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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底板 2.工作台 3.支承套 4.物镜 5.调焦机构 6.升降机构 7.立柱 8.三目镜组

9.双目镜筒 10.目镜 11.落射器 12.灯箱 13.电源箱（6V30W） 14.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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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 工作距离

cm

视野

μm

景深

μm

最小间隙

μm

Z轴测量

精度μm

XY轴测量

精度μm

电子倍率

X

5X 4 1500*820 924 0.363 ±8 ±7 250

10X 3.5 730*410 323 0.091 ±2 ±1 500

20X 1.8 369*207 61.1 0.024 ±0.5 ±0.25 1000

50X 1.5 146*83 11 无 无 ±0.05 2500

校准以及扫描经验分享：

校准5X物镜用1和1.8高度块组合，相差0.8cm也就是800μm，自定义扫描更加

精准。

校准10X物镜也可以用1和1.04高度组合，相差40μm，440X镜头已经适应自动

扫描。

校准20x物镜，用1和1.04高度组合，相差40μm，适应自动扫描。

校准50X只能校准平面测量，用千分尺进行校准。50X镜头不支持高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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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X镜头去测量800μm的高度差

10X镜头去测量40μm的高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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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镜头去测量40μm的高度差

偏光装置：

1检偏器 2起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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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2组合使用可以产生偏光效果，偏振光观察主要用于鉴别具有双折射特性的物质。观察时

将检偏器拉杆1与起偏器2推入光路中，通过旋转起偏器转盘，可使起偏镜与检偏镜正交，此时视

场最暗实。1和2都拔出来是普通光。

偏光装置可以理解成一种光学滤波器，主要作用是把入射光变成线偏振光出射，通常一道自

然光通过后改变其偏振态会变成椭圆或圆偏振。在偏振光通过此检偏器时旋转检偏器，可以改变

光的功率密度，使横波能够朝着不同方向振荡，凡具有双折射的物质，在偏光显微镜下就能分辨

的清楚。

偏光装置举例：

我们对7微米大小的金刚石粉末去进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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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光

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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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阑：

检查照明光路视场光阑的对中性

(1)将 10倍物镜转入光路。

(2)按图示方向转动视场光阑拨盘1，使视场光阑调至最小。此时可在视场内

观察到如图所示的光斑像。

(3)如果孔径偏离视场中心，可以用附配的内六角扳手插入2和2对面那个相

同的孔，（2里面有内六角孔）用内六角螺丝刀去转2和2对面的孔去修正孔径偏

离现象，使光孔处于视场中心即调整成功。出厂已经调节完毕不需要刻意去调。

本仪器的孔径光阑(3)，孔径光阑的中心已在出厂前调整好，使用过程上不需

要调整中心。使用低倍物镜时需要将孔径光阑开大一些，使用高倍物镜时需要将孔

径光阑关小一些。

孔径光阑的大小与物镜的放大倍率（数值孔径）的关系相反。因为倍率越大

视野会越暗，倍率越大视野越小，所以物镜数值孔径小，孔径光阑应调大，反之

调小。改变视野的亮度不能通过调节孔径光阑的大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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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色片：

滤光本仪器滤色片安装在滤色片转盘的调整的圆槽内，有黄、绿、蓝、磨砂

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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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滤色片要学会和偏光装置配合使用，有时候还需要去配合设置软件里面

的自动曝光和白平衡才能出效果。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实践才可以拍出美丽的照片。

我们再次对金刚石粉末进行偏光+滤光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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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台操作:
工作台的纵向(Y向)与横向（X向）移动可通过同轴的纵向手轮2和横向移动手

轮1现。如图所示。将需要观察的样品放置在3工作台上。调节工作台纵、横向移

动手轮2与1使被观察区域位于物镜正下方，以便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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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距调节：

粗微动调焦装置的调整动与微动同轴调节机构，附加粗动松紧本仪器采用粗

调节装置。粗动调焦由位于架身两侧的粗动手轮2实现，微动调焦由同轴的微动

调焦手轮1实现，顺时针粗动或微动手轮使物镜下降，反之则使物镜上升。手轮

的最小格值是 1.0μm。见图旋转微动。调焦时通常从低倍到高倍去用镜头，这

样更容易找到物体，先粗调节（2）当观察到样品图像时，再精细调节（1），调

节时候注意镜头不要碰到样品会碰坏镜头，一定需要注意。

粗动调焦手轮的松紧程度，在仪器在出厂之前已经预设到一个适中的位置。

如果需要调节其松紧，可以旋转松紧调节手轮3，逆时针旋转可以使粗动手轮旋

转时变轻，反之则使粗动手轮旋转时加重。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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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位置装置：

1是一个金属环，2是环上面的螺丝，固定这个螺丝可以对镜头限位，限位起到保护镜头作用

不会让镜头触碰到样品导致镜头损坏。

3是固定镜头位置的螺丝，这个螺丝非常重要，当我们要获取不同工作距离就需要去重新固定

这个螺丝（3），方法，一只手扶住整个镜头，另一只手去拧松3，去寻找合适的距离再拧紧3。

工作距离为什么要去调节？因为不同的样品厚度会不一样，如果调焦距行程不够就需要去拧

松3去重新固定镜头。

固定镜头一定要小心操作，小心固定，请勿急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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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瞳距：

调整瞳距可以消除视差，使镜筒间距与您的瞳距一致，观察更加舒适、清晰。

摄影摄像装置的操作：

本仪器采用推拉切换目视观察与摄影摄像观察。摄影杆推进去目镜成像，摄影杆拔出来屏幕

成像。

所以在屏幕观察时候这根摄影杆子一定是拔出来的状态，推进去之后用肉眼在目镜里面观察，

此时屏幕将呈现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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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泡更换：

本仪器采用6V30W卤素灯作为光源，灯箱采用翻盖式结构，可以快捷的更换灯

泡与调整灯泡位置。更换灯泡时一定要认准仪器所使用灯泡的规格，以免出现电

器故障。当出现灯泡损坏需要更换时，可以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关闭仪器电源开关1，并拔掉电源箱电源线插头。

(2)等待 30分钟以上，直到灯箱周围与灯泡已足够冷却。

(3)按图示方向打开灯箱后盖。取出已损坏灯泡2，更换新灯泡。

(4)连接电源插头，开启电源开关，检验灯泡安装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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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灯泡中心的检验与调节。方法如下,因为更换了灯泡，灯泡和之前的有些许不

同可能就会照明不居中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调节灯泡的XY轴方向，如下图，

这两个旋钮可以去转动，下图这2个旋钮都去转动。先去找一个容易观察的样品

去聚焦清晰，然后去观察屏幕是否照明是均匀的，照明不均匀就是有些地方暗有

些地方亮倾斜的感觉出现这个情况就调节这两个旋钮，调节到照明均匀状态即调

节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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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机到关机完整步骤演示：

