ε′
２ｃｏｓ２ψｃｏｓ

２
φ（ ）ｂ １－ε２ｓｉｎ２φ槡 ｂ

Ｒｅ＋ｈｔ １＋ε′２ｃｏｓ２ψｃｏｓ
２
φ（ ）ｂ １－ε２ｓｉｎ２φ槡 ｂ

ｓｉｎ［ ］ －。 （２５）

３　视轴指向角误差与目标定位误差分析
机载ＰＯＳ测量出的载机位置、姿态角信息以及相机编码器输出的俯角、位角信息均存在误差，这将导致

视轴在地理坐标系下的指向角和目标定位均会存在偏差。误差分析是衡量目标定位算法的重要环节，这里

采用蒙特卡罗方法对成像系统视轴指向角误差和地面目标定位误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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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蒙特卡罗分析方法介绍

蒙特卡罗分析方法又称随机模拟法，通过计算机产生符合条件的随机数据，用于代替实际实验中难以获得的

数据。
伯努利定理：假设随机事件Ａ的发生概率为Ｐ（Ａ），ｎ次独立随机实验中，事件Ａ发生的次数为ｍ，则对

任意ε＞０有

ｌｉｍ
ｎ→!
Ｐ ｍ

ｎ －Ｐ（ ）Ａ ＜（ ）ε ＝１。 （２６）

　　大数定理：设ｘ１，ｘ２，ｘ３，…，ｘｎ 为ｎ个独立随机变量，均来自同一母体，且服从相同的概率分布，其方差

和均值分别为σ２ 和μ，对任意的ε＞０有

ｌｉｍ
ｎ→!
Ｐ １

ｎ∑
ｎ

ｋ＝１
ｘｋ－μ ≥（ ）ε ＝０。 （２７）

　　采用蒙特卡罗法建立的误差分析模型为

Δｙ＝ｆ　ｘ１＋Δｘ１，ｘ２＋Δｘ２，…，ｘｎ＋Δｘ（ ）ｎ －ｆ　ｘ１，ｘ２，ｘ３，…，ｘ（ ）ｎ ， （２８）
式中Δｙ为函数值ｙ的误差，Δｘｋ（ｋ＝１，２，３，…，ｎ）为参数ｘｋ 的误差，假定误差随机变量Δｘｋ 均服从正态分

布，其误差模型可描述为

Δｘｋ ＝Ｒｉσｘｋ，ｉ＝１，２，３，…，ｎ， （２９）

式中Ｒｉ 为由 Ｍａｔｌａｂ中ｒａｎｄｎ函数产生的伪随机数，其服从标准正态分布，ｎ为样本空间的大小，σｘｋ为参数

ｘｋ 的测量标准差。
仿真分析的基本步骤为：首先根据各参数 ｘ１，ｘ２，ｘ３，…，ｘ（ ）ｎ 的真值计算函数值ｙ，作为误差分析中的名

义值；将各参数的随机误差序列 Δｘ１，Δｘ２，Δｘ３，…，Δｘ（ ）ｎ 附加到各参数中；根据（２８）式计算函数值误差Δｙ，
并对误差值进行统计分析。

３．２　地理坐标系下视轴指向角误差分析

以表１中的参数，通过蒙特卡罗方法仿真分析地理坐标系下的视轴指向角及其误差概率分布情况，仿真

结果如图５所示。
表１　仿真实验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ａｔａ　ｉ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Ｓｙｍｂｏｌ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θｒｏｌｌ／（°） ４５　 ０．００６
θｐｉｔｃｈ／（°） －１．５　 ０．００６

α／（°） ０　 ０．０１

β／（°） ３　 ０．０１

γ／（°） ４５　 ０．０２

　　图５中方位角ψ的名义值为－４４．１２０３°，误差平均值为－３．２７６３×１０－４°，计算标准差σψ 为０．０２４０°；摄

影倾斜角的名义值为４４．９８７１°，误差平均值为５．３７５７×１０－５°，计算标准差σ 为０．０１１５°。两者的误差分

布基本服从正态分布。
对相机俯角、位角以及载机姿态角给定不同的名义值，采用蒙特卡罗统计实验法分析在不同视轴指向角

下方位角和摄影倾斜角的标准差，分析结果如图６所示，当摄影倾斜角在４０°～９０°范围时，方位角计算标准

差为０．０２°～０．０３°，而当摄影倾斜角在１０°～２０°范围时，方位角计算标准差为０．０６°～０．０９°，可见在方位角

计算时，其标准差随摄影倾斜角的减小而增大；而摄影倾斜角计算标准差在不同的视轴指向角情况下基本不

变，约为０．０１°。

３．３　对地目标定位误差分析

成像系统视轴指向角计算偏差、载机位置信息误差（考虑载机飞行速度影响）以及目标区域的地形起伏

均会导致计算出的目标地理位置信息存在偏差。以表２中的参数，采用蒙特卡罗统计实验法对目标定位误

差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图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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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视轴指向角及其误差概率分布图。（ａ）视轴指向角；（ｂ）误差概率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ＬＯＳ　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ｒｒ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Ｓ　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ｇｌｅ；（ｂ）ｅｒｒ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图６ 方位角和摄影倾斜角标准差。（ａ）方位角标准差；（ｂ）摄影倾斜角标准差

