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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SuperView W1 光学 3D 表面轮廓仪操作手册》的版权归深圳市中图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

经深圳市中图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的书面准许，不得将本规范的任何部分以任何形式，采用任何手段

（电子的或机械的，包括照相复制或录制）、或为任何目的，进行复制或扩散。 

 

 

 

 

 

 

文件名称 SuperView W1 光学 3D 表面轮廓仪操作手册 

文件编号 QW-W1-0-A/0 

软件版本 V1.0 

适用型号 W1-1100、W1-1200 

适用范围 
本手册介绍了 SuperView W1 光学 3D 表面轮廓仪配套软件的操作和使用分

析，供用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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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手册就 SuperView W1 光学 3D 表面轮廓仪的软件界面、使用方法、操作步骤、注意事项等进行

说明。 

为了充分发挥 SuperView W1 光学 3D 表面轮廓仪软件的功能，使用前，请务必仔细阅读。 

请保留本手册以备日后参考。 

手册约定 

以下符号为本手册中的重要提示信息。 

 
表示若不遵守该注意事项，将导致人员伤亡。 

  

 
表示若不遵守该注意事项，可能导致人员伤亡。 

  

 
表示若不遵守该注意事项，可能导致人员遭受轻微或中度的伤害。 

  

 
表示若不遵守该注意事项，将导致本产品损害或财产损失。 

  

 
表示使用过程中，必须遵守的注意事项和使用限制等。 

  

 
表示正确使用本产品所必须注意的其他信息。 

  

 
表示为了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有关信息所给出的一些小诀窍。 

 

表示在本手册或其他手册中参考的页数。 

注意事项 

 本手册内容如因改进而有所改变，恕不另行通知。 

 如果您在本手册中发现任何问题，如表述不清楚，内容有遗漏、错误等，请与我司售后联系。 

 如果本手册有缺页或页面装订错误，我们将会为您提供新的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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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许可协议 

我们将在客户同意以下许可协议时，提供“SuperView W1 光学 3D 表面轮廓仪软件”。 

使用本软件前，请务必仔细阅读以下协议。 

使用此软件即表明客户同意此处的声明并接受该合同。 

许可协议 

使用者注意事项：请仔细阅读本软件许可协议（以下称为“本协议”）。使用“SuperView W1 光

学 3D 表面轮廓仪软件”（以下称为“本软件”）的所有或任何部分时，即表示客户同意受本协议

所有条款及规定的约束、如果客户不同意本协议中的任何条款，请勿使用本软件。 

1. 定义 

1.1 “使用”或“使用中”表示访问、安装、下载、复制本软件的功能，或者通过其获利。 

1.2 “本软件”意指中图仪器提供的软件以及所有相关文件。 

2. 许可授予 

在客户遵守本协议所有条款及规定的前提下，深圳市中图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后续简称“中图”）

授予客户非专有及不可转让许可，客户在一台计算机上安装本软件并使用中图产品。客户仅可复制

一份本软件的副本用作备份与存档。 

3. 限制 

3.1 客户不得以备份之外的目的复制软件，无论是针对本软件的全部还是部分。 

3.2 客户不得出售、散布或上传本软件，无论针对本软件的全部还是部分。 

3.3 客户不得变更、修改、反引擎、反编译或拆解本软件，无论是针对本软件的全部还是部分内容。 

3.4 客户不得出租、租赁或分许可本软件，无论是针对本软件的全部还是部分内容。 

3.5 客户未获得相关政府部分的必要批准，不得直接或间接的将软件出口，无论是针对软件的全部

还是部分内容。 

4. 本软件的所有权益均为中图所有。 

5. 中图依“现况”将本软件许可授予客户，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在任何情况下，客户因使用

本软件造成损害、赔偿、费用或任何利润损失，中图或其供货商概不负责。 

6. 协议终止 

6.1 若客户破坏本软件后持有本软件的任何副本，或是自愿将本软件归还我方，本协议的许可将自

动终止。 

6.2 倘若客户未能遵守本协议中的任何条款与规定，本协议的许可将自动终止。中图恕不另行通知。

一旦协议终止，客户应停止使用本软件，并且销毁客户持有或控制的本软件所有副本，无论是

针对本软件的全部或部分。 

6.3 因客户违反或未遵守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而造成中图的费用支出或任何利润损失，客户必须给予

赔偿。 

7. 使用法律 

7.1 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 

7.2 若发现本协议中的任何部分无效或无法实行，其并不会影响本协议其余部分的有效性，其余部

分仍将根据其条款与规定维持有效性及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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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架构 

本手册主要包括四个部分：软件介绍、测量介绍、分析介绍、售后服务。 

软件介绍 

介绍软件的基本功能，运行环境，安装流程等。 

 

测量介绍 

介绍测量软件界面、测量操作流程。 

 

 

分析介绍 

介绍分析软件界面布局、功能和常见的测量分析实例。 

 

 

售后服务 

介绍我司所提供的售后服务 

 

  

软件介绍 第一章 本章介绍软件的基本功能，运行环境及安装流程。 

测量软件 第二章 本章介绍测量软件界面布局和各模块功能介绍。 

校准 第三章 本章介绍校准操作流程。 

分析软件 第四章 本章介绍分析软件界面布局和各功能介绍 

测量实例 第五章 本章介绍常见几类测量分析操作流程。 

软件升级及技术支

持说明 
第六章 本章说明我司提供的软件升级及技术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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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软件介绍 

1.1 软件概述 

软件用途 

本软件结合 SuperView W1 光学 3D 表面轮廓仪使用，分为测量模块和分析模块。测量模块，用

于控制机器调焦、定位，采集图像。分析模块，用于对测量软件所获得的图像进行 3D 重构，对

3D 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操作人员将被测物件放置于载物台上，通过测量软件调节定位扫描位置后，点击【测量】，测量

软件实时获取图像，扫描完成后，分析软件自动重建出 3D 图像，操作者可在分析软件界面对图

像进行摆正、滤波、提取区域等处理后，通过各种分析工具进行距离、台阶高、表面轮廓以及表

面粗糙度等参数的测量分析。 

软件运行 

本软件运行在 PC 及其兼容机上，使用 Windows7 操作系统，在软件安装后，直接点击相应图标，

即可进入软件测量页面。 

系统配置 

本软件要求在 PC 及其兼容机上运行，要求双核以上 CPU，2G 以上内存，500G 以上硬盘。软件

需要有 Windows 7  32 位 操作系统。 

打开和关闭 

 
打开软件前，请先将加密狗插入电脑中。 

测量软件打开：双击桌面图标 ，打开测量软件，第一次登录不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

【登陆】按钮，即打开测量主界面。点击【取消】，退出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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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软件打开：双击桌面图标，即进入分析软件界面 。可在测量软件中设置测量完成后，

自动打开分析软件。 

关闭：点击主界面右上角 ，即可关闭测量及分析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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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软件安装 

SuperView W1 光学 3D 表面轮廓仪软件安装        加密狗驱动安装 

 

 

 

 

 

 

 

 

 

 

 

 

 

 

 

 

 

 

 

 

 

 

 

 

 

 

 

 

 

 

 

 

  

双击

 

根据程序提示，点击【下一步】 

 

最后点击【完成】，加密狗安装完毕。 

 

双击 

 

根据程序提示，点击【下一步】 

 

在此页面可以设置软件安装路

径，设置完成后点击【下一步】 

 

最后，点击【完成】，软件安装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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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测量软件 

2.1 测量流程 

  

否 

启动机器、打开软件 

“打开和关闭”（1 页） 

将被测件放置于工作台，Z 轴向下移动至镜

头下表面接近被测件表面，设置 ZSTOP 值。 

调节焦点。 

“运动控制（调焦）”（8 页） 

确认运动电机、扫描电

机、XY 载物台和电控转

盘正常是否连接？ 

是 

确认各连线是否正常，是否有松

动。或者重启机器或软件。 

测量设置。设置完成后，开始扫描。 

“测量控制”（9 页） 

扫描完成后，分析软件可自动启动。 

“分析软件”（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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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测量界面 

