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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适用于建筑排列密集区

的地物散乱点自动聚类的方法，首先，获取建筑

物散乱点数据，并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其次，计算

每个点的邻近两个点及对应距离，判断原建筑物

间是否存在宽阔道路；若存在宽阔道路计算宽阔

道路所在直线方程，将散乱点分割为独立的建筑

群点集；若不存在宽阔道路，计算细窄道路所在

直线方程，将独立建筑群点集分割为独立的建筑

点集。本发明可适用于建筑物普遍比较方正且排

列极其密集区域的人工地物散乱点自动聚类的

任务，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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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建筑排列密集区的地物散乱点自动聚类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1)获取人工地物散乱点数据集并对数据集进行预处理；

(2)计算每个点的邻近两个点及对应距离，判断原建筑物间是否存在宽阔道路，如果存

在，继续步骤(3)；如果不存在，转步骤(4)；

(3)计算宽阔道路所在直线方程，将散乱点分割为独立的建筑群点集；

(4)计算细窄道路所在直线方程，将独立建筑群点集分割为独立的建筑点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建筑排列密集区的地物散乱点自动聚类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述数据集为人工地物多边形的顶点坐标数据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建筑排列密集区的地物散乱点自动聚类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包括以下步骤：

(21)遍历人工地物散乱点集，获取每个点i的邻近两个点j，k，并计算距离dij，dik；

(22)判断两点间是否存在宽阔道路：设置宽阔道路的宽度阈值Dth，细窄道路的宽度阈

值dth，对于点对i，j，若dth＜dij＜Dth，点i，j间的距离位于细窄道路阈值和宽阔道路阈值之

间，说明点i，j所属的两个建筑物之间存在宽阔道路；若dij＞Dth，点i，j间的距离大于宽阔

道路阈值，则说明两点间不存在道路，即两点属于同一个建筑物；若dij＜dth，点i，j间存在

细窄道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建筑排列密集区的地物散乱点自动聚类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包括以下步骤：

(31)在点集中筛选出所有符合条件“dth＜dij＜Dth”的点对，并计算每个点对的中点坐

标，得到中点点集；

(32)取中点点集中的一点为定点；

(33)随机选择一个点，通过这两个点，计算出两点所表示的模型方程y＝ax+b；

(34)将点集中所有数据点代入这个模型方程中计算误差；

(35)找到所有满足误差阈值的点，统计支持该模型的点的数量；

(36)重复(33)-(35)过程，直到达到一定迭代次数后，选出被支持的点数量最多的模型

方程，作为最终结果，该直线方程即为一条宽阔道路所在直线方程；

(37)在中点点集中去除支持该模型的所有点；

(38)重复(32)-(37)过程，直至遍历所有点集，得到各条宽阔道路所在的直线方程；

(39)用得到的直线方程对人工地物散乱点集进行分割。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建筑排列密集区的地物散乱点自动聚类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包括以下步骤：

(41)在点集中筛选出所有符合条件“dij＜dth”的点对，并计算每个点对的中点，得到中

点点集，对点集中所有点运用RANSAC算法进行线性拟合，获得细窄道路所在直线；

(42)根据点与直线的关系，用得到的直线方程对人工地物散乱点集进行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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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建筑排列密集区的地物散乱点自动聚类的方法

[0001] 所属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地理信息科学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适用于建筑排列密集区的地物

散乱点自动聚类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3] 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城市化步伐加快，城市用地也迅速扩张，废旧房区的拆