Ｆｉｇ．６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ｚｉｍｕｔｈ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ｇｌｅ．（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ｚｉｍｕｔｈ　ａｎｇｌｅ；

（ｂ）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ｇｌｅ
表２　载机经度、纬度、高度信息和目标高度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ａｎｄ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Ｓｙｍｂｏｌ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λｂ／（°） ８７．５１６３　 ０．０００１

φｂ／（°） ４１．９６４２　 ０．０００１
ｈｂ／ｍ　 １７７５０　 ５
ｈｔ／ｍ １０９５　 １０

图７ 目标经度、纬度标准差。（ａ）经度标准差；（ｂ）纬度标准差

Ｆｉｇ．７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ｂ）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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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图７中，目标点经度标准差σλ、纬度标准差σφ 随方位角ψ改变而变化，当方位角为±９０°时，目标定位

误差主要表现为经度误差，而当方位角为０°、１８０°时，目标定位误差主要表现为纬度误差；而且随摄影倾斜角

的增大，经度误差、纬度误差均增大。
定义目标定位的圆概率误差（ＣＥＰ）σｔ 为

σｔ＝ σλＲＮｃｏｓφ（ ）ｔ ２＋ σφＲ（ ）Ｍ槡 ２。 （３０）

　　图８给出了在不同视轴指向角下的目标定位的圆概率误差，可见圆概率误差随摄影倾斜角的增大而变

大，而当方位角变化时，目标定位的圆概率误差基本保持不变。为分析地面目标区域地形起伏误差对目标定

位精度的影响，绘制了三种地形（平原、丘陵、山地）起伏［１５］，地形起伏误差分别为１０，３０，１００ｍ情况下，目标

定位的圆概率误差随摄影倾斜角的变化曲线，如图９所示。可见在摄影区域地形起伏误差一定时，定位误差

随摄影倾斜角的增大而变大；在摄影区域地形起伏误差和摄影倾斜角均较小时，该定位算法具有较高的定位

精度；而在摄影倾斜角比较大时，地形起伏误差成为影响目标定位误差的主要因素［１６］。

图８ 对地目标定位摄影圆概率误差

Ｆｉｇ．８ ＣＥＰ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图９ 对地目标定位的圆概率误差随摄影倾斜角变化曲线

Ｆｉｇ．９ ＣＥＰ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ｇｌｅｓ

４　飞行实验验证
取某ＴＤＩ－ＣＣＤ全景式航空相机实际飞行实验数据，依据拍摄图像注释信息中载机位置、姿态信息以及

相机编码器测量的俯角、位角信息，采用该目标定位算法，得到摄影区域的经纬度信息，如图１０所示，图中绘

制了８个摆扫条带图像对应地面拍摄区域的经纬度信息。

图１０ 拍摄区域经纬度信息

Ｆｉｇ．１０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ｒｅａ

选取拍摄图像中 的 典 型 目 标 区 域，根 据 目 标 点 在 图 像 中 的 像 素 位 置，计 算 该 目 标 点 的 经 纬 度，并 与

Ｇｏｏｇｌｅ地图中该目标点的经纬度对比，计算目标定位误差，统计结果如表３所示。此次拍摄时由远端向近

端进行摆扫，其中远端对应的摄影倾斜角为７５°，近端对应的摄影倾斜角为６３°，拍摄区域为高原地形，在远

端目标定位的圆概率误差约为２１２．９６ｍ，而在近端目标定位的圆概率误差约为７４．４３ｍ，可见摄影倾斜角

越大，目标定位误差越大，与仿真分析结果一致。而基于距离测量的目标定位算法［１７］在相同参数情况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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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定位的圆概率误差约为７８．１４ｍ，相比之下所提的算法定位误差偏大。定位误差偏大的主要原因有：１）所

提的定位算法是基于拍摄目标区域的高程信息的，而摄影区域存在地形起伏，无法给出目标区域准确的高程

信息，导致定位精度下降，而且摄影倾斜角越大，地形起伏对定位精度的影响越大；２）相比文献［１７］，本文飞

行实验中相机安装时相机镜筒转轴、反射镜转轴、方位轴与ＰＯＳ测量姿态角的敏感轴（横滚轴、俯仰轴、航向

轴）间未严格共轴，存在角偏差，且未事先对安装角偏差进行标定，导致定位精度降低。
表３　飞行实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ｆｌｉｇｈｔ　ｔｅｓｔ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Ｐｉｘｅ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ｏｏｇｌ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Ｇｅｏ－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ＥＰ／ｍ