电脑开机按钮 光源开关和灯泡亮度调节 双击打开桌面的软件

用2.5X镜头去观察一个样品 调焦距，先粗调再细调 再切换到20X物镜

再调节一下焦距聚焦清晰 软件里面点手动聚焦 曝光自动曝光

白平衡点自动 如果屏幕闪就把光源调暗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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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观察的样品分为底高两个面，假如左边低右边高这样一个物体，我把它

理解成上下两个对焦面。

必须在手动对焦状态下先把对焦值调到左边一些，不要完全左边要腾出一点空间，

（因为对焦值完全靠左就没有扫描焦距空间了），这个时候再去调节焦距手轮，

让下聚面聚焦清晰。

下焦面清晰之后再将对焦值往右边拖动，看一下能否看到上焦面，能看到上焦面

说明整个焦距行程就能覆盖住，说明就是可以的，记得还是要腾出一点空间哦，

不能完全靠右最尽头。如果对焦值往右边拖动行程都覆盖不住下焦面和上焦面，

说明镜头倍率就高了，降低一个倍率再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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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 工作距离

cm

视野

μm

景深

μm

最小间隙

μm

Z轴测量

精度μm

XY轴测量

精度μm

电子倍率

X

2.5X 2 2813*1580 3437 1.352 ±10 ±8 125

5X 4 1500*820 924 0.363 ±8 ±7 250

10X 3.5 730*410 323 0.091 ±2 ±1 500

20X 1.8 369*207 61.1 0.024 ±0.5 ±0.25 1000

50X 1.5 146*83 11 无 无 ±0.05 2500
我们从新来看这张对照表，也就是说当用20X物镜的时候它的有效景深是

61.1微米，超过了这个景深就会扫描不到。解决方法就是降低倍率，但是降低倍

率也意味着降低了Z轴的精准度。

对焦值调好了，在下上焦面能覆盖住的情况下，3D采样区域直接拉满。

准备就可以点EDF&3D扫描了。

点EDF&3D扫描之前这里也要选一下，假如镜头用的是20X这里就选20，镜头用的

是10X这里就选10，要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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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开始，不用去调焦距了，因为刚才设置对焦值的时候就已经将样品覆盖在

对焦行程范围内了，扫描是自动的。再点关闭对话框。

需要人为主观去判断一下，点一个你认为的最高点和最小的数字，我为什么

不直接点0呢，因为0有些靠下了，靠下意味着在镜头的边缘有可能出现畸变，所

以尽量点比较居中的小一些的数字。

点小数字，不要点大数字，因为小数字才是样品的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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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生成出了3D模型，怎么获取Z轴数据呢？点3D轮廓。

鼠标在画面框里面去取点就可以得到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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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机界面

双击 Smart Software开启相机软件，软件开启界面如图 1- 1所示

图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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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窗口组成

Smart Software主界面由“标题栏”、“菜单栏”、“预览窗口”、“数据栏”和“图片栏”组

成，如图 2-1所示。

图 2- 1

2.1 标题栏

软件功能模块在标题栏中显示，分别为“拍摄”、“处理”、“校准”、“测量”、“自动测量”、

“3D测量”、“温度监控”、“显示”、“配置”和“信息”。

点击标题栏中的任一图示，都会切换至对应显示界面，菜单栏。

2.2 菜单栏

当切换功能模块时，模块下支持的所有功能在菜单栏中显示，如图 2- 2 所示。点击 展

开子模块，显示详细信息。点击 隐藏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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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

2.3 预览窗口

预览窗口在拍摄模块下显示相机实时画面，在处理模块下显示当前编辑图片。预览窗口支

持实时缩放，用户可依据实际需求，通过鼠标滚轮放大或者缩小预览窗口画面。

2.4 数据栏

数据栏在校准模块下显示显示已添加的校准尺，在测量模块下，数据栏包含两个表格，测

量表和计数表。

2.5 图片栏

右侧图片栏显示所有保存的图像，录像，以及其他路径打开的图像缩略图，如图 2- 3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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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



纽荷尔3D形状扫描说明书

- 29

3. 拍摄

“拍摄”模块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图像的采集，EDF&3D和文件保存，如图 3- 1所示。

图 3- 1

3.1 主控

主控部分主要提供相机参数接口，包括曝光，对焦，图像调整，直方图等功能。

3.1.1 曝光

设置相机的目标值，曝光时间和增益，显示相机当前实时帧率。如图 3- 2所示。

图 3- 2

 自动曝光：勾选“自动曝光”后，软件根据应用场景和设定的“目标值”将自动调整曝光时

间和增益（最大自动曝光时间 16.666ms）。

 手动曝光：用户根据实际需求手动输入曝光时间，点击确定，也可手动拉动滑块调节曝光

时间（支持的手动曝光时间 1000ms）。

 增益：在手动曝光模式下，用户在使用中可依据实际需求选择，进行图像预览，增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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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亮度提高，同时噪点也会增加（最大可调 72.0）。

3.1.2 对焦

软件提供三种对焦方式，用户可依据实际使用情况选择。

图 3- 3

 显微场景：用户可依据实际使用场景显微镜或非显微镜（镜头）切换对焦模式。

 自动对焦：勾选自动对焦，鼠标点击需要对焦的矩形区域，系统将进行实时的连续自动对

焦。

 单次对焦：勾选单次对焦，鼠标点击需要对焦的矩形区域，系统进行单次对焦，如需多次

对焦，再次点击所需对焦区域即可。

 手动对焦：勾选手动对焦，鼠标移至画面窗口，调节滑轮即实现调焦；也可拖动调焦滑块

进行调焦。

 C口：C 口模式下马达自动找到标准 C口位置。

注意：

1) 对焦对于点光源、图像的过渡区域的结果可能与人眼判断的清晰度有差异，最终的效果不

一定是清晰的。

2) 对焦结束后，电机驱动稳定需要短暂的缓冲时间，预览画面会有轻微清晰变化至稳定的过

程，属正常现象。

3.1.3 图像调整（实时）

用户可以在图像调整界面，根据实时预览效果和实际样本的差距，调节图像伽马值、饱和

度、对比度等值；控制 WDR，设置平场校正背景和选择图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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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伽马：伽马值可以改变画面明暗，增加对比度，数值越大，灰阶越大，亮度越高。

