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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s to explore the measurement precision control in building construction method, improve the measurement accuracy in building 
construction. The study is divided into four main aspects, respectively, measuring instrument precision control, construction 
setting accuracy control and elevation precision control, through the above several aspects, will provide a complete set of building 
construction measurement accuracy control metho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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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旨在探讨房屋建筑施工中测量精度控制的方法，提升房屋建筑施工中测量精度。研究分为四个主要方面，分别是测量仪器
精度控制、平面测量精度控制、施工放样精度控制以及高程精度控制，通过对以上几方面的研究，将提供一套完整的房屋
建筑施工中测量精度控制的方法，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的提升和施工过程的优化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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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房屋建筑施工中，测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它

直接关系到工程质量的控制和项目的顺利进行。然而，由于

建筑施工过程中存在各种复杂的因素和环境条件，如地形地

貌的不规则性、施工现场的复杂性等，导致测量精度控制变

得尤为重要和困难。为了确保房屋建筑工程的精确性和可靠

性，研究者们一直致力于寻找和探索各种测量精度控制的方

法。本研究旨在对房屋建筑施工中测量精度控制的方法进行

深入研究和探讨，以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2�测量仪器精度控制

在房屋建筑施工中，测量精度的控制对于确保建筑物

的准确性和质量至关重要。测量仪器的精度控制是确保测量

结果准确的关键一步。研究中提到了几种测量仪器及其精度

控制要点，如管水准器、垂准仪、全站仪和经纬仪。

在管水准器的使用中，选择符合规格要求的仪器非常

重要。根据研究，选择的管水准器偏离位置不应超过 1 格，

这是确保精度达到标准检验的指标。此外，管水准仪的垂准

也是关键，它需要保证垂直测量的准确性 [1]。

对于垂准仪，研究强调了其对中器的误差要求。这里

提到，对中器的误差须小于 1mm，这保证了垂准仪在实际

使用中的准确性。

全站仪和经纬仪在测量精度控制中也有关键作用。研

究中提到，全站仪和经纬仪的误差不应超过 2mm。这意味

着在施工测量中，这些仪器的测量结果应该在该范围内，以

保证建筑物各部分的准确布置和定位。通过选择合适的仪

器、进行准确的校准和遵循严格的误差要求，可以保证测量

结果在允许范围内，从而确保建筑物的质量和准确性 [2]。

3�平面测量精度控制

3.1�测量精度等级划分
①对于施工面积超过 1000m2 的项目，测量人员被要求

在施工区域建立精度等级一级以上的控制网。这意味着在控

制网中，闭合导线的长度不应超过 6000m，边的数量限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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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12 条，且平均每条边的长度为 500m。在这种情况下，