迁与新楼盘的建设使得城市面貌不断变化，因此准确地掌握城市地类的变化信息，对政府

部门进行正确决策、平衡城市各区位的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工地物作为城市

地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快速地反映出城市区域的发展变化规律。

[0004] 在建筑物比较密集的地方，采用全站仪等传统方法测量建筑物的地面轮廓点时，

为了测量效率，常常会同时对多个建筑物进行测量，这样导致了采集点的次序混乱，无法区

分哪些点属于同一个建筑物。

[0005] 目前常见的聚类算法可以分为五种：基于划分、分层、网格、模型以及密度的方法。

K-means  Clustering是聚类中较为经典的算法之一，计算简单而且运行速度快，但却无法

胜任聚类数目不可预知的任务。能够正确学习聚类数目的算法还比较少，大部分的文章溢

出了自动聚类的思想，即能够根据样本特征自动地选择合适的聚类数目。虽然自动聚类算

法凭借其实际应用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关注，但是其相关的理论研究还不够成

熟，且算法复杂度较高，无法将其应用到各种实际问题的处理上。

发明内容

[0006] 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适用于建筑排列密集区的地物散乱点自动聚类的方

法，解决由采集得到的地物散乱点集进行聚类问题，能识别出哪些点属于同一个建筑物。

[0007] 技术方案：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建筑排列密集区的地物散乱点自动聚类的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获取人工地物散乱点数据集，并对数据集进行预处理；

[0009] (2)计算每个点的邻近两个点及对应距离，判断原建筑物间是否存在宽阔道路，如

果存在，继续步骤(3)；如果不存在，转步骤(4)；

[0010] (3)计算宽阔道路所在直线方程，将散乱点分割为独立的建筑群点集；

[0011] (4)计算细窄道路所在直线方程，将独立建筑群点集分割为独立的建筑点集。

[0012] 步骤(1)所述数据集为人工地物多边形的顶点坐标数据集。

[0013] 所述步骤(2)包括以下步骤：

[0014] (21)遍历人工地物散乱点集，获取每个点i的邻近两个点j,k，并计算距离dij，dik；

[0015] (22)判断两点间是否存在宽阔道路：设置宽阔道路的宽度阈值Dth，细窄道路的宽

度阈值dth，对于点对i,j,若dth＜dij＜Dth，点i，j间的距离位于细窄道路阈值和宽阔道路阈

值之间，说明点i，j所属的两个建筑物之间存在宽阔道路；若dij＞Dth，点i，j间的距离大于

宽阔道路阈值，则说明两点间不存在道路，即两点属于同一个建筑物；若dij＜dth，点i，j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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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细窄道路。

[0016] 所述步骤(3)包括以下步骤：

[0017] (31)在点集中筛选出所有符合条件“dth＜dij＜Dth”的点对，并计算每个点对的中

点坐标，得到中点点集；

[0018] (32)取中点点集中的一点为定点；

[0019] (33)随机选择一个点，通过这两个点，计算出两点所表示的模型方程y＝ax+b；

[0020] (34)将点集中所有数据点代入这个模型方程中计算误差；

[0021] (35)找到所有满足误差阈值的点，统计支持该模型的点的数量；

[0022] (36)重复(33)-(35)过程，直到达到一定迭代次数后，选出被支持的点数量最多的

模型方程，作为最终结果，该直线方程即为一条宽阔道路所在直线方程；

[0023] (37)在中点点集中去除支持该模型的所有点；

[0024] (38)重复(32)-(37)过程，直至遍历所有点集，得到各条宽阔道路所在的直线方

程；

[0025] (39)用得到的直线方程对人工地物散乱点集进行分割。

[0026] 所述步骤(4)包括以下步骤：

[0027] (41)在点集中筛选出所有符合条件“dij＜dth”的点对，并计算每个点对的中点，得

到中点点集，对点集中所有点运用RANSAC算法进行线性拟合，获得细窄道路所在直线；

[0028] (42)根据点与直线的关系，用得到的直线方程对人工地物散乱点集进行分割。

[0029]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计算简单，能够适用于聚类数目

不可预知的人工地物散乱点集自动聚类的任务，自动识别出哪些点属于同一个建筑物。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发明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31] 图2为某地区部分人工地物图；

[0032] 图3为标注中点后的人工地物图；

[0033] 图4为标注中点拟合直线后的人工地物图；

[0034] 图5为人工地物散乱点聚类的图形化结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本发明根据城中村建筑物普遍比较方正且排布极其密集的特点，对于人工地物散

