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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测绘学会《关于 2022年中国测绘学会团体标准（第一批）立

项的公告》，团体标准《双相机工业摄影测量系统校准规程》被列入立项

计划。

2. 目的意义

2021年 12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资

委、知识产权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国家现代先进测量体系建设的指导

意见》，意见明确指出要完善先进测量技术规范。意见指出，要研究建立

适应现代先进测量体系建设需要的计量技术规范体系。充分借鉴吸收国际

先进测量技术成果和经验，开展测量活动梳理和测量数据研究分析，组织

制定一批对测量活动具有指导意义的测量技术规范，指导测量活动规范化、

科学化开展。分析梳理各产业领域工程实践活动被测参数，建立动态、开

放的参数信息库。加强复杂被测对象、复杂工况环境、复杂耦合关系等工

程应用场景的参数测量方法研究，建立满足工程实践要求的测量技术规范。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大批适应新时代智能装备制造要求的新

技术、新工艺、新方法通过理论创新、跨界融合等途径被提出并成功应用

到生产实际，有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高质量发展。新一代高精度、非

接触式的双相机工业摄影实时测量技术就是基于数字近景摄影测量技术研

发的一种应用于尖端装备制造领域的新技术，该技术能够对多个被测目标

进行实时动态跟踪测量，精准捕捉制造产品的空间信息，完美契合先进智

能制造业的测量需求，在飞机部件动态装配、航天天线形面实时装调、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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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交会对接、真空环境产品变形测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学者和

用户的广泛关注。

随着立体视觉理论的不断突破与完善，双目视觉数字近景摄影实时测

量产品不断涌现。市场上，各厂家标称的产品测量精度千差万别，用户在

选购时往往比较迷茫。进口设备在向客户交货时一般只提供产品合格证书，

而对于校准过程基本不做过多涉及。

目前，国内用户在验收该类时通常会采取两种方法进行精度符合。一

种方法是：根据校准机构现有的计量条件，协商出一种双方都认可的测试

方法进行精度符合测试，计量机构出具测试报告。通常情况下协商的测试

方法是与计量机构的测长机相结合，用测长机上激光干涉仪测量的长度结

果作为参考值，将待测试设备的测量值与参考值进行比较，进而对设备的

测量精度进行判定。目前，能够开展该项工作的计量机构主要有国家计量

科学研究院、中航工业 304所和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几何量计量站等单位。

另一种方法是：用户根据采购用途模拟一种实际使用场景，采用待交付的

产品在该场景下进行测量，再采用一些高精度的测量设备（如激光跟踪仪

等）对测量要素进行复核，从而判定待验收系统测量结果的可靠性。如中

国商飞在采购该产品时就模拟了某大型桁架实时装配检测的工况来考核拟

采购设备的测量精度，航天 509所采购该产品时也模拟其实际使用场景来

考核拟采购设备的测量精度。遗憾的是，当改变了测量环境，设备的使用

效果会不尽如人意。

从技术角度讲，双相机工业摄影测量系统属于高新测量技术，目前我

国还未制定针对该类产品的校准规程，据现有资料，国外在该领域的研究

也非常有限，亟需制定相关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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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角度讲，如何正确评价双相机工业摄影测量系统的测量精度，

对于规范行业行为、帮助用户正确选用测量系统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填补

国内在该领域的空白，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以及占领国际先进技术高地影

响深远。

3. 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参与《双相机工业摄影测量系统校准规程》编制的有来自 20个省市的

44家单位：河南 6家，湖北广东各 5家，甘肃 4家，安徽 3家，浙江、山

东、北京、湖南、重庆、云南各 2家，上海、深圳、黑龙江、福建、四川、

辽宁、西安、河北、江苏各 1家。

以上单位是测绘地理信息服务行业尤其是本区域内有着多年专业技术

经验的国有、事业和企业单位，参编人员为单位技术、管理岗位的负责人，

熟悉双相机工业摄影测量系统的研发、校准与应用，组成了具有行业代表、

地域代表、专业代表的强有力的编制工作团队，可以保证有效的工作进度

和质量，很好的开展和完成编制工作，并在行业、全国范围内助力标准落

地实施、推广应用和改进升级。

4.主要工作过程

在标准计划《关于 2022年中国测绘学会团体标准（第一批）立项的公

告》文件下达后，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郑州辰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几何量计量站、水利部水工金属结

构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河南省计量测试研究院、武汉中观自动化科技有限

公司、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徽中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伟志股份公司、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省测绘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沈阳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市政工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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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安徽中

汇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测绘院、河北九华勘查测绘

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测绘勘查院、武汉市勘察设计

有限公司、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地质局第六地质大队、浙江华东测绘与工程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深

圳地质建设工程公司、湖北省神龙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武汉市测绘

研究院、湖南省测绘产品质量检验中心、佛山市测绘地理信息研究院、昆

明市测绘研究院、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慧图资环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哈尔滨市勘察测绘研究院、信阳市水利勘测设计院、兰州理工大学建

