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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规则约束下的三维点云道路设施语义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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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维场景的语义标注研究是机器视觉、摄影测量以及机器学习等领域的热门研究课题． 但基于移动激

光扫描数据的道路设施精确解释仍处于瓶颈期． 提出一种基于逻辑关系和功能性对道路设施进行语义标注的新

方法，先总结制定道路设施相关的特征符号和规则，再根据所定义的规则功能对点云数据进行语义标注． 基于该

方法对国内某中等城市道路点云数据进行了相当详尽的解释，正确提取了 93%的杆状物体，并全部正确识别． 对

于杆状物体的附件( 如灯头、交通标志等) ，基本正确识别且有效标记． 与改进的 ＲANSAC 算法相比，该方法提供

了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有助于在城市环境中自动绘制详细的道路设施．
［关键词］ 道路设施解译，路灯，交通标志，移动激光扫描，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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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Point Cloud Ｒoad Facilities Semantic Labeling
Constrained by Functional Ｒ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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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3D scene labeling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reform of machine learning，photogrammerty，computer
vision，etc． Ｒoad facility semantic labelling is vital for large scale mapping and autonomous driving systems．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method for semantic tagging of road facilities based on logical relationships and functionality． We first
summarize the relevant feature symbols and rules for road facilities，and then we semantically tag the point cloud data
according to the defined rules． Based on the method proposed by us，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road point cloud data in a
medium-sized city in China is conducted． 93% of rod-shaped objects are correctly extracted and correctly identified． For
attachments to rod-shaped objects( such as lamp heads，traffic signs，etc．) ，they are basically correctly identified and effec-
tively marked． Compared with the improved ＲANSAC algorithm，our framework provides a more promising solution to auto-
matically map road furniture at a detailed level in urban environments．
Key words: road facility interpretation，street lights，traffic sign，mobile laser scanning，point cloud

随着无人驾驶、三维数字地图等技术的蓬勃发展，三维场景语义分析的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 其中道

路设施的语义解译是备受关注的研究问题，对道路安全和大规模测绘具有重要意义． 顾名思义，道路设施

是道路上安装的交通标志和交通灯等实体． 交通设施的分布对道路安全具有很大的影响． 在我国，交通部

门制定了道路基础设施等相关管理条例，以减少交通事故． 道路设施作为道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

规模测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可以为自动驾驶系统提供辅助服务． 尽管对

于道路设施语义标注的研究络绎不绝，但更多的仍然是在没有较多细节信息的情况下对目标层次的道路

设施进行语义标注． 二维图像中的道路设施解释研究已相当成熟，但这些 2D 标记的道路设施部件不够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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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无法通过密集匹配生成道路设施的 3D 图． 目前在测绘道路基础设施方面的工作仍依赖于视觉解释和

手工标记，相当耗时． 因此，全自动的道路设施解译算法的研究迫在眉睫．
对基于三维点云数据的道路设施识别，专家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而在功能组件层面上对道路

设施的解译算法研究却很少，即根据功能性对道路设施进行语义标注．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功能性规则

和特征对道路设施进行语义标注的方法． 图 1 所示为通过使用本文的算法语义标注的道路设施实例．

图 1 道路设施语义标注实例

Fig. 1 Ｒoad furniture interpretation

1 相关工作概述

基于模型驱动的方法是基于移动激光扫描( mobile laser scanning，MLS) 数据对道路物体进行处理的一种

尝试，通过参数模型以局部或全局特征( 如空间位置和方向量) 评估点，从而进行分类识别． Vosselman 等［1］综

述了点云中用于识别结构的几种技术． Fischler 等［2］引入一种相当经典的算法－ＲANSAC ( random sample
consensus) ，该方法是模型拟合的最新技术，许多后续的成果都继承了这种初始算法，对点云数据中的异常值

甚至具有高度的鲁棒性［3－4］． Pu 等［5］提出了基于 percentile 函数的方法，从道路动态管理研究的 MLS 数据中

识别杆状结构． 与 Pu 类似，Ｒiveiro［6］和 Li［7］等采用形状信息来识别交通标志，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上反射信息