１ （１３４９，６５２８） ８７．０６５７９　 ４２．２６６０８　 ８７．０６４３０　 ４２．２６４５２　 ２１２．９６

２ （３８１５，１６２６） ８７．０６９８２　 ４２．２５０９７　 ８７．０６７９５　 ４２．２４９８０　 ２０２．２２

３ （１３１９５，６３１２） ８７．１２９７３　 ４２．２２２７１　 ８７．１２８１６　 ４２．２２１８２　 １６３．３５

４ （２４３５４，１７６８） ８７．１７０７１　 ４２．１８４９４　 ８７．１６９６８　 ４２．１８４０３　 １３２．３７

５ （２４７７３，５７７８） ８７．１７８６８　 ４２．１８８０７　 ８７．１７７６５　 ４２．１８７１８　 １３０．６７

６ （４４１６０，６５９６） ８７．２４２６５　 ４２．１４６９１　 ８７．２４２０１　 ４２．１４６４４　 ７４．４３

　　为此针对影响飞行实验定位精度的主要因素（摄影区域地形起伏、ＰＯＳ测量姿态角的敏感轴与相机转

轴间的安装角偏差），在飞行实验条件（飞行高度为１７７５０ｍ，摄影倾斜角范围为６３°～７５°，目标区域海拔高

度标称值为１０９０ｍ）下进行量化分析。
在不考虑安装角误差情况下，仅分析拍摄区域地形起伏对目标定位精度的影响。图１１给出在不同地形

起伏误差下目标定位的圆概率误差随摄影倾斜角的变化曲线。

图１１ 地形起伏对对地目标定位的圆概率误差的影响

Ｆｉｇ．１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ＥＰ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可见地形起伏误差对定位误差有很大影响，而且在同等地形起伏误差情况下，目标定位的圆概率误差随

摄影倾斜角增大而变大。本次飞行实验拍摄区域为高原地形，地形起伏比较大，以地形起伏误差为４０ｍ为

例，在摄影倾斜角为７５°时，相比无地形起伏情况，目标定位的圆概率误差增大１０３．８９ｍ。
在不考虑拍摄区域地形起伏情况下，仅分析ＰＯＳ测量姿态角的敏感轴与相机转轴间的安装角偏差对目

标定位精度的影响。图１２给出了分别在横滚轴、俯仰轴和航向轴方向上存在不同安装角偏差情况下，目标

定位的圆概率误差随摄影倾斜角的变化曲线。在摄影倾斜角为７５°、安装角偏差均为０．１０°时，横滚轴、俯仰

轴和航向轴方向上的安装角偏差分别使得目标定位的圆概率误差增大４０１．７０，８．６４，６６．１９ｍ。可见在同等

安装角偏差下，横滚轴方向上的安装角偏差对定位精度影响最大，其次为航向轴方向上的安装角偏差，而俯

仰轴方向上的安装角偏差对定位精度影响最小。
可见拍摄区域地形起伏误差以及ＰＯＳ测量姿态角的敏感轴与相机转轴间的安装角偏差（尤其横滚轴方

向上的安装角偏差）均对定位精度有很大影响。针对拍摄区域地形起伏情况，在工程中往往通过增加地面控

制点，给出目标区域较为准确的高程信息，对目标点经纬度信息进行修正，以获得较高的定位精度。对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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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安装角偏差对目标定位的圆概率误差的影响。（ａ）横滚轴方向；（ｂ）俯仰轴方向；（ｃ）航向轴方向

Ｆｉｇ．１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ｎｇｌｅ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ＥＰ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ｏｌｌ　ａｘｉｓ；（ｂ）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ｉｔｃｈ　ａｘｉｓ；

（ｃ）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ｙａｗ　ａｘｉｓ

装角偏差（尤其是横滚轴方向上的安装角偏差），可在飞行实验时事先标定，减小安装角偏差对定位误差的影

响，提高飞行实验中的定位精度。

５　结　　论
依据拍摄图像注释信息中航空相机俯角、位角以及载机位置、姿态信息，利用地球椭球计算理论，求取拍

摄目标区域的经纬度信息。采用蒙特卡罗统计分析方法对视轴指向角误差和目标定位误差进行了分析，并

通过实际飞行数据验证了该目标定位算法的有效性。指出在目标区域地形起伏不大（起伏误差小于３０ｍ）
以及摄影倾斜角小于６０°时，该算法具有较高的定位精度。当摄影倾斜角大于７５°时，定位误差主要由目标

区域的地形起伏以及ＰＯＳ测量姿态角的敏感轴与相机转轴间的安装角偏差引起，此时工程中需要增加地面

控制点，给出目标区域较为准确的高程信息，同时在飞行实验时事先对安装角偏差标定，以对目标点经纬度

信息进行修正，获得较高的定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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