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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激光扫描、低空无人机摄影测量以及泛在采集等为地
理信息快速获取提供了便捷的手段，其直接和间接获取的空间数据
正成为地理信息科学重要的数据源。这些不同来源的点云具有基
准多样、要素海量、空间分布不规则以及跨尺度等特质，对GIS有机
统一的高效管理和快速处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国际摄影测量与遥
感学会发表的前沿论文中明确指出：整合多源数据，发展跨尺度信
息提取、目标识别与建模的一体化处理方法是GIS的重要前沿问
题。因此，构建高效统一的三维密集点云数据模型与处理方法具有
重要研究意义。

随着三维点云智能处理技术（如：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快速
发展，解决面向点云场景特征多层次准确刻画、三维信息提取与融
合及场景的按需结构化表达，实现面向工程任务和科学研究的点云
场景智能处理是当前核心需求之一。目前，点云智能处理技术已在
下述方面取得一定研究进展：1）广义点云模型理论方法实现了狭义
点云(单一平台采集点云)间的优势互补，把过去孤立、分散表达转变
为多模统一表达，并把过去的可视、量算转变为计算与分析。2）点
云大数据特征描述子构建主要通过人工设计的特征和深度网络学
习两种方法，但面向高层次特征的描述方面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3）点云大数据场景中提供了地物目标的真实三维视角和缩影，但点
云大数据的高密度、海量、空间离散等特性给语义化信息提取带来
了巨大挑战。在该方面主要有基于特征描述子和基于深度学习的
语义信息提取方法，但与图像的深度学习网络相比，点云深度学习
网络无论在网络架构设计还是训练样本方面均有待提高。4）为刻
画点云场景中目标的功能与结构以及多目标间的位置关系，需要将
点云场景中的地物目标进行结构化表达，从而支撑复杂的计算分
析。目前，国内外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建筑物对象的多细节层次
(LOD)重建、建筑物立面重建等方面。然而，点云场景的智能理解仍
需进一步加强场景高层次特征的自动化提取等方面的研究，从而能
够解释在不同尺度下的大规模点云场景。

本期主要围绕三维密集点云数据智能处理与分析这一主题，邀
请来自武汉大学、河海大学、海洋研究所、武汉理工大学、福州大学
等知名高校、研究院所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从广义点云模型构建、点
云特征描述子构建、语义信息提取、结构化自动建模等方面入手，介
绍近年来他们在该领域所开展的研究工作。本期主要聚焦在综合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方法建立点云对象化深度学习网络，实现在
区域、单体对象上的场景精准理解新方法和新技术等方面。此外，
本期还聚焦了基于GNSS数据的创新应用（如：土壤水分反演、水位
变化检测）。由于篇幅所限，很难全面涵盖当前的新进展和新技术，
只能抛砖引玉，期待能够为对该领域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些有价值
的技术参考，以推动三维密集点云的智能处理模型与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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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现任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副主任、空
间智能研究所所长。国家“万人计
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19）、科技
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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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者（2017）。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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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点云处理、空间智能、
遥感与GIS应用等方面的研究，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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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cloud for mobile mapping）”科
学概念。担任国际学术大会“Laser
Scanning 2017”联合主席、ISPRS
Journal of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期刊编委（2015—）、国际摄
影测量与遥感学会点云处理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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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担任《测绘学报》编委、《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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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委员会激光雷达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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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等学术奖励。授权发明专
利10余项，出版专著1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