 

<1> 菜单栏 

包含了文件、操作、用户三个选项卡。 

<2>  工具栏 

可以进行预处理选择、测量校准和光源亮度调

节。 

“工具栏”（6） 

<2>  视图区域 

实时显示被测件测量位置图片和干涉条纹图片。 

<4>  状态显示区 

显示当前运动电机、扫描电机、XY 平台和电控

转盘的连接状态。开机后确认连接状态。 

   表示未连接或断开； 

  表示连接。 

详细信息中显示了当前所选择的镜头倍率、设

置的扫描范围，图像大小和操作手柄的状态。 

<5>  坐标显示 

实时显示 X/Y/Z 轴坐标值。 

ZSTOP：显示设置的 Z 轴下限值。 

 
ZSTOP 用于设置下限保护范围。

设置后，显示为绿色，垂直电机

运动到该位置后将停止向下运

动。 

<6>  运动控制 

该界面可选择干涉物镜、设置光源，调焦，控

制 X、Y、Z 轴的移动、复位等。 

<7>  测量控制 

在该界面可以设置扫描范围，测量数据保存路

径，启动测量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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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工具栏 

校准 

点击工具栏 按钮，进入校准向导界面。 

 

① 选择校准类型，有波长、台阶高等。 

② 分别清除已保存的各类型的校准数据。 

若选择相应的校准类型后，点击【确定】，进

入校准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校准流程参考第三章内容。 

 “校准”（10 页） 

光源 

点击工具栏 按钮，进入光源控制对话框。 

 

通过拖动滑块来调节亮度。 

如下图，绿光，10×物镜，50 ㎜的台阶样块的

最佳亮度状态。 

 

 
1. 测量前，调节到清晰成像时，

调节图像到合适的亮度，如

上图所示。 

2. 当调焦时，视场中出现红色

过曝现象时，调整亮度至过

曝消失。 

预处理 

设置图像预处理的滤波器类型和滤波器大小

（默认为 3）。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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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运动控制 

运动控制界面 

 
 

ZSTOP 

用于设置 Z 轴下限值，设置后，Z 轴运动到该坐标将不再向下运动。 

 
ZSTOP 的设置用于保护物镜和扫描电机，该值的设置于被测物体的高度有关系。因

此更换不同高度的被测件后注意调整有效的 ZSTOP 值。 

 

：删除 ZSTOP。 

：向下移动镜头，使得镜头快要接触被测表面时，将当前 Z 坐标值设置为 ZSTOP 值。 

视场设置：可以自动切换不同倍率的物

镜。选择光源。 

 
切换镜头时，注意镜头面

接触被测件表面。 

 

XY 移动：用于控制载物台移动，将被测

区域调制视场范围。滑动块用于调节移

动速度。 

：X 轴方向移动； 

：Y 轴方向移动； 

Z 移动：控制 Z 轴的运动。 

XYX 移动到：输入 X/Y/Z 坐标后，点击

按钮，即可自动移动至目标位置。 

复位：分别控制 XY 载物台和 Z 轴电机

复位。 

ZSTOP：用于设置 Z 轴下限值，设置后，

Z 轴运动到该坐标将不再向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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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移动时，起始速度可以使用最大速度 2500μm/s；当目测接近当前镜头的工作

距离时，调节速度至 10~100μm/s。 

 

 
若 Z 坐标距工作距离较远时，用户可以使用 XYZ 移动到功能，设置 Z 轴坐标，点

击【开始】按钮，仪器自动移动到设置的坐标位置（该功能需谨慎使用）。 

：在已知样品高度情况下，可手动输入 ZSTOP 值。 

 为了有效防止镜头撞到被测物体，开机完成后，请先设置 ZSTOP 值。 

调焦 

安装好被测件后，通过 Z 移动来调节焦距，找到干涉条纹。调焦步骤如下： 

Step1. 开机、复位，安装被测件； 

Step2. 设置 ZSTOP 值，设置完成后，调节速度为 2500μm/s将镜头上移至距被测表面约为当前

镜头的工作距离的高度。手动调焦进入 Step3，使用自动调焦的进入 Step4. 

“运动控制（ZSTOP）”（7 页） 

Step3. 调节速度为 10~20μm/s，找到干涉条纹后，调节速度为 2μm/s，找到最亮条纹。配合调

节 XY工作台倾斜旋钮，使得视场中有 1~3条干涉条纹。 

 向下移动时，请注意镜头与被测件接触或者碰撞会损坏镜头。 

Step4. 初学者，对于调焦不熟练的可以使用自动对焦功能。点击 按钮，进入自动对焦界面。

滑动条块设置调焦上下移动范围，设置完成后，点击【自动对焦】。 

 

 Z 轴电机运动时，注意镜头镜面不可触碰到被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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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动对焦时，调节向下按钮，直到经过干涉条纹后，再开始使用自动对焦。当

物镜当前的位置距离聚焦位置较远，不在调焦范围之内时，自动对焦会失败。 

Step5. 定位到最亮位置后，点击工具栏【光源】，调节光源，使得干涉条纹清晰，且无过曝

现象。 

“工具栏（光源）”（6 页）

2.2.3 测量控制 

测量控制界面 

 
 

 

 

 

 

 

 

 

 

 

 

 

  

扫描设置：用于设置扫描范围的底部和

顶部坐标。滑动条块用于设置移动速度。 

顶部：点击 ，向上运动直到视图区域

中干涉条纹消失，点击 ，确定测量时

Z 轴顶部截止位置。 

底部：点击 ，向下运动到视图区域中

干涉条纹消失时，点击 ，确定测量时，

Z 轴底部开始位置。 

范围：通过顶部和顶部坐标位置可以计

算出测量范围，也可以确定顶部（或底

部）位置后，输入测量范围，软件自动

计算底部（或顶部）坐标。 

图像：可对图像进行预处理、提高对比

度、增强边缘。视图区域显示十字光标

等。 

预处理：同工具栏预处理。 

保存：保存当前图像处理设置。 

测量数据保存：用于设置测量后视图数据的保存路径和文件名称； 

分析软件：开始测量前勾选此项，测量完成后，自动打开分析软件。不勾选，则不打开分析软

件。 

测量：测量不同类型被测件时的测量前的设置。 

设置完成后，点击 按钮，开始扫描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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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校准 

3.1 波长校准 

出厂前或者用户长时间使用后发现测量不准时，使用出厂标配的硅晶片进行波长校准。 

校准流程图 

 

  

否 

启动机器、打开软件 

“打开和关闭”（1 页） 

将标准硅晶片放置于工作台，Z 轴向下移动至

镜头下表面接近被测件表面，设置 ZSTOP 值。 

 

调节焦点。 

“运动控制（调焦）”（8 页） 

 

 

是 

确认各连线是否正常，是否有松动。

或者重启机器或软件。 

点击工具栏【校准】按钮，选择“波长校准” 

“工具栏（校准）”（6 页） 

校准完成后，光源波长校准界面，显示最新

的校准结果波长测量值和误差值。 

 

确认运动电机、扫描电

机、XY 载物台和电控转

盘正常是否连接？ 

 

进行校准设置。范围设置为：12μm；步长

设置为：0.08μm，点击【开始】按钮，开始

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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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台阶高校准 

出厂前或者用户长时间使用后发现测量不准时，使用出厂标配的台阶高标准样块进行测量校准。 

校准流程图 

 

 

 

否 

启动机器、打开软件 

“打开和关闭”（1 页） 

将台阶高标准块放置于工作台，Z 轴向下移动至

镜头下表面接近被测件表面，设置 ZSTOP 值。 

 

调节焦点。 

“运动控制（调焦）”（8 页） 

 

 

是 

确认各连线是否正常，是否有松动。

或者重启机器或软件。 

点击工具栏【校准】按钮，选择“台阶高校

准” 

“工具栏（校准）”（6 页） 

校准完成后，光源波长校准界面，显示最新

的台阶高度测量值和 Z 轴增益补偿系数。 

 