进行优化． 然而，这两种方法不能检测和识别道路设施间的连接部位． El-Halawany［8］和 Elberink［9］等使用移

动激光扫描数据中的面片特征来检测物体． Cabo［10］和 Yang［11］等提出基于体素及超体素的算法，通过使用相

似的圆柱模型掩模从 MLS 数据中检测街道设施． 基于模型的方法具有纯粹的数学原理，处理异常快速而稳

健，但路灯杆等杆状设施往往连接着很多附件，这使得该方法难以进行有效的检测．
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学者热衷于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 Golovinskiy 等［12］提出了一种基

于形状的方法，通过使用最小割算法来识别城市环境中的三维点云． Yu 等［13］提出了一种利用归一化分割

算法从 MLS 点云中提取路灯杆的方法． Munoz 等［14］采用 MaxMargin 马尔可夫网络( M3N) 将城市场景分为

五类． Ｒoss 等［15］利用信息传递算法来学习和预测点云的标签． Xiong 等［16提出了一个序列预测器来进行

三维场景分析． Velizhev 等［17］提出了一种基于隐式形状模型( implicit shape model，ISM) 的自动定位和识

别汽车和路灯杆的方法． 文献［18－25］探讨了一种从 MLS 数据中检测和分类杆状公路设施的方法，利用

杆状物体的形状特征及其周围的杆状物体的分布，采用结合已定义特征的支持向量机，对城市场景的点云

数据进行分类． Tombari 等［26］则提出了一种基于最优特征的方法，利用随机森林将城市环境物体分为不同

类别． Song 等［27］结合局部描述符和全局描述符来自动识别杆状道路基础设施，其对渲染视图生成的特征

进行训练，并使用 SVM 对 3D 对象进行预测． Wu 等［28］开发的 3D ShapeNets 通过使用卷积神经网络来区

分点云中的物体，与其他方法相比，该算法不需要手工处理的特征． Vosselman［29］介绍了一种三维卷积神

经网络( ConvNets) 来检测 ＲGB-D 图像中的物体．
基于点云道路设施识别的研究已相对成熟，且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但其仍然存在不足． 例如，场景中

相邻目标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交错和重叠，易导致分割不足( 多个目标聚类为一个簇) ，从而影响目标识别

的精度; 在实际场景中，同类目标之间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异( 如尺寸、纹理、空间拓扑结构等) ，而不同类目标

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 另外，相邻目标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遮挡，导致同类目标之间存在着不同程

度的数据完整性问题; 机器学习等方法需要大量的训练样本，相当耗时费力． 本文重点解译由路灯、交通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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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和相关标志组成的杆状道路设施，对道路设施的语义标注更为详细，且省时省力．

2 方法

本文主要根据功能性规则对道路设施分配有意义的标签． 首先，通过提取杆和分离附在杆上的附件

对杆状物体进行分割，区分不同类型道路设施部件的功能，制定道路设施识别的通用规则，然后对道路设

施进行语义标注．
2．1 道路设施特征符号

本文采用文献［13］的算法进行数据分割处理，获得输入数据，利用 6 个判别特征区分杆状物体及其附件:

相对位置: 该特征描述了杆状物体和相应附件之间的拓扑关系，分为底部、中间和顶部． 其计算是基

于连接杆的最高点之上或连接杆最低点之下的连接的百分比． 若超过杆的最高位置的附件比例高于预定

义的阈值，则附件将被定义为位于杆的顶部． 若该附件的最低位置接近或低于杆的最低位置，则附件将被

定义为位于该杆的底部． 否则，相对位置被设置为中间． 该功能旨在滤掉杆底部的附件，如地面点．
相对高度: 该特征是附件和连接的杆之间的相对高度． 相对高度是附件的最低高度减去其连接杆的

最低高度． 根据城市道路交通设计规范对于杆状物体高度的规定，附件的最低高度可反映此附件的功能

性，对于判断杆状物体的属性是有价值的．
相对角度: 该特征描述了附件的法线与对应杆的主要方向之间的角度，主要用于区分附加标志和其他组件．
尺寸: 此特征针对平面附件，是附件在投影到其法线方向之后凹形的面积，用于区分不同类型的交通

功能标志．
高度与长度之比: 高度与长度之比给出了附件高度与水平面最大变化之间的比例，该特征用以区分路

牌和其他标志．
几何结构: 该特征表明附件的几何维度是线性的、平面的和分散的，用于描述附件的几何形状，有助于

识别诸如交通标志的平面部件． 本文使用文献［31］描述的几何特征进行定义:

f1D =
λ1－λ2

λ3
， f2D =

λ2－λ3

λ2
， f3D =

λ3

λ1
; ( 1)