 饱和度：饱和度越高，图像色彩越明亮，色彩越艳丽。

 亮度：亮度越高，画面越明亮。

 对比度：画面中明暗区域最亮的白和最暗的黑之间不同亮度层级的测量，数值越大，对比

越明显。

 锐化度：聚焦模糊边缘，提高图像中某一部位的清晰度，值越大画面棱角越分明，效果越

清晰。

 2D 降噪：通过对一帧图像进行降噪处理，数值越大，降噪效果越明显，画面噪点越少。

 3D 降噪：通过对前后两帧的图像进行对比筛选处理，将噪点位置找出降低增益，数值越

大，效果越好。

 电子放大：用户可依据图像大小需求，通过点击调节拖动滑块实现放大或缩小图像。

 宽动态范围：采用传统图像传感器的摄像机在采集一幅图像的过程中只对整个图像采样一

次，必然会出现对整个图像中明亮的区域过度曝光，或较暗的区域曝光不足的现象。WDR

是采用特殊数字信号处理电路，对明亮部分进行最合适的快门速度曝光，然后再对暗的部

分用最合适的快门速度曝光，然后将两个图像进行处理重新组合，使明亮的部分和暗的部

分可以看得清楚。

用户依据使用需求可切换宽动态范围模式。（WDR 模式下支持最大帧率为 30FPS）

 平场校正向导：理想情况下，当相机对均匀的目标成像时，得到图像中所有像素点的灰度

值理论上应该是相同的。然而，实际上图像中各像素的值往往会有较大差异。平场校正就

是校正传感器芯片上不一致性，可有效降低背景中的噪点。

平场校正步骤

1) 点击【平场校正向导】将背景换至空白区域（放入一张 A4 纸）。

图 3- 4

2) 点击【下一步】移动背景至另一空白区域，点击【确定】完成平场校正。

https://baike.baidu.com/item/CCD%E5%9B%BE%E5%83%8F%E4%BC%A0%E6%84%9F%E5%99%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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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5

3) 点击 取消勾选，退出平场校正，如需再次应用，重新勾选即可，无需再次校正操作。

 图像效果：提供四种图像效果，如所示，默认为原始图像。

图 3- 6

 默认：点击默认按钮，将主控模块的参数恢复至软件设定的出厂值。

3.1.4 白平衡

白平衡通过调整图像红、绿、蓝三个分量的比例关系，还原出图像的真实色彩，用户依据

实际灯光场景使用的情况调节白平衡参数，以获得符合用户所需的图像效果。

图 3- 7

 自动：勾选自动白平衡，软件将根据实际应用光线自动白平衡校准。

 区域：勾选区域，画面中出现绿色矩形框，点击任意位置，以选中的矩形区域为白色基准

进行整幅图的白平衡校正。矩形框可拖动调节大小，最大时与自动白平衡效果一致，以整

个区域作为白色基准进行色彩校正。

 红、绿、蓝增益：手动调整红、绿、蓝通道的增益值，范围 0～1023。

 色温：依据红、绿、蓝增益值获得当前色温值，也可根据实际色温调节匹配，白平衡校准

更准确，范围 2000～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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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平衡操作步骤

1) 视野中放入一张 A4纸或者其他白色样本；

2) 对焦后获取最佳图像效果；

3) 勾选自动白平衡；

4) 参数设置成功后取消勾选自动白平衡；

3.1.5 直方图

在图像获取的过程中，往往拍摄的图像会出现太亮或太暗，这是由于直方图分布不均匀造

成的，分布靠左或右，图像太亮或太暗，都会没有细节，无法还原图像的真实性；这时，需要色

阶调整，即重新定义每个通道中的 R、G、B，然后按比例重新分配其间的像素值。

图 3- 8

 彩色/红/绿/蓝：单击切换至用户所需的直方图(例：切换至红色表示只开启图像红色通道，

绿色和蓝色通道关闭)。

 自动左/右色阶：自动定义每个通道中最亮和最暗的像素作为白和黑，然后按比例重新分

配其间的像素值。

 手动色阶：用户可通过手动输入或拖动色阶滑块，改变左右色阶值。

 注：直方图曲线需要软件做实时数据统计和显示，会占用一些性能，该模块展开时，相机帧

率可能受影响略有下降。

3.2 EDF&3D

景深融合(EDF)是对显微镜头连续变焦时采集的非平面物体的图像序列进行分析，提取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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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里每一帧图像中聚焦相对清晰的区域，然后对这些区域按其位置进行聚焦清晰度竞争、图像

融合，生成一幅新的各区域都清晰的全景深的图像。

图 3- 9

3D建模采用光学成像技术，获取目标物从低到高的每一高度信息，经过快速图像处理与

图像识别算法，从摄取的图像中获取目标物的尺寸、位置、高度等信息，最后还原出目标的三维

图像；

图 3- 10

实时景深融合和 3D建模，设置界面如下图 3- 10所示。

图 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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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基准面校正：用于校正测量平台的倾斜使测量数据更准确；

 最大景深范围：显示 TMETRICS C20 在当前物镜下的最大景深范围（成像清晰的范围距离）；

 最小间隔：马达对焦一步图像 Z 轴方向所动的距离；

 上下焦面：设定 EDF&3D的上焦面位置和下焦面位置；

 上焦面扫描方式：分为自动扫描和自定义扫描；

1) 自动扫描：下焦面固定在 C口位置，上焦面从 C口往上扫描全范围；

2) 自定义扫描：分为拖动和输入两种方式，用户可在 Z 轴尺拖动调节上下焦面位置选择

需要的景深范围进行 EDF&3D；也可在上下焦面输入数值来选择适当的范围。

注：EDF&3D过程为保证上下焦面清晰，合图过程中会往上下焦面扩充一部分。

 图像效果：三种效果可选：高质量，快速模式和自定义;

1) 高质量：3D建模图像精度高，显示物体更多的细节，建议测量高度等数据使用;

2) 快速：3D建模速度快，建议观察物体大体轮廓时使用;

3) 自定义：根据用户设定的 Z 步长或者步数进行 3D建模；

 Z步长：马达在所选范围内以多少步长为间隔跑动，图片数量=所选景深范围/Z步长。

 步数：马达在所选范围内按照最小间隔步长跑动，跑动间隔=所选景深范围/步数。自定义

下，5倍物镜建议步数设置 200左右；10倍物镜建议步数设置 50左右。

 3D 聚焦度窗口：用于形成初始 3D 模型计算清晰度的窗口大小，可以在 3D 合图前有效减

少物体的锯齿信号，数值越大，物体锯齿越少（如果物体表面本身存在较多锯齿，数值太

大会损失物体真实信息），合图速度变慢，反之变多，默认推荐 21；

 3D 滤波窗口：针对初始 3D模型进行滤波，剔除区域的毛刺，数值越大，物体毛刺越少；

反之变多，默认推荐 21。

针对图像效果而言，3D聚焦度窗口和 3D滤波窗口数值越大，3D效果越平滑。

 Z 轴尺:显示当前倍率下 Z 轴的范围，以及设定的上焦面位置和下焦面位置。如图 3- 12 Z

轴尺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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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2 Z轴尺