确认运动电机、扫描电

机、XY 载物台和电控转

盘正常是否连接？ 

 

进行校准设置。输入台阶标准块标称值，点

击【开始】按钮，开始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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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分析软件 

测量扫描完成后，自动切换到分析界面。用户也可以自行切换到分析界面。 

“打开”（1 页） 

4.1 分析界面 

分析主窗口 

 

<1>  菜单工具栏 

包括文件、数据处理、分析工具、同步分析和

一键分析五个模块。每项菜单下，又细分了多

种工具用于处理、测量目标视图。 

<2>  可视化工作流 

包括数据处理流程和结果管理器。按照操作顺

序和操作类型保存了每一步的操作设置和处理

结果。 

<3>  状态显示区 

显示鼠标当前位置的像素坐标和位置坐标； 

显示当前操作步骤。 

<4>  最小化/关闭 

 ：最小化软件界面。 

 
也可点击任务栏中软件图标进行

最小化和最大化操作。 

：退出软件。 

<5>  控制参数设置区域 

根据所选择的功能，显示对应的控制参数。设

置完成后点击【应用】，工作流即增加数据处

理流程和结构节点。 

<6>  视图显示区域 

根据所选择的功能，显示对应的视图，包含图

像、曲线和结果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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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操作 

文件操作包含数据的导入/导出，结果管理和单位、显示设置。 

 

【数据导入】：可以导入*.txt 和*.sur 类型的文件。 

【数据导出】：导出当前分析所选择的伪色视图，导出格式为*.txt 和*.sur 两种类型。 

【导出图片】：导出当前所选择的视图。 

【导出 Word】：将当前所选择的分析参数和视图导出到 Word 中。 

【单位设置】：设置 X/Y/Z 轴的单位，和数据小数位数。 

可视化工作流 

可视化工作流，保存了用户所进行的数据处理和分析结果。可创建、删除和过滤节点。 

 

选中某条工作流后，右键鼠标，可对本条记录进行打开，删除和禁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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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3D 数据处理 

3D 数据处理都是基于伪色视图处理。包括位置调整、纠正、滤波和提取四大类。 

4.2.1 调整位置 

扫描图像时，需要将测量面与基准平面形成一定的夹角，方可生成干涉条纹。但在数据分析时，

需要将夹角去除才能进行后续的分析计算。对于 3D 伪色视图，可通过校平、逐行校平、镜像和旋

转对 3D 视图进行位置调整。 

校平 

在 3D 数据处理选项卡下，点击工具栏 按钮，

进入校平界面。 

1. 选择校平方法； 

 

根据不同的被测件视图，选择合适的校平方法。

一般常用最小二乘法。 

 1.选择“三点法”时，选择套索

区域禁用； 

2.可以通过视图中出现三角形，

三个顶点的圆形套索，选择校平

基准区域。 

3.三角形也可以移动，调整大

小。 

 

2. 选择套索工具，设置校平基准面； 

套索用于框选校平操作的参考基面。 

通过组合【包括】、【排除】、【反转】、【全

部包括】、【全部排除】和【撤销】来选择参

考区域。 

 

 1. 自定义套索至少需要 3 个点，

起点为红色实心圈，终点为绿色

实心圈； 

2. 单击左键确定套索边缘点，单

击右键确定完成套索。 

 

 执行一次组合工具后，移动套索

可选择多个基准区域。 

3. 选择校平操作 

有两种校平方式可选，通常选用差集法进行校

平。如下所示： 

 

4. 设置 Z 轴原点 

勾选后校平后的视图原点为第二步所选择区域

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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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上步骤设置完成后，视图界面实时显示

校平处理结果，如下图所示。 

 

6. 点击【应用】按钮，校平结果添加到工作

流中。 

 

逐行校平 

在 3D 数据处理选项卡下，点击工具栏 按钮，

进入逐行校平界面。 

1. 选择校平方向； 

 

 
根据测量方向选择校平方向，当

测量方向为 X 轴时，选择逐行校

平；当测量方向为 Y 轴时，选择

逐列校平。 

2. 选择校平方法； 

 

这两种方法可以同时选中。多项式次数需手动

选择 1~4，默认为 1。 

3. 设置包括/排除区域 

 

 选择整个平面时，集合运算按钮

为不可用状态。自定义波段套索

可以通过调节调节点来调整波

段区域。 

4. Z 轴原点设置 

参考校平操作。 

“校平”（14 页） 

5. 以上步骤设置完成后，视图界面实时显示

校平处理结果，如下图所示。 

 

6. 点击【应用】按钮，校平结果添加到工作

流中。 

 

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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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D 数据处理选项卡下，点击工具栏 按钮，

进入镜像界面。 

镜像有三种方式，可以搭配选择“以 X 建立镜

像”、“以 Y 建立镜像”和“以 Z 建立镜像”。

选择完成后点击【应用】，结果添加到工作流

中。 

以“以 X 建立镜像”为例： 

 

工作流视图如下： 

 

旋转 

在 3D数据处理选项卡下，点击工具栏 按钮，

进入旋转界面。 

基本旋转：三种三选一 

 

自由旋转：可以手动输入 0°~360°任意角度，

也可以通过 按钮调节旋转度数。 

 

自动旋转：两种方式 2 选 1。 

 

以“逆时针旋转 180°”为例： 

 

选择完成后点击【应用】，结果添加到工作流

中。 

 

 

 

 

 

 

 

 

 

 

 

 

 

 

 

 

 

 

 

 

 

 

 

 

 

 

 

 

 
 

4.2.2 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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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空间滤波、孔洞填充、设置阈值和修描等操作去除杂点、噪声对图像处理的影响。 

空间滤波 

在 3D 数据处理选项卡下，点击工具栏 按钮，

切换到空间滤波界面。 

1. 选择滤波器类型 

 

四种类型的滤波器 4 选 1。 

自定义滤波器，可以在编辑滤波器界面设置好

滤波器后，直接选择调用即可 

2. 设置滤波器大小 

 

 
1. 滤波器类型选择自定义时，

滤波器大小不可用； 

2. 默认滤波器大小为 3×3； 

3. 设置完成后，视图中刷新滤波状态，以 7×

7 的高斯算子滤波器为例： 

 

4. 点击【应用】，处理结果添加到可视化工作

流中。 

 

孔洞填充 

在 3D 扫描与重建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扫描不到

的空洞区域，这些空洞区域需要填充完整。 

在 3D 数据处理选项卡下，点击工具栏 按

钮，切换到孔洞填充界面。 

1. 选择填充方法； 

 

本功能用于填充非测量点，两种方法 2 选 1。 

【从邻近值计算出光滑的外形】：根据非测量

点所处区域的邻近区域的数值填充，当选中此

方法时，快速算法功能启用。 

【选择因变数值】：最大、最小和平均，3 选 1。 

 
最大用“红色”填充，最小用“蓝

色”填充，平均取测量区域的平

均值填充。 

2. 设置填充条件，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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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充点数阈值，表示仅填充

小于等于所设置的阈值点数

的非测量区域，大于该阈值

的区域不做处理。 

2. 当空洞区域附近有无效且影

响分析的杂点时，可使用放

大非测量区域来纠正这部分

杂点。 

填充效果如下图所示： 

 

3. 设置完成后，点击【应用】，处理结果保存

在工作流中。 

 

设置阈值 

在 3D 数据处理选项卡下，点击工具栏 按钮，

切换到设置阈值界面。 

1. 选择阈值设置方式； 

 

 
1. 可在输入框输入数值设置阈

值，也可以通过拖动阈值设

置曲线中的上下或左右阈值

线来设置，两者同步刷新。 

2. 一般选择材料比来做分析。 

3. 设置参考。 

 

 
参考方式 3 选 1，选择不同的参

考，阈值曲线的纵轴跟随变化。 

4. 选择操作方式 

 

 
选择【减少高度/深度】时，“预

览”上，大于阈值用灰色标识，

小于阈值用黑色标识。选择【设

置为非测量点】时，“预览”上

的阈值外的点都用灰色标识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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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置完成后点击【应用】，操作结果保存在