PG =argmaxd∈［1，3］( fdD ) ． ( 2)

式中，f1D、f2D、f3D分别表示附着物的线性、平面或散射结构; λ1、λ2、λ3∈Ｒ( λ1≥λ2≥λ3 ) ，是与附件点协方差矩

阵特征向量的正交系对应的 3 个特征值，这 3 个特征值是针对每个附件计算的; PG 是附件的几何结构．
2．2 规则和功能的制定

本文将街道设施附件分为 5 类: 路灯、交通标志、路牌( 方向标) 、交通信息标志和交通信号灯． 这些附

件的实例如表 1 所示．
表 1 附件的实例

Table 1 Examples of attached components

路灯 交通标志 路牌 交通信息标志 交通信号灯

为了识别道路设施的组成部分，本文采用基于交通法规的通用规则进行表示，根据《城市道路交通设

施设计规范 GB 50688－2011》，区分杆状物体与其附件之间的拓扑关系． 杆和附件之间的连通性取决于其

间的最小距离，若小于阈值，则认为已连接． 以下规则的定义，为道路设施的每个组件分配一个语义标签．
一般情况下，道路设施的组件连接杆分为垂直杆和水平杆，而这两种杆的设计规则和功能性也有区

别，故而本文对其规则和功能的制定分类讨论．
与垂直杆相连的路灯( Ｒ1 ) : 相对高度大于阈值 Hsl，且在该杆顶部，则该组件将是路灯． Hsl是识别路灯

头的判别特征的阈值，GB 50688－2011 规定城市道路的路灯应高于 4．5 m，在该算法中设置阈值 Hsl为 4．5．
与垂直杆相连的交通标志( Ｒ2 ) : 若有一个组件连接到一个垂直杆，且不在其底部，相对角度为 90°，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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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小于 Ats，比例( 高度对长度) 接近于 1，高度和长度之比大于 Ｒ ts，则该部件就是交通标志． GB 50688－
2011 中规定主干道交通标志大小为 1．5 m×0．45 m，次干道为 1．2 m×0．36 m．

与垂直杆相连的路牌 /方向标志( Ｒ3 ) : 组件面积小于 Ass，比例小于 Ｒss，其余与交通标志相同． 大小比

例用于区分路牌与其他交通标志．
与垂直杆相连的交通信息标志( Ｒ4 ) : 组件面积大于 max( Ats，Ass ) ，且无大小比率之外的限制，条件与

交通标志相同．
与垂直杆相连的交通信号灯( Ｒ5 ) : 若一个组件与垂直杆相连，且不是平面的( 特征值 λ 不满足 λ0≥

λ1≈λ2 ) ，相对高度小于 Hsl，则该组件为红绿灯．
与水平杆相连的路牌 /方向标志( Ｒ6 ) : 路牌或方向标志的特征是相对角度是垂直的，其面积小于 Ats，

高度与长度之比小于 Ｒss，大于 Ｒ ts ．
与水平杆相连的交通信息标志( Ｒ7) : 组件面积大于 max( Ats，Ass ) ，且无尺寸比的限制，条件与路牌相同．
与水平杆相连的交通信号灯( Ｒ8 ) : 若一个组件与水平杆相连，且不是平面的( 特征值 λ 不满足 λ0≥