测量结果中的误差应该能够被控制在 15mm 以内，以确保

在大规模项目中的测量精度。

②对于施工面积小于 1000m2 的房屋建筑施工，相应的

控制网要求有所调整。闭合导线长度限制在 3600m 以内，

边的数量不应超过12条，且平均每条边的长度在 300m 以下。

这种调整旨在适应小规模项目的测量需求，确保测量结果的

可靠性和准确性。

③在小规模房屋建筑施工中，当房屋建筑测区测图的

比例尺为 1 ∶ 1000 时，控制网的边长可以适度放长，但不

能超过原有长度标准的 2 倍。此外，虽然导线长度有所缩短，

但仍需特别关注导线边数的控制。控制网中各结点之间的长

度应保持在既有标准的 0.7 倍以内，以确保测量精度不会受

到严重影响 [3]。

3.2�布设控制网
首先，控制网的布设需要基于测量精度等级的要求来

进行。根据项目的规模和特点，确定合适的精度等级，并根

据要求选择适当的测量仪器和方法。控制网的布设应覆盖

整个施工区域，以确保各个测量点都能够被准确的定位和测

量。控制网中的控制点需要根据建筑物的布局和设计图纸的

要求进行设置，确保每个关键点都能够被测量到。

其次，布设控制网需要关注闭合导线的长度、边数以

及导线之间的几何关系。控制网的闭合导线长度应符合测量

精度等级的要求，以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边的数量也

需要控制在规定范围内，以保证控制网的结构稳定性和可靠

性。导线之间的几何关系需要严格遵循要求，以防止出现不

必要的误差和偏差。

3.3�控制网精度要求
控制网的精度要求在房屋建筑施工中具有重要意义，

它直接影响着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建筑物的质量。在这一背

景下，使用二等 GNSS 静态测量技术以及进行三维无约束

网平差计算是常见的方法，能够有效地控制控制网的精度。

具体精度要求见表 1。

首先，使用二等 GNSS 静态测量技术可以提供相对较

高的测量精度。这种技术基于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

能够准确测量控制点的空间坐标，从而为控制网的布设和测

量提供可靠的基础。由于二等 GNSS 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控制网中各个控制点的准确性，进而