工作流中 

 

修描 

当 3D 视图中测量区域有些噪点时，可以通过修

描将这些噪点平滑或者去除。 

在 3D 数据处理选项卡下，点击工具栏 按钮，

切换到设置阈值界面。 

1. 选择要修描的区域； 

 

可选择椭圆、矩形、自定义套索。选择椭圆套

索时，可以输入椭圆尺寸，输入完成后，自动

执行修描操作。矩形套索和自定义套索需点击

【修描】按钮来执行修描操作。 

2. 设置修描填充 

 

平滑形状：使得选中区域和周围区域平滑过渡； 

斜面：将选中区域设置为斜面。 

非测量点：将选中区域设置为非测量点。 

最大：将选中区域用最大值填充。 

平均值：将选中区域用最小值填充； 

最小值：将选中区域用最小值填充。 

取自用于设置修描区域，仅当修描填充选择“平

滑形状时”，取自不可用。其他结合修描填充

来处理视图。 

3. 设置完成后，进行修描操作。 

 

【修描】：设置完成后，点击该按钮执行修描

操作； 

【撤销】：撤销上一步修描操作； 

【全部撤销】：撤销所有修描操作。 

修描效果如图所示： 

修描前 

 

修描后 

 

4. 操作完成后，点击【应用】，修描结果添加

到工作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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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滤波 

去除外形 

在 3D 数据处理选项卡下，点击工具栏 按钮，

切换到去除外形界面。 

1. 选择要去除的形状； 

 

2. 选择拟合表面区域的方式； 

 

设置完成后，视图实时刷新处理结果，如下图

所示： 

 

3. 操作完成后，点击【应用】，去除外形结果

添加到工作流中。 

 

标准滤波 

在 3D 数据处理选项卡下，点击工具栏 按钮，

切换到标准滤波界面。 

1. 选择滤波器类型； 

 

2. 选择截止波长； 

 

3. 选择末端效应； 

 

 剪切表面边：滤波的表面比源表



 
 

- 22 - 

SuperView W1 光学 3D 表面轮廓仪 

面少一个截止波长； 

管理末端效应：滤波的表面与源

表面大小相同。 

视图实时刷新处理结果，如下图所示： 

 

4. 操作完成后，点击【应用】，标准滤波结果

添加到工作流中。 

 

过滤频谱 

在 3D 数据处理选项卡下，点击工具栏 按钮，

切换到过滤频谱界面。 

1. 选择套索； 

 

在设置套索选择范围时，当前点实时显示鼠标

当前位置的波长大小。角度显示鼠标当前位置

于 X 轴的夹角。 

 

 
套索在频谱图上确定的区域的边

界对应的波长作为截止波长，套

索区域内的波长大于截止波长；

套索区域外的小于截止波长。 

2. 波长分割集合； 

 

 
【包括】：波长大于截止波长的

点，将被保留；小于截止波长的

点将被过滤； 

【排除】：与包括刚好相反。 

视图实时刷新处理结果，如下图所示： 

 

3. 操作完成后，点击【应用】，过滤频谱结果

添加到工作流中。 

 

频谱阈值 

在 3D 数据处理选项卡下，点击工具栏 按

钮，切换到频谱阈值界面。 

1. 选择阈值设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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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方式可选“功率阈值”或“物料比”。

可直接输入，也可在频谱功率分布中拖动阈值

线设置。 

 

2. 选择 Z 标度； 

 

 
若具有非常大的数值时，建议选

择对数形式，方便观察数值。 

视图实时刷新处理结果，如下图所示： 

 

3. 操作完成后，点击【应用】，频谱阈值结果

添加到工作流中。 

 

FFT 频谱 

在 3D 数据处理选项卡下，点击工具栏 按钮，

切换到 FFT 频谱界面。 

1. 设置窗口函数类型； 

 

2. 选择 Z-标度 

 

 
若具有非常大的数值时，建议选

择对数形式，方便观察数值。 

视图实时刷新处理结果，如下图所示： 

 

3. 操作完成后，点击【应用】，频谱阈值结果

添加到工作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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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提取 

提取区域 

在 3D 数据处理选项卡下，点击工具栏 按

钮，切换到提取区域界面。 

1. 选择提取套索； 

 

选择提取区域后，位置属性显示当前框选区域

的位置信息。 

 

不同套索所对应的位置属性不同，软件根据用

户所选择的类型自动切换、 

2. 选择单位 

 

 
用于设置源表面视图和位置属性

中的单位。 

3. 轴设置 

 

保持父级大小：勾选后，选择区域的视图与源

框选视图大小相同。 

提取外部区域：选择套索外的区域。 

视图实时刷新处理结果，如下图所示： 

 

4. 操作完成后，点击【应用】，提取区域结果

添加到工作流中。 

 

提取剖面 

在 3D 数据处理选项卡下，点击工具栏 按

钮，切换到提取剖面界面。 

1. 选择剖面类型； 

 

2. 设置方向； 

 

视图实时刷新处理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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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完成后，点击【应用】，提取剖面结果

添加到工作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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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3D 分析工具 

3D 数据分析都是基于伪色视图分析。包括视图、参数、几何和结构、频率和功能四大类。 

4.3.1 视图 

扫描数据可以以三种方式显示，伪色视图、3D 视图和等高线。 

伪色视图 

伪色视图是一种 2D 图像，用颜色表示表面点的高度。 

 

用户可对伪色视图进行图像增强和轴设置。 

3D 视图 

 

以 3D 视觉观察测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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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参数 

参数分析 

选择伪色视图，在分析工具菜单下的工具栏中，

点击 按钮，进入 3D 数据分析界面。 

显示设置：用于设置参数列表的显示格式。 

 

参数设置：选择相应的标准，进入参数设置界

面。 

 

以 ISO 25178 为例： 

 

在参数设置界面，选择需要计算的参数，设置

参数计算指标，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

视图参数列表中，刷新所设置的参数，如下图

所示： 

4.3.3 几何 

台阶高度 

在3D分析工具选项卡下，点击工具栏 按钮，

切换到台阶高度界面。 

1. 显示设置、轴设置同伪色视图中相同； 

2. 测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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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选择平面 1 后，选择套索工具。设置套索工

具大小后，移动到测量位置； 

然后选择平面 2，再选择套索工具。同第一步

将套索工具移动到目标位置。 

3. 选择需要分析的参数 

 

视图实时刷新分析结果，如下图所示： 

 

4. 操作完成后，点击【应用】，计算结果添加

到工作流中。 

 

4.3.4 频率 

频谱分析 

通过快速傅里叶变换获得频谱。 

 

标度类型：线性标度和对数标度。当表面是周期性时，对数标度很有用，可以显示出被隐藏的底振

幅频率。 

窗口函数：在计算傅里叶变换之前应用窗口函数，减少边缘效应的影响。 

4.3.5 功能 

Abbott 



 
 

- 29 - 

SuperView W1 光学 3D 表面轮廓仪 

在 3D 分析工具选项卡下，点击工具栏 按钮，

切换到 Abbott 曲线界面。 

1. 显示设置、轴设置同伪色视图中相同； 

2. 曲线设置 

 

用于设置曲线和柱状图的显示，以及条块显示

方向。视图实时刷新分析结果，如下图所示： 

 

3. 操作完成后，点击【应用】，计算结果添加

到工作流中。 

 

SK 参数 

在 3D 分析工具选项卡下，点击工具栏 按

钮，切换到 SK 参数界面。 

1. 显示设置、轴设置同伪色视图中相同； 

2. 曲线设置 

 

用于选择滤波器和设置截止波长。视图实时刷

新分析结果，如下图所示： 

 

3. 操作完成后，点击【应用】，计算结果添加

到工作流中。 

 

体积参数 

在 3D 分析工具选项卡下，点击工具栏 按

钮，切换到体积参数界面。 

1. 显示设置、轴设置同伪色视图中相同； 

2. 曲线设置 

 

用于设置各计算区域即曲线的颜色。视图实时

刷新分析结果，如下图所示： 

 