3.2.1 EDF&3D操作步骤

1) 点击“EDF&3D扫描”，依据提示“下焦面清晰后，请点击【开始扫描】”进行操作。

图 3- 13

图 3- 14

注：某些场景下扫描若未找到下焦面时会提示重新开始

2) 待扫描完成后选择下焦面。

图 3- 15

注：点击取消扫描可关闭数字窗口回到自动对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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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6

图 3- 17

3) 选择点击“EDF”，从选定的下焦面到上焦面完成景深实时融合，生成一张新的图像。

图 3- 18

弹框锁定功能：弹框锁定后，下次弹出位置与上次锁定位置保持一致。注：每个弹框固定

相互独立，可随意调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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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3D基准面校正

在实际显微镜上会遇到基准面与光学成像面不平行的情况，此时 3D建模整体在 Z轴方向

是倾斜状态，3D基准面校正是将此不平行的状态校正为平行状态。

图 3- 19

校正步骤：

图 3- 20

方法一：点击开始校正，按照弹框提示进行操作。

方法二：输入 X和 Y方向清晰角度进行校正。

1) 当前倍率、基准平面校正应用一次后无需重新校正；若更换物镜或基准平面重新校正，点

击重新校正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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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1

2) 为保证测量的精度，3D 基准面校正和 3D Z 轴校准二者校正顺序建议先 3D Z 轴校正再 3D

基准面校正（先后顺序影响较小）。

3.3 文件保存

文件保存包括图片和视频保存设置。

3.3.1 图片

图片保存设置界面如图 3-22所示

图 3- 22

 文件名称：图片默认存储名称。用户依据使用情况，可对文件名称重新编辑命名。

 格式：JPG/TIF/PNG 三种图片格式，支持单选和多选。默认格式为 TIF

 路径：拍摄图片保存的路径，用户可点击“浏览”进行自定义图片保存目录。

3.3.2 录像

视频录制设置界面如图 3-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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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3

 格式：设置录制视频的格式，支持 avi/mp4

 自动停止：当视频录制达到设定的总帧数或者总时间后，录制自动停止；

 总帧数/总时间：用户依据实际需求，选择视频帧数大小和时间长短，默认总帧数、时间

为 10。

 默认：点击默认按钮，可将录像模块的参数恢复到出厂默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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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处理

用户可在“处理”中，对拍摄或保存打开的图像进行一些图像上的参数调整、平滑滤波、

表面检测等。

图 4- 1

4.1 图像调整

调节图像参数，以修正捕获的图像效果。如图 4- 2所示。

 亮度：亮度越高，画面越明亮。

图 4- 2

 伽马：伽马值可以改变画面明暗，增加对比度，数值越大，灰阶越大，亮度越高。

 对比度：画面中明暗区域最亮的白和最暗的黑之间不同亮度层级的测量，数值越大，对比

越明显。

 饱和度：饱和度越高，图像色彩越明亮，色彩越艳丽。

 锐度：聚焦模糊边缘，提高图像中某一部位的清晰度，值越大画面棱角越分明，效果越清

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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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并生成新图像：调节参数完成后，点击应用并生成新图像，系统会自动保存一张调整

好的图片至指定目录，可在图像缩略图中选中。

 默认：点击默认按钮，可将图像调节模块的参数恢复到出厂默认参数。

4.2 二值化

图像二值化就是将图像上的像素点的灰度值设置为 0到 255，也就是将整个图像呈现出明

显的黑白效果的过程。

图 4- 3

 开启二值化：选中开启二值化，图像中只有黑和白两种色彩。再次勾选或点击取消，关闭

二值化。

 阈值：调节不同的阈值，图像中黑白部分的比例会发生变化。

 应用：二值化调整完成后，点击应用生效。

4.3 直方图

图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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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通过直方图，手动调节色阶滑块对红、绿、蓝直方图色阶进行调整，也可点击“自

动”，软件自动调节直方图色阶；调整后，点击应用生效。

4.4 图像平滑

点击开启图像平滑，对图像进行“高斯模糊”、“盒式滤波”、“中值滤波”处理，用户可依据实

际效果拉动滑块调节平滑半径大小，完成后，点击应用，原图像变为平滑处理后的图像。点击默认，平

滑半径恢复为 2；不勾选或点击取消即关闭图像平滑。

图 4- 5

4.5 滤色/提色/反色

用户可依据实际需求，对选择的图像进行“滤色”、“提色”、“反色”处理。

图 4- 6

 滤色：对选取的颜色，进行过滤，处理后的图像颜色组成中不含选取的颜色。

 提色：与滤色相反，对选取的颜色进行提取，处理后的图像颜色中只含有选取的颜色。

 反色：反色也称为补色，即一个颜色加上其补色表现为白色，点击反色，对选取颜色作反

色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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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点击应用，处理后的图像生效。

4.6 图像表面检测

表面检测提供两种检测方式：“均匀检测”和“划伤检测”。

图 4- 7

4.6.1 均匀检测

图 4- 8

均匀检测，自动生成检测结果，如图 4- 8所示。图像中的线条、亮点表示不均匀的部分，

图像中 5个检测窗口大小 200pixel×200pixel，第一个数字表示窗口内地亮点占窗口大小比例

=亮点像素数
，第二个数表示窗口内亮点像素数。用户可根据使用需求设定滤波系数和阈值大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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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检测不同范围的均匀性。

4.6.2 划伤检测

勾选划伤检测，自动检测生成结果。如图 4- 9中红色线条即为检测出的划痕。用户可根

据使用需要调节阈值上下限和最小区域阈值设定检测不同长度大小的划痕。

图 4- 9

4.6.3 导出报告

用户可选择导出表面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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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校准

用于 2D、3D测量前的校准标定，使测量的结果更为准确接近测量物体的真实值。

5.1 校准尺

用于二维 xy坐标的校准，软件支持“手动绘制”和“贴边绘制”，相机接上显微镜时，使

用微分尺进行校准。

图 5- 1

“手动绘制”操作步骤：

图 5- 2 测微尺单位间隔 0.1mm

1) 先画线：点击绘制，在微分尺一刻度两侧点击，结束后自动标注出微分尺一刻度对应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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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数；

