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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on foundation pit engineering is related to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so the certain requirements 
for its construction quality. By carrying out monitoring engineering, master the parameters of the foundation pit, effectively avoid 
the displacement and deformation of the foundation pit, and ensure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quality. In the aspect of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measurement, advanced displacement measurement technology is introduced, select appropriate methods and control 
the error,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measurement, obtain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data information, and provide a certain basis for 
foundation pit monitoring. In the research work of this paper, we mainly analyze the common instruments of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measurement, and some effective measurement countermeasures and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reference of 
foundation pit monitoring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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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基坑工程关系到建筑工程的顺利推进，因此对其施工质量提出的一定要求。通过开展监测工程，掌握基坑的各项参
数，有效规避基坑位移变形等情况，保障整体的建设质量。在水平位移测量方面，引进先进的位移测量技术，选择合适方
法并控制误差，提高测量的精确度，获得全面详细的数据信息，为基坑监测提供一定依据。在论文的研究工作中，主要分
析水平位移测量常用仪器，提出几点有效的测量对策和质量控制措施，以供基坑监测工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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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城市的各项建筑工程中，基坑监测工作尤为重要确

定基坑位移变化的情况和范围，研究变形机制，采取适当的

预防措施。因此建筑工程需要提高重视引进先进的仪器设备

开展水平位移测量工作，获得详细全面的数据并做好整体记

录工作，反映基坑结构的位移变化情况，为下一步施工提供

参考依据。因此在具体工程中，需要选择合适的水平位移测

量方法，布设合理的监测点和监测网，开展阶段性监测工作，

获得详细的数据绘制位移变化图，及时发现其中的问题，排

除隐患，提高基坑工程的建设质量。

2 水平位移测量常用仪器

在建筑基坑监测工程中开展水平位移测量工作，使用

全站仪进行观测，监测方法是小角度法和视准线法。在监测

工作中，需要在监测区域附近合理布设基准点，加强基础建

设，确保所有监测点处于通视状态，才能开展全面有效的监

测工作。这一特点也增加了监测工作的局限性，如果不处于

同一平面，难以开展有效监测。短时间内无法有效保证监测

效果，观测时间被大幅度的拉长，会影响整个工程的施工进

度。因此随着信息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水平位移测量仪器性

能不断优化，也衍生出了新技术新设备。可以使用智能型全

站仪、测斜仪、测距仪等各种仪器，并融入一些新技术，实

现传统监测模式的创新。智能型全站仪采用的是坐标法为基

础，对监测点的坐标直接测量，不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1]。

如果测量不同方位的水平位移情况，不需要搬站，测量十分

便捷，能够一次性的完成所有监测点的测量工作，缩短了观

测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能够获得更加精确的测量数据

掌握水平位移情况，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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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站仪位移监测示意图

3 建筑基坑监测工程中的水平位移测量对策

3.1 做好前期规划准备工作
开展基坑监测的水平位移测量工作，首先需要按照规

范要求选择合适的仪器设备，设置水平基准点网，这也是开

展监测工作的重要依据。考虑基坑的变形范围将水平基准点

网设置在范围以内，不会受到施工干扰，而且靠近被监测的

目标，实现全面覆盖，设置好基准点的数量，至少要大于 3

个 [2]。其次要检查水平位移的相关仪器设备交由计量部门检

验合格后在现场进行固定，规范具体操作，减少测量误差。

第三在测量工作中可根据仪器设备的构造原理，明确仪器设

备可能会造成的误差情况，采取适当的测量方法。在测量工

作中，往往利用点位误差椭圆对布网方案进行精度分析。因

此点位误差椭圆要正确摆放。在测量工作中正确摆放误差椭

圆，使误差椭圆短轴尽量垂直于基坑边线，获得这一变化量，

从而掌握误差是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3.2 水平位移监测方法
开展水平位移监测工作，选择适当的监测方法，包括

测小角法、视准线法和单站改正法等多种方法。

3.2.1 测小角法
测小角法需要将基准点的位置设置在基坑能够影响到

的范围之外。监测点的位置与基准点的位置连接成一条直

线，在这条连线上选择一个零点，这个零点要在大于 100 米，

小于 200 米的范围内。在测量工作中使用全站仪对不同时

间段内监测点和基准点与零方向之间形成角度的变化情况，

根据这一变化值来确定基坑在水平方向出现的位移情况 [3]。

该方法应用比较简单，但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开展测量工

作，否则会影响监测结果的准确性。但实际的应用中可以根

据基坑的实际情况来调整监测方案。在影响范围外选择一条

或两条边，作为基准边，然后再选择进行监测工作的基点架

设一个导线，选择合适的基准点和监测点开展监测工作，计

算未知数据与原有数据对比分析，从而掌握变化情况。

3.2.2 视准线法
视准线方法主要是连接两个固定点，将这一条连接线

作为基准线测量观测点与基准线之间的距离数据，从而开展

监测工作，掌握深基坑监测点的偏离情况，获得详细数据信

息，为深基坑的水平位移修正提供一定的参考 [4]。该方法具

有良好的应用成效，因此广泛应用于深基坑的监测工作中，

不过也有一定的缺陷，如果视准线的距离比较长，可能导致

误差超出可控范围，无法确保监测数据的精度。在外界环境

中也存在诸多影响因素，导致变形值的测量范围受到限制。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采取适当措施，规范仪器设备的操作