3. 操作完成后，点击【应用】，计算结果添加

到工作流中。423μm  0.17 

4.4 2D 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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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数据处理都是基于 3D 伪色视图处理后，提取出的轮廓曲线或剖面曲线。包括调整位置、

纠正、滤波和提取四大类。 

4.4.1 调整位置 

扫描图像时，需要将测量面与基准平面形成一定的夹角，方可生成干涉条纹。但在数据分析时，

需要将夹角去除才能进行后续的分析计算。对于轮廓曲线 2D 数据，可通过校平、镜像 2D 曲线进

行位置调整。 

校平 

在可视化工作流中选择轮廓曲线后，点击数据

处理工具栏 按钮，进入轮廓曲线校平界面。 

1. 选择校平方法； 

 

最小二乘法：通过拟合最佳直线使得轮廓上的

各点到拟合直线的距离的平方和最小。默认选

择整个轮廓曲线。用户也可以使用视图中的矩

形套索工具，结合集合工具选择或排除计算区

域。 

 
适用于表面纹理不规则的被测件

的轮廓校平。 

最小区域法：选择此方法，集合框选工具禁用。

校平后，轮廓曲线上、下平行包络线距离最短。 

 适用于几何轮廓的校平。 

两条：源轮廓曲线出现两个矩形套索，套索大

小和位置可以设置。矩形套索所选择的区域即

为校平基准或参考区域。 

 
适用于用户需要指定参考或基准

区域的轮廓曲线。 

2. 选择校平基准区域； 

 

 
1. 集合工具仅在最小二乘法校

平方法下有效。 

2. 套索工具默认为全部选中。

若需选中套索区域内的部

分，则先点击【全部排除】

后，在点击【包括】即选中，

套索内的区域。 

3. 设置 Z 轴原点； 

 

4. 选择校平操作； 

 

差集法：通过原始轮廓与最佳拟合直线之间计

算差集的方式来校平； 

 
适用于坡度或者斜率较小的轮廓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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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法：将最佳拟合直线旋转至水平位置的方

式来校平。 

 
适用于坡度或者斜率较大的轮廓

曲线。 

设置完成后，视图刷新，如下如所示： 

 

5. 设置完成后，点击【应用】，操作结果保存

在可视化工作流中。 

 

镜像 

选择轮廓曲线后，点击数据处理工具栏 按

钮，进入轮廓曲线镜像界面。 

设置镜像操作； 

 

以 X建立镜像：数据以X 轴中心进行对称反转； 

以 Z 建立镜像：数据以 Z 轴中心进行对称反转； 

保持源案例材料的偏移：是否对源案例材料的

偏移量进行镜像。 

设置完成后，视图刷新，如下如所示： 

 

设置完成后，点击【应用】，操作结果保存在

可视化工作流中。 

 
 

 

 

 

 

 

 

 

 

 

 

 

 

 

 

 

 

 

 

 

 

 

 

4.4.2 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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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洞填充 

三维扫描与重建会产生一些扫描不到的空洞区

域，这些空洞区域需要填充完成，即可使用该

功能。 

1. 选择填充方法； 

 

光滑外形：即根据空洞区域邻近的曲线计算出

填充曲线，使得填充后的曲线与原始曲线尽量

的光滑过度。如下图所示： 

 

选择因变数： 

最大：如图填充曲线中的最大。 

 

平均：如图填充曲线高度的平均值。 

 

最小：如图填充曲线高度的最小值。 

 

直线：直接将两点开端点用直线链接，如下图

所示。 

 

2. 选择填充选项 

 

 
1. 仅填充点数小于下面条件的

区域适用于当视图中有多个

非测量区域时，或者被测件

边缘有多个区域为为测量区

域时，用户仅填充某些个未

测量区域。 

2. 放大非测量区域：当非测量

区域附近有异常值时，使用

该功能可以去除异常值。 

3. 设置该区域时，根据实时刷

新的视图调整合适的数值。 

设置完成后，视图刷新，如下如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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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应用】，处理结果保存在工作流中。 

 

设置阈值 

2D 数据处理的【设置阈值】与 3D 数据处理中

的【设置阈值】类似，请参考 3D 数据处理中的

【阈值设置】。 

“阈值设置”（18 页） 

修描 

选中轮廓曲线图，在 2D 数据处理菜单下点击

按钮，进入修描界面。 

1. 设置修描范围； 

 

剖面的全部未测量点：对剖面中所有的非测量

点做相同的修描操作，选中此项后“仅修描非

测量点”不可用。 

由套索确定的区域：选择该功能后，将修描整

个套索区域内部的视图。可以与“仅修描非测

量点”配合使用。选择该功能后，在勾选“仅

修描非测量点”，则只修描套索区域内部的非

测量点。 

放大非测量区域参考孔洞填充。 

“纠正（孔洞填充）”（31 页） 

2. 选择修描方式。 

 

修描方式同孔洞填充方式类似，非测量点为将

所选择区域去除。 

“纠正（孔洞填充）”（31 页） 

3. 设置完成后，点击在操作区域，点击【修描】

按钮，即执行修描操作，同时启用【撤销】、

【全部撤销】按钮。再次设置套索后，点击

【修描】可进行多次修描。 

 

修描前               修描后 

    

4. 以上步骤完成后，点击【应用】按钮，处理

结果保存在可视化工作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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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滤波 

去除形状 

选中轮廓曲线视图后，点击数据处理菜单下的

按钮，进入除去形状视图。 

1. 选择要除去形状的方式。 

 

多项式：拟合最佳的多项式曲线，来去除原始

轮廓、波纹度等，与输入的多项式度数相关； 

圆：根据所选择的轮廓曲线拟合最佳圆，使得

轮廓曲线和拟合圆之间的距离最小。用户可以

自己输入要去除圆的半径。 

2. 通过集合工具，选择区域。 

 

设置完成后，视图实时刷新，如下图所示： 

 

3. 最后，点击【应用】，结果保存在可视化工

作流中。 

 

标准滤波 

选中轮廓曲线视图后，点击数据处理菜单下的

按钮，进入标准滤波视图。 

1. 选择滤波器类型。 

 

2. 设置截止波长。 

 

可以点选，也可以手动输入。 

3. 选择末端效应。 

 

设置完成后，视图实时刷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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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后，点击【应用】，结果保存在可视化工

作流中。 

 

粗度滤波 

选中轮廓曲线视图后，点击数据处理菜单下的

按钮，进入粗度滤波视图。 

1. 设置截止点。 

 

设置完成后，视图实时刷新，如下图所示： 

 

2. 最后，点击【应用】，结果保存在可视化工

作流中。 

 

过滤频谱 

选中轮廓曲线视图后，点击数据处理菜单下的

按钮，进入粗度滤波视图。 

1. 设置截止点。 

 

设置完成后，视图实时刷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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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后，点击【应用】，结果保存在可视化工

作流中。 

 

 

 

 

4.4.4 提取 

提取区域 

选中轮廓曲线视图后，点击数据处理菜单下的

按钮，进入提取区域视图。 

1. 进入该界面后，视图中出现矩形套索。通过

移动和缩放矩形套索来选择提取区域，同时

如下视图中位置坐标刷新。也可以直接在位

置设置框中设置提取区域。 

 

2. 设置完成后选择单位。 

 

3. 也可使用自动区域提取，只需提取区域边缘

至左右两边的距离。 

 

设置完成后，视图实时刷新，如下图所示： 

 

4. 最后，点击【应用】，结果保存在可视化工

作流中。 

4.5 2D 分析工具 

2D 分析都是基于 3D 伪色视图处理后，提取出的轮廓曲线或剖面曲线。包括视图、参数、集

合、结构、频率和功能。 

4.5.1 视图 

可通过校平、镜像 2D 曲线进行位置调整，便于后续的测量分析。 

轮廓曲线 3D 伪色视图经过提取剖面或者提取轮廓后的

结果为轮廓曲线。 



 
 

- 37 - 

SuperView W1 光学 3D 表面轮廓仪 

 