2) 再标定：手动输入标定微分尺一刻度值 0.1mm，进行应用和保存；

“贴边绘制”操作步骤：

1) 先画线：勾选贴边绘制，绘制矩形框去贴近一条边，双击结束，同样方法，继续绘制矩形框

贴近另一条边，双击结束，自动标注出标准块宽度对应的像素数。

2) 再标定：手动输入校准标块的值，进行应用和保存。

图 5- 3

注意：

1) 软件提供一个 default校准尺——单位为 pixel。

2) 应用校准尺后进行变倍需要重新校准，一个物镜对应一个校准尺。

5.2 3D Z 轴校准

在进行 3D测量时需要对 Z轴进行校准，软件提供默认参数和自定义校准两种方式供用户

选择，当用户未进行校准时，使用系统默认校准参数。自定义校准后会覆盖默认参数。

校准：同 2D校准尺原理一致，使用已知物体的高度进行标定，得到整个景深范围的高度

表。

Z轴校准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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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确认倍率与物镜一致（保证校准时倍率与物镜倍率一致）

2) 放入标准块（使用配件 0.5mm水平平行放置）

3) 输入标准块规高度值（输入 500um）

4) 在图像中绘制低平面矩形区域（如图绘制左边/右边矩形区域）

5) 在图像中绘制高平面区域（如图绘制右边/左边矩形区域）

图 5- 4

6) 点击开始校准，等待校准完成，完成后校准数据自动保存应用；重新校准将覆盖上次校准

数据。

注意：

1) 校准时，应保证高低区域能对焦清楚；

2) 当前倍率校正完成后已生成数据存储，下次直接选择使用即可；再次校准后覆盖数据重新

存储；

3) 默认的校准尺为出厂配置不可删除，可进行重新校正覆盖默认数据。

5.3 校准尺属性

Smart Software允许用户根据实际需求调节图像的比例尺属性。设置窗口如图 5-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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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5

 显示校准尺：控制校准尺显示与否，默认不显示。

 名称：支持输入文本编辑校准尺名称，默认为保存时的名称。

 长度：设置校准尺显示的长度。

 颜色：设置校准尺显示颜色，可点击 弹出调色板自定义颜色显示。默认为红色。

 宽度：校准尺的线条宽度，可调节范围为 1～5，默认设为 2。

 文本颜色：校准尺名称的字体颜色，可点击 弹出调色板自定义颜色显示。

 文本字体：校准尺名称的字体类型，点击 弹出字体选择窗口，可对字体的类型和大小

进行调节。

 边框颜色：校准尺边框的字体颜色，可点击 弹出调色板自定义颜色显示。

 边框宽度：校准尺边框的宽度，可调节范围 1～5，默认为 1。

 透明背景：将校准尺背景设置为透明色，默认勾选是。

 背景颜色：校准尺背景设置颜色，点击 弹出调色板自定义颜色显示。

 默认：点击默认按钮，可将该模块的参数恢复到出厂默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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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测量

用户可在“测量”下对样本进行测量，获取样本数据。

图 6- 1

6.1 测量工具

图 6- 2

 直线：单击选中起始点，再次单击选中结束点，绘制完成。数据可勾选显示长度、斜

率、角度，用以测量两点间的距离。

 H型直线：同绘制直线操作一样，单击选中起始点，再次单击选中结束点，绘制完成。

数据可勾选显示长度、斜率、角度，用以测量两点间的距离。

 3点线：单击选择起始点，再次单击选择结束点，拖动鼠标单击完成绘制。数据可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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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显示长度、斜率、角度，用以测量两点间的距离。

 多点线：单击选择起始点，可在一条直线上连续绘制多条线段，双击结束绘制。数据

可勾选显示长度，用以测量同一线段上多段的距离。

 平行线：单击选中起始点，再次单击选中结束点，绘制一条直线；再次单击绘制其平

行线，双击结束绘制。数据可勾选显示平行线距离。

 垂线：：单击选中起始点，再次单击选中结束点，绘制一条直线；再次单击绘制其垂

线，双击结束绘制。数据可勾选显示垂线长度。

 折线：单击选中起始点，再次单击选择折点，双击结束绘制。数据可勾选显示折线长

度。

 矩形：单击选择起始点，单击选择结束点。数据可勾选显示矩形宽度、高度、周长、

面积。

 多边形：单击多次绘制多边形，双击结束绘制。数据可勾选显示周长、面积。

 椭圆：单击选择起始端点，再次单击选择结束端点。数据可勾选显示周长、面积、长

轴、短轴、离心率。

 半径圆：单击选择圆心，再单击选择半径，结束绘制。数据可勾选显示周长、面积、

半径。

 直径圆：两次单击绘制直径，数据可勾选显示周长、面积、半径。

 三点圆：三次单击选择点绘制圆，数据可勾选显示周长、 面积、半径。

 同心圆：单击两次绘制半径圆，再次单击绘制其同心圆，双击结束。数据可勾选显示

半径。

 四点双圆：单击选择圆心，再次单击绘制半径圆，再单击选择圆心，单击选择半径，

绘制结束。数据可勾选显示两圆距离。

 六点双圆：三次单击绘制第一个圆，再三次单击绘制第二个圆。数据可勾选显示两圆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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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弧：三次单击绘制圆弧，数据可勾选显示周长、半径、角度。

 三点角度：两条相连线段夹角，三次单击完成绘制，数据可勾选显示角度。

 四点角度：两条线段所成角度，四次单击完成两条线段绘制，数据可勾选显示角度。

 点：单击完成绘制，无数据显示。

 箭头：单击选择起始端点，再单击选择结束端点，无数据显示。

 文本：单击完成添加，可输入文本信息。

 选择：选择鼠标显示方式，“箭头”可拖动图像，“手指”可拖动数据。

 删除：点击删除，选中需要删除的测量，单击完成删除。

 返回：对删除的测量进行返回处理，还原删除的测量。每单击一次，还原删除测量一

次。

 删除全部：点击删除全部后，依据提示是否确定删除所有测量，选择是或否。

 合并测量：保存图片时将把绘制的测量图形融合至图像中，默认为开启状态，仅在静

态手动测量下支持该功能，动态手动测量下不支持。

注意：

所有绘制的测量图形信息都会保存在测量表中，点击“导出到 Excel表”，“导出到 TXT文

档”即可导出保存数据，点击“复制”可将整张表格复制到 Excel表中粘贴。

6.2 图层

创建多个图层，有利于在大量的测量中处理，用户可以在不同的图层中进行不同需求的测

量，自定义每一图层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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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3

 当前：勾选表示正在使用的图层；

 可见：勾选后图层信息显示在图片上；

 新建：点击创建一个新的图层，可以自定义新的图层名字，默认图层命名为“图层 01”“图层

02”“图层 03” ...

