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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ＴＭ影像的三维飞行制作
赵青兰，周辉

（陕西省农业遥感信息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以陕北地区地表植被观察为目标，介绍了利用ＴＭ影像及ＤＥＭ高程数据在ＥＲＤＡＳ中进
行虚拟三维工程文件的制作及后期视频文件输出的过程，提出了制作和输出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
题及视频编码的选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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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ＤＡＳＩＭＡＧＩＮＥ８５所提供的虚拟地理信
息系统（ＶｉｒｔｕａｌＧＩＳ）模块是功能完备的三维可
视化工程制作工具包，包括虚拟系统数据叠加导
入工具（ＶｉｒｔｕａｌＷｏｒｌｄＥｄｉｔｏｒ模块）、虚拟工程浏
览及编辑器（ＶｉｒｔｕａｌＧＩＳＶｉｅｗｅｒ模块）及后期视
频文件编码输出工具（ＣｒｅａｔｅＭｏｖｉｅ模块），配合
ＥＲＤＡＳ图像校正及色彩处理功能可以完成从原
始影像、高程数据到三维飞行编码输出的全部工

作。陕西省生态环境动态监测利用高分辨率的
ＴＭ影像（３０ｍ分辨率）及ＤＥＭ数据制作目标
区域的假彩色三维飞行演示可以直观方便地看到
区域地表覆盖情况，如果制作不同年份相同季节
相同地区的对比三维飞行，还可以观测到区域覆
盖物变化，对了解目标区域整体覆盖情况有很大
的帮助，方便下一步的工作开展及工作成果浏览
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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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省级地面气象记录报表九步审核法
审核步骤 自动站 人工站
第一步报表资料上报日期登记 报表资料上报日期登记
第二步检查Ａ文件中跨月数据的准确性 检查Ａ文件中跨月数据的准确性
第三步Ａ文件机审，疑误信息审查 Ａ文件机审，疑误信息审查、处理

第四步Ａ文件与Ｚ文件对比（使用文本校对软件），审查记录变
化、是否需要备注

第五步Ａ文件与Ａ文件（人工站）人工项目对比（单轨站需打印
报表，与底本校对，云、能、天配合，天气现象转记等）

打印报表，与底本校对，云、能、天配合审
查，夜间—白天、白天—夜间的天气现象转
记

第六步Ａ文件省级维护，记录修改、存盘 Ａ文件省级维护，记录修改、存盘

第七步冻土、积冰、积雪、自记降水等要素方式位检查
基本、基准站要转换成Ａ０（Ａ１）、Ａ６（Ａ７）
格式的信息化文件，对信息化文件进行格检
和质检，Ａ６首行参数修改，冻土、积冰、积
雪、自记降水等要素方式位检查

第八步纪要、概况、备注内容审查，与自动生成的概况对比
第九步Ｊ文件机审

纪要、概况、备注内容审查，与自动生成的
概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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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自然色处理
三维飞行选择陕北为工作区域，影像为校正

过的全波段ＴＭ影像［１］，先进行图像的自然色处
理（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ｌｏｒ）。完整的ＴＭ影像有１７个波
段，自然色处理中仅需用到近红外（ｎｅａｒ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红（ｒｅｄ）、绿（ｇｒｅｅｎ）３个波段，近红
外指波长０７２５～１１０μｍ波段，ＴＭ影像图中的
第４个波段反射红外（０７６～０９０μｍ）波长符
合［２］，而第３、第２波段分别对应红、绿波段，选
择Ｉｍａｇ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ｌｏｒ，出现自然色处理对话框选择目标文
件及输出文件夹文件名，ｉｎｐｕｔｂ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ａｎｇｅ栏内的依次输入４、３、２波段，复选ｉｇｎｏｒｅ
ｚｅｒｏｉｎｓｔａｔｓ选框，其它选项不变，然后开始处理。
自然色到假彩色调节