该界面可对曲线的颜色、宽度进行设置。显示

曲线 X、Y 轴的坐标 

过滤曲线 

可视化工作流中选中轮廓曲线视图后，选择分

析工具菜单栏，点击 按钮，进入过滤曲线

设置界面。 

1. 选择显示的曲线、设置曲线颜色、线宽等。 

 

2. 选择滤波器类型 

 

3. 设置截止波长。 

 

4. 选择轮廓曲线末端处理方式。 

 

视图界面实时刷新处理结果，如下图所示： 

 

5. 点击【应用】，处理结果保存在工作流中。 

 

WD 曲线 

可视化工作流中选中轮廓曲线视图后，选择分

析工具菜单栏，点击 按钮，进入 WD 曲线

设置界面。 

1. 选择显示的曲线、设置曲线颜色、线宽等。 

 

2. 设置 WD 限制。 

 

用于显示特定范围的主波纹度曲线。 

3. 设置列表信息。 

 

设置完成后，视图实时刷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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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应用】，处理结果保存在可视化工作

流中。 

 

R&W 曲线 

可视化工作流中选中轮廓曲线视图后，选择分

析工具菜单栏，点击 按钮，进入 R&W 曲

线设置界面。 

1. 选择显示的曲线、设置曲线颜色、线宽等。 

 

2. 设置 R&W 限制。 

 

用于显示特定范围的波纹度曲线或粗糙度曲线。 

3. 设置参数列表信息。 

 

设置完成后，视图实时刷新，如下图所示： 

 

4. 点击【应用】，处理结果保存在可视化工作

流中。 

4.5.2 参数 

参数表 

用于分析轮廓曲线的粗糙度参数。 

1. 设置曲线显示。 

 

2. 表配置 

用于设置视图中参数列表显示信息。 

 

3. 参数设置。 

 

选择所参考的标准，进入参数配置界面。在该

界面选择所要分析的参数后，点击【确定】。 



 
 

- 39 - 

SuperView W1 光学 3D 表面轮廓仪 

 

视图中参数列表中显示所选择的参数值： 

 

4. 点击【应用】，分析结果添加到工作流中。 

4.5.3 几何 

轮廓分析 

在工作流中选中所需要分析的轮廓曲线，选择

分析工具菜单栏，点击 按钮，进入轮廓分析

界面。 

先使用特征工具创建点、线、圆特征，然后使

用标准、形位公差工具进行测量。若是测量前

需要建议坐标系的，使用坐标系选项卡下的工

具建议坐标系。测量数据显示在视图下的坐标

中，如下图所示： 

 

分析完成后点击【应用】，分析结果添加到可

视化工作流中。 

 

滤波设置：本界面可以设置滤波类型和滤波长

度。可选用的滤波器类型有“高斯滤波”“2RC

滤波”“零相位滤波”，一般选用高斯滤波。 

 

风格设置：用来设置轮廓特征、标注特征、形

位公差。 

点击【风格设置】按钮进入设置选项框，风格

设置由轮廓特征、标注特征和形位公差和三个

选项卡。 

分别用来设置特征、标注和形位公差在不同状

态下的画笔状态。 

 

缩放移动工具栏： 

放大：放大显示当前窗口中心位置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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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缩小显示当前窗口中心位置图形。 

局部放大：单击该按钮，用左键框选一个

矩形区域，放大以显示由矩形窗口的两个对角

点所确定的区域。 

 

适应屏幕：缩放以显示当前窗口中的整个

图形。 

移动图形：移动图形的位置，选择此命令

后先在主窗口中按下鼠标左键确定图形的起点，

拖动鼠标到另一位置松开左键确定目标位置。 

X 轴放大：单击鼠标左键，仅 X 轴方向放

大曲线。单击一次放大一次。 

X 轴缩小：单击鼠标左键，仅 X 轴方向缩

小曲线。单击一次放大一次。 

Z 轴放大：单击鼠标左键，仅 Z 轴方向放

大曲线。单击一次放大一次。 

Z 轴缩小：单击鼠标左键，仅 Z 轴方向缩

小曲线。单击一次放大一次。 

分析工具栏： 

特征创建 

测量前用此选项卡下的工具，拟合点、线、源

特征。 

单点：在所需要取点的位置直接单击鼠标

左键创建点特征。 

矩形框取一点：正方形框选框自动抓取图

形点云集中垂点。 

Step1. 鼠标单击该按钮； 

Step2. 根据提示，滑动鼠标中键调整矩形框的

大小； 

Step3. 移动鼠标至目标位置，单击鼠标左键，

即确定了所选取点云集的中垂点。点击鼠标右

键，退出该命令。 

 

自动框选最低点：正方形框选框自动选中

框内数据的最低点。 

“矩形框取一点”（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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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框选最高点：正方形框选框自动选中

框内数据的最高点。 

“矩形框取一点”（39 页） 

 

两线交点：选择该命令后，根据提示选择

两条目标特征直线，即构造出这两条直线的交

点。 

 

线圆交点：选择该命令后，根据提示选择

目标圆和目标直线，即构造出线与圆的交点。 

 

圆圆交点：选择该命令后，根据提示选择

两个目标特征圆，即构造出两个圆的交点。 

 

框选拟合直线：矩形框框选多点来构造线。 

Step1. 选中该命令后，分别单击鼠标左键两

次，确定矩形框的一条边长； 

Step2. 拖动鼠标，使得矩形框框选所需的轮

廓曲线。 

Step3. 单击鼠标，选中目标区域点集，软件

自动根据点集拟合一条直线。 

Step4. 重复 Step1~Step3 再次拟合直线，单击

右键结束操作。 

 

多点拟合直线：连续点击多点（两点以上）

拟合直线。 

 
鼠标点击目标区域附近，软件自

动捕捉最近距离的曲线上的点。 

 

角平分线：构造两条线段的中分线。 

从特征中选中两条相交直线，然后单击鼠标右

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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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线：构造已知特征线段的平行线。 

选择基准特征线段，选择需经过平行线的特征

点，即完成平行线的构造 

 

垂线：构造特征点到特征线的垂直线 

“平行线”（41 页） 

 

两圆切线：构造两特征元素圆的切线。 

“平行线”（41 页） 

 

两点线段：直接用鼠标在图形边缘取两点

测量出一条线段。  

Step1 鼠标移动到直线起始位置，单击，确定

直线第一点。 

Step2 移动鼠标至目标位置，单击鼠标，确定

一条直线。 

Step3 点击右键取消画线，重复步骤 2，确定一

条折线。 

 

单点快速取线：自动点取直线度范围内的

直线。 

 

自动二次取线：用已存在的特征点构造线

段。 

依次选择两个特征点(可选择多个特征点)，最后

单击鼠标右键完成。 

 

B 样条曲线：拟合目标轮廓的 B 样条曲线。 

“多点拟合直线”（40 页） 



 
 

- 43 - 

SuperView W1 光学 3D 表面轮廓仪 

 

扇形框选弧：用扇形框选点拟合弧。 

Step1 输入三点，拖动鼠标，形成扇形框； 

Step2 框选目标区域后，单击鼠标左键，选中

该区域。 

Step3 重复 Step1~Step2 框选其他区域，点右键

拟合圆弧，结束操作。 

 

矩形框选弧：用矩形框，框选一段或多段

数据拟合圆弧。 

 

单击快速拟合弧：自动点取弧度范围内的

圆弧。 

 

 

多点拟合弧：鼠标直接点取多点来拟合成

一个弧。 

 

3 点画圆：单击鼠标三次确定一个圆。 

 

圆心半径画圆：单击鼠标左键，以鼠标得

当前位置为中心点画圆，移动鼠标可确定圆的

大小。 

 
 

标注创建 

水平距离：测量两点垂直于 X 轴之间的距

离。 

Step1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一个特征点； 

Step2 再次单击鼠标左键选择第二个特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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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移动鼠标确定放置标注位置，单击鼠标

左键确定，单击鼠标右键退出命令。 

 

垂直标注：测量两点垂直于 Y 轴之间的距

离。 

“水平距离”（42 页） 

 