 删除：点击删除选中的图层；

 重命名：点击重命名选中的图层名称；

6.3 测量流

Smart Software的测量流功能，用于实现半自动快速测量，可批量快速检测一些器件或零

件的合格率，设置界面如图 6- 4所示。

图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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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

1) 打开一张已拍摄的标准器件图或标准器件放置准确清晰位置；

2) 点击“开启建立测量流模板”，用户依据实际需要测量检验的项目，通过“测量工具”创建

“公差”“标准”。创建完成后对测量流模板进行重命名，点击“保存”，预览画面将弹出“保

存成功”，提示测量流模板保存成功；

3) 选择需要检测的器件零件图打开或一待测器件放置准确清晰位置，点击“开始应用测量流

模板”，选择保存的模板，点击“运行”进行测量检验，按照模板顺序对应开始测量，直至

最后一项检测完成；

图 6- 5

4) 完成所有测量后，预览窗口会弹出通过率；每一项检验后，实际不符合标准和公差的显示

为“否”，即不合格，反之为“是”即合格；

图 6- 6

图 6- 7

5) 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点击“导出到 PDF/Excel”进行在指定目录下的 PDF或 Excel 格式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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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

6) 继续点击“运行”，按照步骤 1) 即可继续检验下一器件。所有器件检验完成后，点击“停

止应用测量流模板”，即停止测量。

7) 停止应用测量流模板后，点击“删除”可对选取模板进行删除。

8) 点击导出到 PDF/Excel可对测量流结果保存导出。

6.4 测量属性

Smart Software允许用户根据实际需求调整图像的测量属性，以达用户的需求效果，测量

属性设置界面如图 6- 8所示。

图 6- 8

 名称：图像上的测量信息名称，点击命名编辑。

 显示名称：可勾选，是否显示名称，默认为显示名称。

 精度：图像测量的精度，点击可调节，范围为 0～6，默认设为 3。

 线条宽度：测量图像的线条宽度，可调节范围为 1～5，默认设为 1。

 线条类型：测量图像的线条显示类型，可选择实线、虚线、点线、点虚线、两点虚线，默

认为实线。

 线条颜色：测量图像的线条显示颜色，可点击 弹出调色板自定义颜色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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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体：测量信息的字体类型，点击 弹出字体选择窗口，可对字体的类型和大小进行调

节。

 字体颜色：测量信息的字体颜色，可点击 弹出调色板自定义颜色显示。

 透明背景：是否显示当前的测量信息作为透明背景，默认勾选为“是”。

 背景颜色：选择图像当前应用的测量信息调整背景颜色，可点击 弹出调色板自定义颜

色显示，默认白色。

 应用到全部：点击应用到全部测量图像中。

 默认：点击默认按钮，可将该模块的参数恢复到出厂默认参数。

6.5 手动计数器

用户可分类标记统计不同物体类型的数量，最多支持 7种类型的统计，如图 6- 9所示。

图 6- 9

 开启计数器：启动手动计数功能；

 添加类：添加新的计数类型；

 删除类：删除被选中类型；

 清除全部：删除全部类型；

 当前：勾选表示正在使用的类别

 名称：类别名称，默认为类别 1， 类别 2……；

 颜色：计数点颜色，双击颜色可调出色板，自定义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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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

1) 开启手动计数器；

2) 勾选第一类计数器作为当前，鼠标移至图像画面，点击需要统计的每一个物体，再勾选第

二类的计数器作为当前，鼠标再切换至图像画面，点击需要统计的第二类别物体；重复上

述操作直至所有类计数统计完成；

3) 计数完成后，可在计数表查看统计信息，同时可选择导出到 Excel 文档保存数据；

图 6- 10

6.6 十字线属性

图 6- 11

 显示十字线：点击勾选是否显示十字线，默认不勾选。

 十字线颜色：十字线显示颜色，可点击 弹出调色板自定义颜色显示。

 透明背景：是否显示当前的测量信息作为透明背景，默认勾选为“是”。

 背景颜色：选择图像当前应用的测量信息调整背景颜色，可点击 弹出调色板自定义颜

色显示，默认白色。

 默认：点击默认按钮，可将该模块的参数恢复到出厂默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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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网格线属性

图 6- 12

 显示网格线：点击勾选是否显示网格线，默认不勾选。

 类型：选择网格线显示类型，支持“线条数量”，“线条间隔”。

 行/列：在“线条数量”类型下，网格线的行数和列数可点击设置值，最大值为 100.

 线条间隔：在“线条间隔”类型下，点击输入线条间隔像素数，默认 100。

 线条类型：网格线线条显示方式，支持实线、虚线、点线、点虚线、两点虚线。

 线条颜色：网格线线条显示颜色，点击 弹出调色板自定义显示颜色，默认为红色。

 默认：点击默认按钮，可将该模块的参数恢复到出厂默认参数。

6.8 报告

测量的数据，用户可手动导出，形成测量报告，设置界面如图 6- 13所示。

图 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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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动测量

相机自动测量在体式显微镜上使用，可用于批量测量小工件（螺柱、齿轮等）、大米。

图 7- 1

自动测量模板下测量，建议将图像参数值调至以下状态以增加测量匹配精度；关闭体式显

微镜环形光源，使用底部背光源进行自动测量（背光源可用酒精纸擦拭去除掉测量图像中的大

部分背景噪声）。

对于透明类如大米（图 7- 4）的测量可在上述参数基础上，将伽马调成 1.5，适当调节亮

度值保证图像背景干净以提高测量物与背景的对比分离，也可使用图像调整中的默认状态。

图 7- 2



纽荷尔软件使用说明书

- 39 -

图 7- 3

图 7- 4

注意：

1) 若使用过程中背景亮度过高引起人眼疲劳，可在图像调整中的图像效果中切换至负片状态，

从而将背景变为黑色。

2) 进行批量测量时，建议将物体与物体之间隔离一定的距离，测量物体相互靠的太近可能会

出现测量不准。

7.1 建标准模

对单个目标进行建立模板，用于匹配测量检验同种器件的个体差异，用户可在模板建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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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设置公差范围。

图 7- 5

操作流程

1) 将模板器件放置在画面中间位置，对焦清晰后，点击 进行建模；

2) 根据弹窗提示，用矩形框选全模板件，用户可根据模板件本身待测量的属性选择绘制（如

两点的距离测量、面积、周长的测量）；

3) 在 中，对模板进行命名、保存；

7.1.1 测量工具

基本测量

 点点距离：左键单击选择起始点，再次单击选择结束点；选择中心、水平、垂直方向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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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6

 点线距离：左键单击选择起始点，再次单击选择直线起始点，双击选择直线结束点，

显示点到直线的距离。

图 7- 7

 线线距离：左键单击选择直线起始点，双击选择直线结束点，同样操作绘制第二条直

线，显示两平行线之间的距离（两直线不满足平行判断时，将提醒“两直线间夹角过大”）。

图 7- 8

 点圆距离：左键单击选择起始点，再次绘制三点圆，双击结束；距离可选择中心、最

大、最小、水平、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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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9