过程，有效控制误差。在测量时选择合适的天气和环境因素，

控制好准线的距离，提高监测的精确度，掌握水平位移的情

况，保护深基坑的稳定性。

3.2.3 单站改正法
单站改正法是对测小角法进行合理修改解决该方法的

局限性，将观测点设站法与测小角法结合应用形成单站改正

法。测小角法有很多观测手段，但是会受到空间的限制。这

种方法只需要仪器一次设站加改正值，就可完成数个位移观

测点的位移量计算，可以解决位移观测点无法设站的问题，

因此称为单站改正法 [5]。例如可以在墙上选出两个标志点通

过测量基准点与两个标志点之间的夹角情况，从而计算出基

础点的位移情况，进而可以计算出基础点横向位移的数值。

通过基础点和一个标志点与观测点之间形成夹角的测量工

作，可以得出观测点横向位移情况。该方法的应用可以减少

深基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使水平位移测量更加稳定全面。

3.3 观测数据处理
在测量工作结束后，要对数据进行适当的处理。首先

进行观测成果测站平差，主要的目的是根据测站上观测成

果，求出各个监测点方向和距离的值，从而计算出方向值距

离值的中误差，评定观测成果质量。结合相关公式进行计算，

可以获得相关数值信息，明确基坑各点位的坐标及变化情

况，可以绘制变化曲线，使大家了解在施工过程中基坑发生

的水平位移情况，为后续工作提供重要依据。在测量过程中

数据是不断更新的，可以将监测频率控制在每一天一次或每

两天一次，监测结束后上传的数据要及时处理，绘制曲线图。

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采取适当措施，保障基坑的质量和施工

的安全性。

3.4 减小误差措施
在测量工作中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导致水平位移测量

数据存在误差，如果超出合理范围，会影响到测量工作的效

率，影响工程的施工进度。目前使用的仪器设备有着较高的

精度误差控制，性能良好，符合水平位移测量的工作需求。

然而一般来说，监测过程长达数月，时间跨度长，施工进度

缓慢，仪器设备的使用次数可能高达百次以上一些比较小的

仪器设备通过多次使用后，误差超出了能够控制的范围，仪

器设备误差、温度误差等影响水平位移测量工作的质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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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选择合适方式，有效控制误差。在测

量时可以采用正反测取平均值的方式，消除仪器系统误差。

测量时标记仪器正测方位，右转 180°作为反测方位进行正

反测取其中的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而解决温度误差，在测

量前测量仪保存在仪器箱内，斜测仪与斜测管内水温并不相

同。针对这一情况可以将斜测仪放置在斜测管内，20 分钟

左右，使仪器与管内水温保持一致。在全站仪的测量工作中，

根据精度划分不同的等级。每个等级针对的全站仪使用要求

不一。在具体测量工作中，根据精度要求选择合适的测量

方式。

3.5 提交资料
完成观测工作后，整理各类数据资料，计算各观测点

位的位移量绘制成果表及位移报表提交给相关单位。完善的

观测资料可以及时准确地反映出基坑支护结构的位移变形

情况，为工程单位提供参考依据，采取适当的方式解决位移

情况，排除隐患问题，提高基坑支护结构的稳定性，确保施

工的安全性。

4 建筑基坑监测工程中的水平位移测量的质
量控制措施

4.1 掌握水平位移测量的要点
开展基坑监测工作获得全面精确的水平位移测量数据，

需要加强测量过程的质量控制工作，掌握各项要点。首先要

严格控制好深基坑的开挖支护等施工操作。由于受到地质条

件，施工条件，外界因素等各种情况影响下，很难预测基坑

施工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因此要加强对施工的控制工作，针

对深基坑的情况制定重点的监测计划，选择合适的监测点。

其次，控制监测频率。如果深基坑的支护和周围环境出现问

题，要提高监测频率，仔细观察现场情况。在监测过程中，

当累积位移量达到报警值时，需要立即叫停施工，撤离施工

人员，并向上级汇报，采取适当措施，避免基坑发生大位移

的情况，解决问题，排除隐患，才可继续开展基坑内的施工。

4.2 做好测量结果的监测记录
在基坑监测工作中，要准确记录整个监测过程，收集

整理各项资料，上传系统，形成专门的档案，从而掌握水平

位移测量情况。在确定了水平位移测量方法后，安排专门

人员合理划分职责，督促工作人员按照技术规范采取测量方

法。并对整个过程进行详细记录，包括测量时间、测量点位、

测量频率等诸多信息。在使用水平位移测量技术时，要画好

相应的观测示意图并进行记录，计算各种线差和闭合差，整

合详细的数据资料，确保测量工作顺利开展。通过准确记录

形成完善的测量报告，可以掌握该阶段基坑水平位移情况，

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其中隐患。

4.3 提高监测人员的综合素质
监测人员的整体素养，关系到水平位移测量工作的整

体质量，因此需要建筑工程引进专业人才，做好现有人员的

培养，开展监测工作的人员，必须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体系，

学会使用各种仪器设备参与到监测工作中。在实际监测的过

程中，也督促监测人员遵守相关技术标准，规范约束自身的

操作，减少各种误差的出现提高仪器设备测量精度，获得全

面的测量信息，掌握水平位移的情况。定期开展培训工作，

要求监测人员合理使用仪器设备并进行维护保养工作，发挥

仪器设备的精度和工作人员的优势，确保水平位移测量工作

顺利进行或者取更具有代表性的信息，了解基坑位移情况。

通过多种措施的落实，排除施工中的影响因素，提高监测

效率。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建筑基坑监测工程中，可以借助先进的

仪器设备开展水平位移测量工作，不过此前要进行现场调查

工作，选择合适的测量方法进行合理布局确定监测点的点位

数量，优化监测网的布设。在监测工作中选择测小角法和视

准线法等多种方法，可以获得相应的数据信息，通过计算掌

握基坑位移的情况。分析引起水平位移的原因，采取适当措

施解决问题，规避位移风险。为基坑支护和施工提供一定保

障。在今后施工中也需要合理应用水平位移测量技术获得精

确度较高的数据，信息分析基坑情况，保障深基坑施工的安

全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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