对齐标注：测量两点间的直线距离。 

“水平距离”（42 页） 

 

垂线标注：测量特征点到基准线的垂足距

离。  

Step1 单击左键选取基准线； 

Step2 单击左键选择目标特征点（如：圆心、

交点、线段中点、线段端点等）； 

Step3 移动鼠标确定放置标注尺寸位置，单击

鼠标右键退出命令。 

 

两线距离：测量两线的最大值、最小 

值和平均值。 

 

两点连续距离：测量两点之间的轮廓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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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尺标注：以任意一条线段作为基准线去

测量任意两点到该直线垂足点之间的距离。 

Step1 选择一条基准特征线； 

Step2 先后选择两个目标点； 

Step3 移动鼠标到标注放置位置，单击左键确

定，完成测量标注。 

 

线圆距离：测量特征线与圆的最远距离、

圆心距离、最近距离。 

“偏心标注”（45 页） 

以最远距离为例： 

 

角度标注：测量两线之间的夹角。 

选择该命令后，根据提示单击两条已有的目标

特征线，即可标注出俩目标直线的夹角。 

 

X 轴夹角：测量直线与 X 轴之间的夹角。 

 

Z 轴夹角：测量直线与 Z 轴之间的夹角。 

 
 

半径标注：测量特征圆或圆弧的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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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标注：测量特征圆或圆弧的直径。 

 

偏心标注：测量两特征圆之间最远距离、

圆心距离、最近距离。 

Step1 选择俩圆特征； 

Step2 软件弹出【偏心标注】对话框，选择需

标注的项目，点击【确定】。 

 

Step3 移动鼠标至标准放置位置，单击左键，

完成标注。 

 

圆环标注：测量两特征圆之间的圆环距离。 

 

 

坐标标注：测量任意特征点在当前坐标系

下的 X、Y 坐标位置（默认为世界坐标系）。 

 

基点标注：测量以一个点为基准到任意点

之间的直线距离。 

 

基边标注：可连续测量多个特征位置到已

知基准线段的垂足距离。 

 

台阶高：标注台阶上下面之间的距离。 

用矩形框选拟合台阶上下边直线，软件自动标

注两拟合直线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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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槽宽度：沟槽两侧边的距离 

用矩形框选拟合沟槽两侧边直线，软件自动标

注两拟合直线间的距离。 

 

槽深：标注槽顶一点到槽底拟合直线的距

离 

在槽底用矩形框选拟合一条参考直线，然后在

槽顶选择一点，软件自动标注该点到拟合直线

的距离。 

 

沟心距：确定两段拟合圆弧圆心的距离。 

在扫描曲线中两点选择拟合两个圆弧，软件自

动给出两圆弧圆点的距离。 

 

形位公差 

直线度：测量特征元素线的直线度。 

选取被测特征直线，并在主窗口中移动鼠标使

尺寸放到指定位置并单击鼠标左键完成。 

 
当被测线采点越多时，直线度则

越接近产品真实值。 

 

真圆度：测量特征元素圆的圆整程度。 

“直线度”（46 页） 

 

平行度：测量两线的平行偏差值。 

 

同轴度：测量两条直线的同轴度。 

 

垂直度：测量两条线段的垂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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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度：图形的指定位置实际值与理想值

的偏差。 

 

同心度：测量两特征圆的同心度。 

 
坐标系 

设定原点：设定客户坐标系的零点位置。 

两点确定 X 轴：两点确定 X 轴，以 X 轴

来设定客户坐标系。  

Step1 选中该图标，在目标特征位置单击鼠标

左键分别选取坐标的起点、终点； 

Step2 单击【摆放所选图元】，即确定了起点

和终点的连线为 X 轴的坐标系。 

两点确定 Z 轴：两点确定 Z 轴，以 Z 轴来

设定客户坐标系。 

“两点确定 X 轴”（47 页） 

快速直线确定 Z轴：由一条直线确定 Z轴。 

点击该按钮，选择一条直线，即确定了以被选

中直线为 Z 轴的坐标系。 

快速直线确定X轴：由一条直线确定X轴。 

点击该按钮，选择一条直线，即确定了以被选

中直线为 X 轴的坐标系。 

 坐标系组功能一般是结合

【摆正图形】来使用；旋

转坐标系后，带有方向性

的特征和标注会失去原有

的意义，需要重新分析标

注。 

摆正图形：将当前图形旋转至所建立坐标

系的方向。 

Step1. 拟合一条直线； 

“线组功能（框选拟合直线）”（40 页） 

Step2. 将拟合直线设置为 X 轴； 

“坐标系组功能（两点确定 X 轴）”（47

页） 

Step3. 点击【摆正图形】，操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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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测量 

选中轮廓曲线视图后，在分析工具栏点击 按

钮，进入距离测量界面。 

1. 曲线，用于设置曲线装填，颜色、宽度等。 

 

2. 测量设置 

 

可以选择测量点、距离参数。通过设置游标组

数，确定测量对数。在曲线视图中将游标对移

动到测量位置。 

 
鼠标放置于两条游标线中心

位置，可同时移动两条游标

线； 

选中某条游标线，则进移动选

中的游标线。 

3. 设置参数 

 

本界面选择需要计算的参数，被选中的参数显

示在视图中的参数列表中。如下图所示： 

 

4. 点击【应用】，测量结果保存在工作流中。 

 

台阶高度 

选中轮廓曲线视图后，在分析工具栏点击

按钮，进入台阶高度界面。 

1. 曲线，用于设置原始曲线、台阶曲线的状态，

颜色、宽度等。 

 

2. 测量设置 

 

测量条对数：可以测量多个位置或多个台阶的

台阶高； 

 
视图中红色实线用于选择台

阶基准面；黑色虚线用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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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测量的台阶位置。 

3. 设置参数 

 

本界面选择需要计算的参数，被选中的参数显

示在视图中的参数列表中。如下图所示： 
 

4. 点击【应用】，测量结果保存在工作流中。 

 

 

 

 

4.5.4 结构 

孔的面积 

可视化工作流中选择需要进行孔的面积分析的 2D 轮廓曲线，在分析工具菜单下，点击 按钮进

入孔的面积分析界面。视图中有两条套索线用于框线分析区域 

 

参数设置：勾选复选框后，视图列表中将计算该参数。如下图所示： 

曲线：用于设置原始曲线的颜色、线宽和填

充颜色；孔和顶点的曲线颜色。 

测量设置： 

在平均线之下：用套索以外的曲线确定平均

线，平均线之下定义为孔。 

介于条块之间：套索与曲线的交点的连线，

以上部分为顶点，显示为绿色；以下部分为

孔洞，显示为红色。 

在顶线线之下：套索与曲线的交点的连线，

仅计算连线以下孔洞的参数。 

在水线之下：套索与曲线的两交点中，最低

点水平线所确定的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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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应用】按钮，结果保存在可视化工作流中： 

 

4.5.5 频率 

频谱分析 

可视化工作流中选择需要进行频谱分析的 2D 轮廓曲线，在分析工具菜单下，点击 按钮进入频

谱分析界面。移动视图中套索，确定某一位置的频谱参数。 

 

如下图所示： 

曲线：用于设置原始曲线的颜色。 

线性标度：标尺刻度用线性关系表示。 

对数标度：标尺刻度用对数关系表示。 

测量设置： 

应用串口函数：使用窗口函数，避免 FFT

变换的边缘效应。 

缩放因子：横轴缩放比例。 

参数设置：显示参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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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应用】按钮，结果保存在可视化工作流中： 

 

4.5.6 功能 

Abbott 

Abbott 曲线用于标准表面粗糙度的参数指标，通过 Abbott 曲线，我们可以知道距离表面轮廓封顶

的距离所对应的支撑率。 

可视化工作流中选择需要进行 Abbott 曲线分析的 2D 轮廓曲线，在分析工具菜单下，点击 按钮

进入 Abbott 曲线分析界面。 

 