乱形状点，能够计算出建筑物之间的潜在道路，并利用其对散乱点进行分割，识别出哪些点

属于同一建筑物。

[003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图1为本发明的流程图，如图1所示，本

发明包括以下步骤：

[0037] 1、获取人工地物散乱点数据。

[0038] (1)获取人工地物多边形的顶点坐标数据；

[0039] (2)对多边形顶点数据进行预处理，如一多边形连续三个以上顶点共线，则去掉中

间的点，不影响多边形的整体框架，便于后期分割任务。

[0040] 2、计算每个点的邻近两个点及对应距离，判断原建筑物间是否存在宽阔道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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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存在，继续步骤3；如果不存在，转步骤4。

[0041] (1)遍历人工地物散乱点集，获取每个点i的邻近两个点j,k，并计算距离dij，dik；

由于建筑物排列密集，所以建筑物的宽度w普遍大于道路的宽度；又建筑物的一个顶点最多

涉及两条道路，因此只取邻近的两个点，点i与点j。图2所示为典型的建筑物方正且排列密

集。

[0042] (2)判断两点间是否存在宽阔道路。设置宽阔道路的宽度阈值Dth，细窄道路的宽度

阈值dth。由于建筑物的宽度w大于道路宽度，即设w＞Dth＞dth，对于点对i,j,有若dth＜dij＜

Dth，点i，j间的距离位于细窄道路阈值和宽阔道路阈值之间，说明点i，j所属的两个建筑物

之间存在宽阔道路；若dij＞Dth，点i，j间的距离大于宽阔道路阈值，则说明两点间不存在道

路，即两点属于同一个建筑物；

[0043] 点对i,k同理。

[0044] 3、计算宽阔道路所在直线方程，将散乱点分割为独立的建筑群点集。

[0045] 计算宽阔道路所在直线方程。在点集中筛选出所有符合条件“dth＜dij＜Dth”的点

对，并计算每个点对的中点，可知中点位于宽阔道路上。此时得到中点点集，对点集中所有

点运用RANSAC算法进行线性拟合，所得直线即为宽阔道路所在直线。算法如下:

[0046] (1)取中点点集中的一点为定点；

[0047] (2)随机选择一个点，通过这两个点，计算出两点所表示的模型方程y＝ax+b；

[0048] (3)将点集中所有数据点代入这个模型方程中计算误差；

[0049] (4)找到所有满足误差阈值的点，统计支持该模型的点的数量；

[0050] (5)重复(2)-(4)过程，直到达到一定迭代次数后，选出被支持的点数量最多的模

型方程，作为最终结果，该直线方程即为一条宽阔道路所在直线方程；

[0051] (6)在中点点集中去除支持该模型的所有点；

[0052] (7)重复(1)-(6)过程，直至遍历所有点集；最终得到的直线方程即为各条宽阔道

路所在的直线方程。

[0053] (8)根据点与直线的关系，用得到的直线方程对人工地物散乱点集进行分割，可将

图2分割为两个独立的建筑群；

[0054] 4、计算细窄道路所在直线方程，将独立建筑群点集分割为独立的建筑点集。

[0055] (1)判断两点间是否存在细窄道路。

[0056] 对于点对i,j，若dij＜dth，点i，j间存在细窄道路。

[0057] 点对i,k同理。

[0058] (2)计算细窄道路所在直线方程。在点集中筛选出所有符合条件“dij＜dth”的点

对，并计算每个点对的中点，可知中点位于细窄道路上，如图3所示。此时得到中点点集，对

点集中所有点运用RANSAC算法进行线性拟合，所得直线即为细窄道路所在直线，如图4所

示。算法同步骤3所述算法相同，最终得到的直线方程即为各条细窄道路所在的直线方程。

[0059] (3)根据点与直线的关系，用得到的直线方程对人工地物散乱点集进行分割，将分

割结果图像化，即如图5所示，较粗的直线即为步骤2中RANSAC算法计算得到的宽阔道路所

在直线，将散乱点集分割成左右两个子集，再对两个子集分别进行步骤3处理，作进一步分

割，比较图5与图2可知，分割结果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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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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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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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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