 线圆距离：左键单击选择直线起始点，双击选择直线结束点，再次绘制三点圆，双击

结束；距离可选择中心、最大、最小。

图 7- 10

 圆圆距离：绘制一个三点圆，双击完成一个圆绘制，再次绘制三点圆，双击结束；距

离可选择中心、最大、最小、水平、垂直。

图 7- 11

 圆：绘制一个三点圆，双击结束绘制，可选择最小二乘圆、最大外接圆、最小内切圆、

最小区域圆；数据显示可选择直径、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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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2

 圆弧半径：三点绘制一段圆弧，双击结束绘制；数据显示圆弧半径。

图 7- 13

 角度：左键单击选择直线起始点，双击选择直线结束点，绘制两条直线，双击结束角

度可选择两直线夹角、组角、补角、补角的组角。

图 7- 14

 R 角：左键单击选择直线起始点，双击选择直线结束点，绘制两条直线，双击结束，

测量结果显示两线段所夹区域的圆弧所对的圆心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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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5

 C面：同一轮廓下，两直线所夹的线段称为 C 面，左键单击选择直线起始点，双击选择

直线结束点，绘制两条直线，双击结束；显示两线段所夹线段长度。

图 7- 16

 注意：所有绘制的线段矩形框和圆形框在绘制结束前可拖动调节大小。

高级测量：高级测量时需要用到以下工具

 直线：单击选择起始点，双击选择结束点，绘制结束（用于测量直线度、平行度、垂

直度）。

 圆：绘制三点圆，双击结束绘制|（用于测量真圆度、同心度）。

 轮廓：图像的高频部分，单击选择需要显示的轮廓（用于测量周长、面积）。

 周长：选择周长测量，选择下方轮廓工具，在图像中左键点击选择待测部分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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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7

 面积：周长一样，选择下方轮廓工具，在图像中左键点击选择待测部分面积（待测

部分面积轮廓必须是闭合的，直线是无法测量面积的）。

图 7- 18

 直线度：可对测量的直线进行直线度的检测，数值越小越接近直线，选择直线度，

勾选下方直线测量工具，在图形中绘制直线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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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9

 平行度：可对两条直线检测其平行度，数值越小两直线越接近平行，单击平行度，

使用直线工具绘制第一条直线，再绘制第二条直线，进行测量。

图 7- 20

 同心度：可对两圆检测其同心度，数值越小两圆越接近同心圆，单击同心度，使用

圆工具绘制第一个圆，再绘制第二个圆，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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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1

 真圆度：可对测量的圆检测其圆度，数值越小越接近圆，单击圆度，使用圆工具绘制

圆，进行测量。

图 7- 22

 垂直度：可对两条直线检测其垂直度，数值越小其越接近垂直，同平行度测量操作步

骤一样单击垂直度，使用直线工具绘制第一条直线，再绘制第二条直线，进行测量。

图 7-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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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CAD

CAD显示模板的轮廓信息和批量测量的物体形状和数据。

图 7- 24

7.1.3 分析和报告

测量结果分析

批量测量结束后可切换至测量下查看详细数据，点击统计分析可查看测量项目的统计信息。

图 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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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6

可在测量项目中切换查看测量元素的统计分析

 σ 是(工艺标准方差)品质特性质分布,衡量观测资料与平均数之间的差异量数。

 CP (精确度) 制程能力: CP=公差裕度 T / 6σ ,T=(规格上限-规格下限)

 CPK (精密度)制程能力指数: CPK = MIN(|规格上限-平均值|/3σ, |平均值-规格下限|/3σ)；

报告导出

用户可根据需求选择点击导出报告。

7.1.4 撤销、删除、清除

 撤销：点击 撤销上一步删除操作。

 删除：点击 进行删除操作，选中测量元素点击后删除。

 清除：点击 清除当前匹配信息，再次点击，清除模板信息，再次点击，清除建模。

7.2 批量测量

在标准模板创立完成之后选择标准模板（可通过字符索引），即可进行相同工件的批量测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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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7

 选择标准模板：如果没有选择，默认使用当前创建的模板；

 图像载入：支持静态图像的自动测量，打开载入待测图像，与自动测量一样可在静态图像

上进行建模、测量、保存。也可直接调用测量模板在静态图像中测量；

 开始测量：点击后，按照模板数据对目标进行批量测量；

操作流程

1) 当前建立模板或打开保存的模板；

图 7- 28

2) 将待测量的器件完整地、不重叠地摆放在视野范围内，画面对焦清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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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9

3) 点击“开始”进行批量测量，测量结束后，图像中显示批量测量的结果，在模板设计值范围

内的判定为合格，显示为 OK，超过设计范围的判定为不合格，显示 NG。

图 7- 30

自动测量支持以下四种测量方式：

1) 动态建模+静态测量（测量时需要从“图像载入”进入静态测量）

2) 动态建模+动态测量（实时建模，实时测量）

3) 静态建模+静态测量（建模时需要从“图像载入”进入静态测量）

4) 静态建模+动态测量（需要将载入图片关闭回到动态测量，如图 7- 31 右上角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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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31

7.3 测量属性

Smart Software允许用户根据实际需求调整图像的自动测量属性，以达用户的需求效果，

测量属性设置界面如图 7- 32所示。

图 7-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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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度：图像测量的精度，点击可调节，范围为 0～6，默认设为 3；

 单位：可选择测量单位，支持 mm、um、inch、1/10inch、1/100inch；

 容忍度：调节不同的容忍度，物体匹配的相似程度不一样，容忍度越大，物体相似要求越

低，越容易匹配，默认为 1，最大为 100。推荐默认为 20时批量测量结构小工件(如齿轮、

螺柱等)，20以上时批量测量大米等物体；

 线条宽度：测量图像的线条宽度，可调节范围为 1～5，默认设为 2；

 线条类型：测量图像的线条显示类型，可选择实线、虚线、点线、点虚线、两点虚线，默

认为实线；

 线条颜色：测量图像的线条显示颜色，可点击 弹出调色板自定义颜色显示；

 文本字体：测量信息的字体类型，点击 弹出字体选择窗口，可对字体的类型和大小进

行调节；

 文本颜色：测量信息的字体颜色，可点击 弹出调色板自定义颜色显示；

 线条颜色：测量信息的线条颜色，可点击 弹出调色板自定义颜色显示；

 应用到全部：将所有设置的参数应用到所有测量；

 默认：点击默认按钮，可将该模块的参数恢复到出厂默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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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D显示与测量