如下图所示： 

显示设置：用于设置边框、标题的颜色和现

况。 

轴设置：设置轴的显示状态。 

曲线设置： 

可以选择是否显示曲线和柱状图； 

可以切换条块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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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应用】按钮，结果保存在可视化工作流中： 

 

RK 参数 

可视化工作流中选择需要进行 RK 曲线分析的 2D 轮廓曲线，在分析工具菜单下，点击 按钮进

入 RK 曲线分析界面。移动视图中套索，确定某一位置的频谱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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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 

 

点击【应用】按钮，结果保存在可视化工作流中： 

 

4.6 同步分析 

同步分析仅对 3D 视图有效，在 3D 视图下，选择目标区域，使得分析更加直观、便捷。 

曲线：用于设置曲线颜色、曲线宽度、填充

颜色。 

滤波器： 

选择滤波器类型和设置截止波长。 

末端效应： 

裁剪末端：滤波的表面比源表面少一个截止

波长； 

管理末端：滤波的表面与源表面大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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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参数 

参数 

参数分析主要用于被测件的表面粗糙度的参数分析，内置了 ISO、DIN、GB、ASME、JIS 常用标

准。 

选中 3D 视图后，在同步分析菜单下，点击【参数表】按钮进入参数分析界面，如下图所示。 

 

在参数设置栏点击相应的标准，进入参数设置界面。 

 

① 选择分析参考标准；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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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选择需要计算的参数，分别切换到对应的选项卡，选择所需参数； 

③ 设置计算时的参数指标； 

④ 计算参数列表。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视图列表中计算出所设置的标准，如下图所示： 

 

4.6.2 同步分析 

台阶高度 

同步分析下的台阶高度的测量是在 3D 视图的模式下分析，用户可以很直观的选择分析区域。 

工作流中选中 3D 视图后，在同步分析菜单栏下，点击【台阶高度】按钮，进入台阶高度分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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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 3D 视图中的测量套索尺到目标位置，轮廓曲线视图区域出现了 2D 剖面视图。将红色基准条

块移至基准平面位置，移动条块的左右线可以设置条块的宽度，移动套索到测量平面的位置。参数

列表中实时显示当前所选择的台阶参数。 

 设置时，红色条块的宽度占总基准面宽度的约 2/3 即可。 

孔面积 

同步分析下的孔的面积的测量是在 3D 视图的模式下分析，用户可以很直观的选择分析区域。 

工作流中选中 3D 视图后，在同步分析菜单栏下，点击【孔的面积】按钮，进入孔的面积分析界面。 

 

移动 3D 视图中的测量套索尺到目标位置，轮廓曲线视图区域出现了 2D 剖面视图。2D 视图中虚线

套索之间的区域为测量区域。测量设置和参数设置与 2D 中孔的面积相同，请参考 2D 分析工具中

孔的面积。 

“2D 分析工具（孔的面积）”（49 页） 

距离测量 

同步分析下的距离测量是在 3D 视图的模式下分析，用户可以很直观的选择需要测量的剖面距离。 

工作流中选中 3D 视图后，在同步分析菜单栏下，点击【距离测量】按钮，进入距离测量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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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 3D 视图中的测量套索尺到目标位置，轮廓曲线视图区域出现了 2D 剖面视图。2D 视图中虚线

套索之间的区域为测量区域。 

测量设置：可以选择点测量、也可以选择距离测量。游标组数用户设置套索对数，可以同时测量剖

面上多个位置的距离。 

参数设置：用于选择需要计算的参数，选择后，显示在视图中的参数列表中。 

4.7 一键分析 

一键分析功能可以大大简化用户分析同类被测物体的步骤。先保存一个模板方案，下次再进行同类

的分析时，至需要点击所保存的模板按钮，就得到了分析结果。主要包括模板方案的保存和管理。 

4.7.1 保存方案 

首先对某个文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分析处理结果将保存在工作流中。完成后，点击 保存方

案，进入保存方案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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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方案名称、描述、添加图标，设置完成后，将在工具栏增加刚添加的模板方案。当不加载图标

时使用默认的图标。 

 

使用一键分析时，在工作流中选择待分析的视图直接点击相应的图标，即按照模板文件完成数据处

理分析。 

4.7.2 管理方案 

管理方案用于管理用户自定义添加的模板方案，可导出、导入、删除和修改方案。系统默认的两个

分析方案不可以进行删除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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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测量实例 

5.1 台阶高测量 

5.1.1 测量流程图 

 

 

 

 

 

 

 

 

 

 

 

 

 

 

 

 

 

 

 

 

 

 

 

 

 

 

 

 

 

 

 

 

 

 

 

 

 

 

 

 

 

 

 

 

 

 

 

 

 

 

 

否 

启动机器、打开软件 

“打开和关闭”（1 页） 

将被测件放置于工作台，Z 轴向下移动至接

近被测件表面，设置 ZSTOP 值。 

调节焦点。 

“运动控制（调焦）”（8 页） 

确认运动电机、扫描电

机、XY 载物台和电控转

盘正常是否连接？ 

是 

确认各连线是否正常，是否有松

动。或者重启机器或软件。 

测量设置。设置完成后，开始扫描。 

“测量控制”（9 页） 

扫描完成后，分析软件可自动启动。 

“分析软件”（12 页） 

 

 
调焦时，若发现当前镜头视

场范围不够时，切换较小倍

率的镜头；若发现当前镜头

不能观察到所需的产品表

面的细节时，切换到较大倍

率的镜头。 

 

 
台阶高扫描范围设置时，需

要需要包含台阶底部和台

阶顶部的干涉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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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分析过程 

 

 

 
 

 

 

 

 

 

 

 

 
 

 

  

校平 

方法：最小二乘法 

操作：通过差集 

设置阈值 

设置材料比率 

同步分析 

台阶高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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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硅晶片测量 

5.2.1 测量流程图 

 

 

 

 

 

 

 

  

否 

启动机器、打开软件 

“打开和关闭”（1 页） 

将被测件放置于工作台，Z 轴向下移动至接

近被测件表面，设置 ZSTOP 值。 

调节焦点。 

“运动控制（调焦）”（8 页） 

确认运动电机、扫描电

机、XY 载物台和电控转

盘正常是否连接？ 

是 

确认各连线是否正常，是否有松

动。或者重启机器或软件。 

测量设置。设置完成后，开始扫描。 

“测量控制”（9 页） 

扫描完成后，分析软件可自动启动。 

“分析软件”（12 页） 

 

 
硅晶薄片测量时对环境气

流较敏感，测量时尽量减少

气流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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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分析过程 

 
 

 
 

 
 

 

  

校平 

校平方法：最小二乘法 

校平操作：通过差集 

Abbott 曲线 

校平方法：最小二乘法 

校平操作：通过差集 

同步分析 

参数表 



 
 

- 65 - 

SuperView W1 光学 3D 表面轮廓仪 

5.3 轮廓测量 

5.3.1 测量流程图 

 

 

 

 

 

 

 

  

否 

启动机器、打开软件 

“打开和关闭”（1 页） 

将被测件放置于工作台，Z 轴向下移动至接

近被测件表面，设置 ZSTOP 值。 

调节焦点。 

“运动控制（调焦）”（8 页） 

确认运动电机、扫描电

机、XY 载物台和电控转

盘正常是否连接？ 

是 

确认各连线是否正常，是否有松

动。或者重启机器或软件。 

测量设置。设置完成后，开始扫描。 

“测量控制”（9 页） 

扫描完成后，分析软件可自动启动。 

“分析软件”（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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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分析过程 

 
 

 
 

 

 

 

 

  

提取剖面 

轮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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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软件升级及技术支持说明 

 

 

 

 

全天候免费技术支持 

保修期内免费软件升级，终生软件服务 

保修一年、终生维护 

客户求助 1 小时内响应 

现场维修，72 小时内人员到位 

 

 

 

 

 

 

 

 

 

联系方式： 

生产厂商：深圳市中图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学苑大道 1001 号智园 B1 栋二层 

工厂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石龙社区工业二路惠科平板显示产业园 7 栋一楼 

客户服务热线：0755-83318191  18129955008 

传 真：0755-83311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