λ1≈λ2 ) ，则组件应为红绿灯．
2．3 语义标注

根据上节所定义的规则，对道路设施的各个组件进行语义标注． 基于点云的定位算法可有效地检测

到杆状物体． 分析附件与杆之间的连接关系，根据连接关系，可以找到杆状物体的附件，通过所生成的特

征拟合预定义的规则给附件赋予标签． 图 2 为复杂的道路设施语义标注的示意图．

图 2 复杂道路设施语义标注示意图

Fig. 2 Interpretation of complex road furniture

3 实验结果

3．1 实验数据

为了评估本文方法的性能，与改进的随机采样一致性算法［3］进行比较． 所采用的数据集位于国内某

中等城市． 数据采集系统是 Optech LYNX，它包括两个安装在移动车辆后部的激光扫描仪． 该数据集包括

不同类型的道路设施: 覆盖约 1．25 km2 的主干道街景，以及约 0．43 km2 的次干道道路景观． 数据集中主干

道的点密度高而均匀，相邻点之间的距离 x 方向为 0．02 m，y 方向为 0．03 m． 数据集中次干道的点密度低

且不均匀，沿着扫描线方向的点密度远高于垂直于扫描线方向的点密度( 如图 3 所示) ．
3．2 结果

选择一定比例的杆状道路设施进行训练，通过随机森林分类器［28］得到分类的真实值． 根据训练数据

集中最高的 F1 值( 统计学中用来衡量分类模型精度的一种指标，同时兼顾准确率和召回率) ，自动获得最

有利的参数组合． 训练过程旨在调整对本文定义的规则做出反应的敏感参数． 图 4 为通过分类器进行训

练的正负训练样本，这些参数是附件的相对高度和附件的反射值． 在主干道数据集中，高度阈值和反射率

阈值被设置为 2．4 m 和 65． 在次干道数据集中，高度阈值和反射率阈值被设置为 3．4 m 和－4． 本文算法中

道路设施语义标注的结果如图 5( a) 所示，改进的随机采样一致性算法的结果如图 5( b) 所示． 白色组件表

示无法识别的组件或无意义的组件，例如地面点和非交通功能附件．
主干道正确标注的道路设施示例如图 6 所示，可正确识别路灯杆、路灯、交通标志、路牌和交通灯，并

根据这些道路设施的特征进行详细的标注． 图 7 显示了数据集中次干道一些正确的道路设施标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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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主干道与次干道相应数据比较

Fig. 3 Data comparison betwe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roads
图 4 以路灯为例的训练样本

Fig. 4 A training sample for street lamps

图 5 本文方法与改进的随机采样一致性算法道路设施的解译比较

Fig. 5 Ｒesult comparison on road scene

图 6 主干道标注示例

Fig. 6 Annotation example of trunk road data
图 7 次干道标注示例

Fig. 7 Annotation example of secondary road data

3．3 分析

为评估本文所提出的城市物体检测方法的性能，将实验数据集中语义标记的道路设施与手动标记的

道路设施进行比较． 表 2 列出了该数据集中道路设施和城市对象语义标记的准确率和召回值． 所提出的

方法在提取路灯、交通灯、交通标志牌、树木、围栏及汽车等道路设施和城市物体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总体准确率达到 93．3%．
将本文方法与改进的随机采样一致性算法在主干道设施的语义标注上进行定量比较，相关精度、召回

率和计算成本如表 3 所示．
与改进的随机采样一致性算法相比，本文方法具有更好的道路设施语义标记精度、召回率和总体准确

度，且在计算效率方面有显著提高．
表 2 本文方法在语义标注上的精度、召回率和总体准确度

Table 2 Quantitative results of our method

对象 路灯 交通灯 交通标志牌 树木 围栏 汽车 分类总量 准确率 /% 召回率 /%
路灯 186 0 2 9 0 0 197 94．4 93．9

交通灯 2 157 2 5 0 0 166 94．6 95．2
交通牌 2 1 227 3 0 0 233 97．4 98．3

树木 148 56 50 2 583 0 0 2 837 91．0 91．0
围栏 1 0 0 0 43 2 46 93．5 95．6
汽车 0 0 0 0 15 294 309 94．2 92．2
总量 339 314 281 2 600 58 296 4 177 Overall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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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本文方法与改进的随机采样一致性算法的性能比较

Table 3 Performanc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roposed method and others

改进的随机采样一致性算法

准确度 /% 召回率 /%

本文方法

准确度 /% 召回率 /%

路灯 90．6 91．4 94．4 93．9
交通信号灯 89．2 90．2 94．6 95．2
交通标志牌 86．3 84．2 97．4 98．3
总体精度 /% 87．8 93．3

运行时间 /min 478 243

4 结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功能性规则约束下的从道路设施的 MLS 点云进行语义标记的方法，该方法根据所制

定的规则进行语义约束，减少局部特征描述子的计算，从而大大降低了计算成本． 根据道路设施的显著性

和城市对象的类型定义了目标对象的集合规则，形成了几种常见道路设施( 如路灯、交通信号灯和交通标

志牌) 的语义知识的形式化表示，对城市物体进行了良好的语义标记． 实验表明，本文方法大大提高了时

间效率和道路设施语义标记的鲁棒性，总体精度大于 93%．
本文方法根据功能性规则，通过道路设施显著性提取目标对象，从而可靠地标记局部区域中的多个混

合对象． 但在标记更复杂的城市物体，如具有非结构化部分( 如自由形状表面) 和立交桥等建筑物方面，仍

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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