筑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蚌埠市勘测设计研究院、甘肃省测绘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站、重庆市测绘科学技术研究院、中煤（西安）地下空间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济南市房产测绘研究院、云南省地矿测绘院有限公司、福

建省测绘产品质量检测中心、西宁市国土勘测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义乌

市勘测设计研究院多家单位组织技术骨干成立标准工作组，于 2023年 6月

21日召开工作组启动会，经过一系列文献分析、试验验证、行业调研、研

讨会讨论工作，于 2024年 1月形成征求意见稿，各阶段进度如下：

1）立项启动

在标准计划《关于 2022年中国测绘学会团体标准（第一批）立项的公

告》文件下达后，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等主参编单位技术骨干成立标准

工作组。因疫情影响，标准工作组于 2023年 6月 21日在线上召开了启动

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启动会对标准大纲、标准草案、进度计划进行讨论，

确定了编制大纲、编制计划，明确了分工。

2）标准起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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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参编单位根据启动会确定的编制大纲、标准草案、编制计划、编制

分工及第一次工作会议收集到的意见反馈，各章编制小组参考现行国家、

行业标准，在总结双相机工业摄影测量系统测量经验的基础上，于 2023年

8月底上交了规程各部分初稿。

主编单位对各参编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修改汇总，于 2023年 9月底形

成规程初稿。

2023年 10月 10 日、11月 19日、12 月 26日，规范主要参编单位召

开了线上讨论会，对规范内容进行统稿，对规范中的相关细节进行充分讨

论。

2024年 1 月 17日，召开专家咨询会，就规程内容、格式、行文逻辑

等进行交流，并对规程草案进行完善。

经过前期多轮修改，于 2024年 2月 1日形成了规程的征求意见稿。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

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修订标准时，应增列新

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1. 编制原则

本标准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2.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认真遵循了先进性、实用性、协调性和规范

性等原则，并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内容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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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充分体现了双相机工业摄影测量系统的测量特点，注重可操

作性，避免与其他标准内容上较大的重叠。

（3）本标准主要参考以下标准进行编制：

GB/T 34890 《数字摄影三坐标测量系统的验收检测和复检检测》

JJF100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59.1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JJF1071 《国家计量校准规程编写规则》

JJF1094 《测量仪器特性评定》

（4）标准的内容结构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双相机工业摄影测量系统

3.2 摄影测量标尺

3.3 标尺长度

3.4 坐标测量重复性

3.5 摄影测量检测场

3.6 测长误差

3.7 扩展测量范围测长误差检测场

3.8 靶标

3.9 测量场

4 系统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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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系统组成

4.2 作业流程

5 技术参数

5.1 坐标测量误差

5.2 坐标测量重复性

5.3 测长误差

6 校准条件

6.1 环境条件

6.2 场地及标准器条件

7 校准方法

7.1 坐标测量误差校准

7.2 坐标测量重复性校准

8 校准结果

9 复校时间间隔

附录 A（规范性） 系统坐标测量误差计算

附录 B（规范性） 系统坐标测量重复性计算

附录 C（资料性） 测长误差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附录 D（资料性） 校准证书样例

参考文献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

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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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在调研大量双相机工业摄影测量系统及其应用场景，并开展

大量校准试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双相机工业摄影测量系统的计量特性，

规范了双相机工业摄影测量系统的测量技术指标，确定双相机工业摄影

测量系统校准的各种方法。

本规范将解决双相机工业摄影测量系统验收检测、复检检测及现场

应用条件下测量结果的可靠性问题。通过对双相机工业摄影测量系统的

校准，可以提高系统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避免了双相机系统实

际作业过程中因操作不当造成系统测量误差过大，从而导致测量工作失

败等情况的发生，提高了双相机工业摄影测量系统的作业质量和作业效

率，将会加速双相机工业摄影测量系统的推广应用，助力我国尖端制造

领域的快速发展。

本规范中的方法已被部分生产厂家采纳，并应用在相关双相机工业

摄影测量系统的出厂检测和验收检测中，为相关项目的顺利推进发挥了

积极作用，为国家尖端制造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技术保障，该规范的发布

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较为显著。

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

况。

经查阅相关规范材料，本规范在制定过程中，未检索到国际标准或国

外先进规范，本规范为双相机工业摄影测量系统的验收检测和复检检测提

供检测方法，对于规范工业领域，尤其是尖端制造领域的精密测量活动具

有重要意义。其内容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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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和行业标准没有冲突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明确了双相机工业摄影测量系统的校准方法，为双相机工业摄

影测量系统的验收检测和复检检测提供可靠的方法支撑，保证了双相机工

业摄影测量系统的有效使用。标准符合当前技术发展，将会对双（多）相

机系统的生产制造、应用推广提供准确的量值溯源。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实施。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

法等内容)

无

九、 标准提升转化和废止建议

无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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