影响整个建筑施工过程的精度控制。

其次，三维无约束网平差计算是对控制网测量结果进

行处理的重要方法。通过将各个控制点的测量数据进行平差

计算，可以消除测量误差并得到更准确的坐标信息。椭球空

间网平差计算的误差相对较小，点位平均中误差在 5.4mm，

这表明该方法能够有效地提高控制网的精度，进而保障建筑

施工的准确性。

表 1�控制网精度要求

4�施工放样精度控制

4.1�桩基础施工
针对施工放样精度控制，不同的复杂度级别对控制点

的位置误差有不同的要求。对于一级控制点，其位置误差

被限制在小于 2mm 以内，这要求在施工过程中确保控制点

的测量和定位准确无误，以保证建筑的基础稳定性和垂直

性。对于二级控制点，其位置误差的要求稍宽松，应小于

3mm。这些误差限制在施工放样过程中有助于确保建筑的

稳定性和垂直度。

在土方开挖过程中，确定中边线的初始位置是至关重

要的。测量精度的要求在这个阶段更是关键，因为不准确的

初始位置可能会导致后续建筑的偏差。确定位置的深度需要

小于 5cm，这要求测量人员在开挖过程中对地面位置进行精

确的控制，以确保初始位置的准确性。

综上，施工放样精度控制在桩基施工中扮演着至关重

要的角色。根据施工复杂度的不同，选择合适的控制点精度

要求，有助于确保建筑物的稳定性和质量。土方开挖过程中

的初始位置确定同样需要特别关注，确保深度小于 5cm 的

要求，以确保建筑的基础准确性。

4.2�平面施工
在平面施工测量精度控制中，需要特别注意定位轴线

位置的确认，以确保建筑的布局和尺寸的准确性。实际设置

的轴线与计划方案的误差限制在小于 2mm，这有助于确保

建筑物的各个要素能够按照设计方案精确的定位。同时，定

位点的误差不应超过 3mm，这要求在定位点的测量和设置

过程中保持高度准确，以防止可能的偏差。

垂准仪的投射高度设置也是控制测量精度的关键环节。

垂准仪的投射高度不可超过 20cm，以确保垂直测量的准确

性。此外，控制线的位移距离也须限制在不超过 3mm，以

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误差和偏差。对于建筑高度在 30m 以下

的情况，平面控制点在投测过程中的位移量应小于 5mm，

而在 30m 以上的建筑施工中，平面控制点的位移需控制在

10mm 以内。

综合以上内容，平面施工测量精度控制需要在定位轴



40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7 卷·第 16期·2023 年 08 月

线、垂准仪投射高度、控制线位移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

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确保测量结果的精确性，以保障建筑物

的布局和尺寸与设计方案的一致性。通过合理的控制和限

制，可以有效地提高平面施工测量的精度，从而保证建筑质

量和施工效率。

4.3�高层施工
在高层施工中，精确的测量控制方法是确保建筑物稳

定性和准确性的关键。两个重要的控制方法包括中轴线测量

以及借助经纬仪进行施工放样工作的精度控制方法。

首先，中轴线测量是高层建筑施工中的重要环节。中

轴线测量旨在确保建筑物的垂直和水平方向的准确性。通过

使用高精度的测量仪器，如全站仪等，测量人员可以在建筑

物高度的不同层次上测量中轴线的位置。在测量过程中，需

要关注仪器的校准和定位，以及避免外界干扰。此外，将测

量结果与建筑设计图纸进行对比，确保中轴线的实际位置与

设计一致，从而保障建筑物垂直和水平方向的精确性。

其次，借助经纬仪进行施工放样工作是另一个关键的

精度控制方法。经纬仪可以提供高精度的角度和方向测量，

从而在施工现场实现精确的定位和放样。在放样过程中，测

量人员需要根据设计图纸的要求，使用经纬仪确定建筑物各

个要素的准确位置。通过精确的角度和方向测量，可以确保

放样点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同时，应密切注意仪器的校准和

环境影响，以确保测量结果的可靠性。

高层施工的精度测量控制方法中，中轴线测量和借助

经纬仪进行施工放样工作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合理的

仪器使用、校准和环境考虑，这些方法可以确保建筑物的垂

直性、水平性以及各个要素的准确布置，最终提升建筑的质

量和稳定性。

5�高程精度控制

5.1�布设控制点位
高程精度控制在建筑施工中至关重要，确保建筑物的

高度和地基等参数的准确性。布设控制点位是高程精度控制

的核心措施之一，对于控制点位的布设需要综合考虑距离限

制、数量要求以及与建筑物的关系。

首先，根据规定，各高程控制点之间的距离不得超过

1000m，并且需要与房屋建筑保持至少 25m 的距离。这个

限制旨在确保控制点之间的测量距离适中，避免长距离测量

引入的不确定性。同时，与建筑物保持一定距离也可以减少

建筑物振动等因素对高程测量的影响，保证测量结果的稳定

性和可靠性。其次，为了保证高程控制的准确性，规定了高

程控制点的数量至少为 3 个。这是为了在进行高程测量时能

够进行交叉验证，以排除任何可能的误差。通过多个控制点

的测量，可以更好地确保高程测量的精确性，减少异常值的

影响。

综合分析，布设高程控制点位需要综合考虑距离限制、

控制点数量以及建筑物等因素。合理布设控制点可以提高高

程测量的精确性和可靠性，从而确保建筑物的高度和地基参

数的准确性。通过精心规划和布局，可以为建筑施工提供可

靠的高程参考，保障建筑物的稳定性和质量 [4]。

5.2�高程测量精度控制方法
在高程测量的精度控制方法中，引测方法是一种常用

的手段，用于校验高程控制点的准确性。此法可以帮助确认

控制点的高程精度，从而确保建筑物的高度和地基参数的准

确性。首先，引测方法涉及到对已知高程点的测量，然后使

用这些已知点来校验高程控制点的精度。在进行校验时，控

制点的位置偏差应保持小于 3mm。这要求在实际测量过程

中，控制点的位置与其在设计或计划中的位置之间的误差要

被控制在非常小的范围内，以确保高程测量的准确性。其次，

引测方法还涉及抄测高度数据。在进行抄测时，高度数据的

误差需要被限制在 30mm 以内。这确保了从已知高程点引

测的高程值与实际高程控制点的测量值之间的一致性，从而

避免由于测量误差引起的高程偏差。

此外，为了提高高程测量的可靠性，测量人员需要在

建筑物的外侧设置 1m 的线。这条线可以用作参考线，帮助

测量人员在测量过程中保持一定的水平和垂直方向，从而提

高测量的精度和一致性。引测方法是一种有效的高程测量精

度控制方法。通过对已知高程点的测量和高度数据的校验，

可以确保高程控制点的准确性。在实际操作中，合理设置

参考线等措施也能提高测量的可靠性，保障建筑物的高程

精度。

6�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科学的仪器使用、精确的测量技术和

合理的控制措施，可以提高建筑施工的准确性和一致性，确

保建筑物的稳定性和质量。然而，在实际施工中，还需要考

虑现场环境、人力因素等诸多因素，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测量

精度控制方法，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建筑施工质量和效率，本

研究对于房屋建筑施工领域的发展和提升具有积极的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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