在 3D建模完成后，软件自动调整至 3D显示与测量窗口，用户可以进行 3D的观察与样本

的数据测量。

8.1 3D 显示

3D显示提供上、左、右、前、后切换视角，默认为“前”视角，同时可勾选显示表面纹

理；显示功能下可拖动滑块，对 3D图像进行平滑、缩放处理。支持伪彩色、图像旋转显示、

ROI绘制感兴趣区域。

图 8- 1

8.2 3D 直方图

3D直方图直观地显示了所选 ROI区域的高度分布情况，横坐标表示高度值，纵坐标为百

分比；其中柱状图显示了该图像高度分布的情况，红色曲线图为高度占比居坐标左求和的一个分

布，坐标最右方高度对应值恒为 100%，比如高度 0.73mm对应百分比为 65%表示图像中 65%的

高度低于或等于 0.7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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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

图 8- 3

8.3 3D 轮廓

3D 轮廓显示所选截面的形状轮廓，支持测量高度、曲率半径、剖面面积；还支持轮廓线

的 2D测量，目前有点点、三点角、四点角测量。

图 8- 4

 高度测量：在 2D/3D图像中选择起始点和结束点，拖动蓝线可调节测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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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5 高度测量

 曲率半径：拟合出所选剖面的圆弧。

图 8- 6 曲率半径

 面积：测量剖面面积

图 8- 7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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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测量：选择两点测量之间的曲线长度

图 8- 8 点点

 三点角度测量：选择三点组成的两条线段测量夹角

图 8- 9 三点角度

 四点角度测量：选择四点组成的两条线段测量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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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0 四点角度

8.4 3D 表面

支持 3D表面区域高度差、体积、粗糙度测量，以选定区域高度平均值作为基准进行测量。

图 8- 11

在 3D表面图绘制 R1、R2……R9、R10，两两为一组，最多同时显示 5组，可重复绘制，

区域未选中前可右键取消重新绘制。测量数据在下方表格自动生成保存下来，无效数据可手动

进行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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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2

8.5 报告

用户可选择导出 3D测量报告，默认勾选导出轮廓和表面部分的测量数据和图像。

图 8- 13 3D报告

8.6 文件保存

用户可选择导出 3D模型 dat文件或 3D高度数据（矩阵数据）。

图 8- 14 高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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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报告

Smart Software报告创建的编辑界面，支持 PDF、Excel、Word、Txt多种格式。

9.1 表面检测报告

导出的报告是 pdf格式固定模板，报告中记录了详细的检测数据。示例：

图 9- 1



纽荷尔软件使用说明书

- 61 -

9.2 手动测量报告

图 9- 2

 项目名称：点击对项目名称进行编辑。

 样片名称：点击对样品名称进行编辑。

 操作者名称：点击对操作者名称进行编辑。

 备注：点击进行备注编辑。

 图像名称：点击可对图像名称重新编辑命名。

 图像信息：可勾选不导出图像信息，默认勾选。

 测量表、计数表：可勾选不导出表格，默认勾选。

 导出报告：点击导出报告，弹出保存窗口，编辑文件名，指定保存路径。

 取消：点击取消，清除报告已编辑信息，还原默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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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3 手动测量模板

9.3 2D 自动测量报告

在测量结果中选择创建报告，即自动跳转至导出报告界面。可预览测量的报告，查看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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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测量图片、测量项目以及批量测量的数据和统计分析。点击保存导出测量报告。

图 9- 4 自动测量报告

9.4 3D 报告

导出的 3D报告中支持在线编辑填写信息。用户可在报告导出界面进行模板的创建、删除

和保存，Smart Software默认使用所有类全选的模板。编辑完成后可直接保存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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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5 3D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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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据栏

在软件界面下方的数据栏，包含了测量表、校准表、计数表等测量时数据信息。

10.1 测量表

显示详细测量长度、宽度、周长等数据信息。可选择导出 Excel表或 TXT文档进行保存，

也可选择复制。

图 10- 1

10.2 校准表

显示详细校准信息，显示当前正在使用的校准尺，可对当前选择的校准尺进行调整单位、

重新输入像素和长度标定之后，点击编辑应用生效。

图 10- 2

10.3 计数表

显示详细技术信息，每一类的总数、百分比。可选择导出到 Excel表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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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3

10.4 模板信息

建立模板时，详细显示模板每一项的值、单位、规格上下限。测量完成后显示实际测量值、匹

配成功与否（匹配成功为“OK”，失败为“NG”）。

图 10- 4

图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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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图片栏

拍摄和打开的图片缩略图在右方显示，直接点击图片切换至静态图像查看和处理，点击

开启文档路径，可选择文档里的图片双击添加到缩略图。

选择图片后，在空白处右键可进行全选、复制、粘贴等操作。编辑完成后点击 可关

闭文件路径返回软件界面。

 重命名：在缩略图选择图片右键重命名或双击文件名进行编辑，可自定义图片名称。

 关闭：选择图片，右键点击关闭，选中图片关闭。

 关闭全部：当前缩略图所有图片关闭。

 删除：当前选中图片删除，源文件即被删除。

 比较：右键选择对比，当前选中图片位于左方。当对比需要切换图片时，将上方文件名勾

选，点击右方待对比的缩略图即可切换。

上方可对图像单独进行放大、缩小调节，也可通过鼠标滚轮同时调节图像显示比例；支持

图像编辑，进行标注箭头、圆、输入文本等。对比完成后可选择在缩略图右键点击保存对比保存

结果图，对比结束时可点击右上方 图标关闭对比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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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显示

显示菜单是对预览窗口的显示调整。

图 12- 1

 放大：对当前图像进行放大操作。

 缩小：对当前图像进行缩小操作。

 1:1：当前图像以 1:1的原始尺寸显示。

 适应窗口：当前图像以适应预览窗口的尺寸显示。

 全屏：图像全屏，按 Esc 退出全屏模式。

 水平镜像：对当前图像进行水平翻转操作。

 垂直镜像：对当前图像进行垂直翻转操作。

 旋转 90°：对当前图像进行顺时针旋转操作，可连续旋转，每次旋转 9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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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配置

Smart Software支持对菜单栏的可见性和顺序进行排序，点击“↑”和“↓”对选中栏目

进行升序或降序；取消勾选菜单的可见即可将该模块隐藏，如需显示，勾选可见即可。选中需

要删除的测量模板或校准尺、物镜点击删除可清除该部分数据。

图 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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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信息

可在信息选项下进行软件语言的切换、硬件固态 bin文件在线升级、在线查看软件使用说

明书、查看公司和软件版本信息。

14.1 选项

对软件语言进行切换，选择之后，需重启软件方可生效。Smart Software支持繁体中文、

简体中文、English语言。

图 14- 1

14.2 硬件更新

FPGA硬件更新通道，点击“选择文件”从文档目录中选择待更新的固件文档，点击“更

新”按指定步骤操作，更新完成后，断电重启相机方可生效。

图 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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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帮助

点击帮助可查看软件使用说明书

14.4 关于

显示软件版本、固件版本信息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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