自然色处理后的影像图已接近地表色彩，但
由于其色彩及层次较为丰富，非专业人员判读较
为困难，同时工作中需要直观简洁的影像，要进
一步的调整色彩。在ＥｒｄａｓＶｉｅｗｅｒ中打开自然色
处理后的影像，选择菜单Ｒａｓｔｅｒ→ｔｏｏｌｓ打开工具
箱界面，选择断点编辑器（ＢｒｅａｋｐｏｉｎｔＥｄｉｔｏｒ），打
开编辑器界面，包括红绿蓝波段的调整，选择下
拉框进行单波段调节，也可选择全波段整体调节，
编辑器中每个波段都有独立的坐标系，纵向为直
方图（Ｈｉｓｔｏｒｇｒａｍ）及查找表数值（ＬＵＴＶａｌｕｅ），
横向为各断点三原色彩值（Ｆｉｌｅｐｉｘｅｌ），可以通过
ｓｔａｒｔ燉ｕｐｄａｔｅｉｎｑｕｉｒｅｃｕｒｓｏｒ工具看到。着重调节
黄绿色，经过多次调节发现，黄色（定义为无覆
盖物的地表）部分三原色值为ｂｌｕｅ１８０、ｇｒｅｅｎ
２３０、ｒｅｄ２１３，绿色（定义为植被）三原色值为ｂｌｕｅ
５０，ｇｒｅｅｎ１１５，ｒｅｄ７５时显示效果较好，并且蓝
色（水体）也已经达到较好效果。图像调整后选
择保存结果。
叠加高程数据

影像图调色完毕后接着进行工程文件的创
建，ＶｉｒｔｕａｌＧＩＳ模块中选择Ｖｉｒｔｕａｌｗｏｒｌｄｅｄｉｔｏｒ
按钮，在编辑器中分别按下导入ＤＥＭ数据按钮
及导入栅格数据按钮来导入所需要的数据，确认
导入无误后选择菜单中的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ｕｉｌｄａｌｌ命

令来生成三维地形文件。
编辑三维飞行工程文件

使用ＶｉｒｔｕａｌＧＩＳ模块中虚拟工程浏览及编
辑器（ＶｉｒｔｕａｌＧＩＳＶｉｅｗｅｒ）打开生成的三维地形
文件，选择菜单中ｖｉｅｗ→ｓｃｅｎ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命令，
按不同应用方向进行地形夸大（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背景选择（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飞行速度调整（ｍｏｔｉｏｎ
ｓｐｅｅｄ）。确定更改后使用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Ｆｌｉｇｈｔ
ＰａｔｈＥｄｉｔｏｒ命令打来飞行路线编辑器，使用编辑
器中的ｕｔｉｌｉｔｙ→ｄｉｇｉｔｉｚｅｆｌｉｇｈｔｐａｔｈ命令编辑飞行
路线，此处需要在二维地形图上操作，用Ｅｒｄａｓ
ｖｉｅｗｅｒ打开第二步结束后的影像文件，用鼠标在
二维地形图上点选路径点，点之间自动相连的直
线即为所设计的飞行路线。确定后保存飞行路线，
最后在虚拟工程浏览及编辑器（ＶｉｒｔｕａｌＧＩＳ
Ｖｉｅｗｅｒ）中选择Ｆｉｌｅ→ｓａｖ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ｓ命令保存
飞行工程文件。

注意路线拐弯不要太大，以接近直线为好。
编辑最终视频文件

用ＶｉｒｔｕａｌＧＩＳ模块中视频文件编码输出工
具（ＣｒｅａｔｅＭｏｖｉｅ模块），打开上一步完成的工程
文件，设定输出文件名及存储目录，输出文件的
分辨率，完成设定后选择ＯＫ，会弹出视频文件的
编码选择，如果没有安装第三方编码器可以选择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ｉｄｅｏ１编码，可用ｍｅｄｉａｐｌａｙｅｒ播放，
使用较方便，不足之处是生成文件较大，文件打
开关闭会有一些停滞的感觉。注意最好安装
Ｆｆｄｓｈｏｗ工具，是以ｍｐｅｇ－２格式为基础的整合
编码解码包，其中ＤｉｖＸＭＰＥＧ－４Ｌｏｗｍｏｔｉｏｎ格
式为压缩比及视频文件效果都很好的编码，推荐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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