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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通常情况下，在建筑工程建设中，测量工作的有效落

实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关单位需要对其进行深入分析，而

在具体实施该项工作时，首先需要分析产生测量误差的主

要原因，并根据具体原因制定控制措施，确保能够对其测

量误差进行有效控制，使其测量结果具有更高的精确性，

为项目决策提供充分的参考意义。

2 建筑测量出现误差的主要原因

在进行建筑工程测量时，测量人员专业素质是导致出

现测量误差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具体进行建筑工程施工时，

部分测量人员在参与工作之前，没有经受系统培训，专业

技能和专业知识存在一定的不足，在具体落实建筑工程测

量时，测量方式缺乏专业性，导致测量结果出现不同程度

的误差，进而对其整体工程建设造成很大影响。与此同时，

测量人员在具体落实建筑测量时，如果没有对设备准确性

进行科学验证，则会使其工程构造出现重大错误。一般情

况下，测量设备普遍为光学设备，潮湿天气和自然条件会

对其造成很大影响，使其整体测量数据缺乏准确性，所以

在具体实施测量与定位之前，需要全方位校准测量设备，

确保工程测量数据具有更高的准确性，确保能够更为高效

地落实各项工作，但是在现阶段具体进行项目施工时，部

分测量师在测量之前并没有检查各项设备，则会使其存在

很多安全隐患，必须进行严格排查。与此同时，部分测量

企业没有对测量设备进行有效养护，导致设备使用时间无

法得到有效保障，对其测量效果造成很大影响。

3 测量误差控制策略

3.1 提升测量人员素质
建筑测量企业在开展日常工作时，需要对相关人员学

习测量知识创造良好环境，确保测量人员具有更高的专业

素养，进而打造专业测量团队，同时，还需要借鉴其他企

业的先进经验，科学制定宣传手册，确保测量工作人员具

有更为丰富的专业知识，对测量工作人员进行测量工作体

系的合理构建和科学完善，确保工作人员具有更高的测量

实力 [1]。与此同时，企业还需要定期组织测量人员参与专业

培训活动，并结合实际工作需求进行测量培训内容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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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确保能够实现培训教学质量的有效提升，进而保证测

量人员具有更高的职业素养。同时，建筑企业还需要利用互

联网平台开展培训教学，确保测量人员可以随时参与培训，

从而实现培训效果的有效提升。除此之外，在现代科技发展

中，测量知识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建筑企业需要堆积测

量知识内容进行科学调整，确保测量工作人员具有更高的学

习质量。最后，建筑测量人员在参与具体工作时，需要积极

承担自身责任，对其测量工作方法进行深入研究，确保能够

充分掌握测量技术，使其具有更高的测量技能，进而确保测

量工作具有更高的准确。

3.2 规范使用测量仪器
首先，需要合理设置测量仪器，在具体落实工程测量

工作时，需要尽量选择在地表坚硬，地势平坦和地形开阔的

地面上安装相关仪器，同时，还需要尽量避开车流和人流，

避免对其仪器使用效果造成不良影响 [2]。

其次，还需要对其工程测量仪器进行科学矫正，相关

人员需要严格基于测量工作规定和仪器使用标准全面校正

测量仪器，并对其进行科学检验，确保能够及时发现测量仪

器的隐患和问题，进而保障工程测量仪器具有较高的精度，

避免出现重测或窝工等问题，使其材料和人类的损失与浪费

得到有效控制。

最后，还需要对工程测量仪器进行专业养护，此时，

建筑测量企业需要针对检测仪器设置专业管理人员，定期检

查相关仪器，同时，还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同时，管

理人员还需要对其各项仪器的应用信息和维护保养进行有

效的记录，确保管理工作具有更高的规范性。

3.3 完善测量管理体系
首先，需要科学建立管理制度，建筑测量企业在实施

具体工作时，需要进行管理制度的科学建立，确保能够对测

量人员的工作行为进行合理规范，进而保证有序推进建筑测

量工作，从而实现测量工作效果的有效提升，同时，测量企

业还需要进行用人制度的科学构建，确保建筑测量人员在工

作中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价值。

其次，还需要对测量过程进行全程管理，一般情况下，

建筑测量工作具有相对较多的工作内容，建筑企业需要对

其测量工作进行综合考虑，同时，还需要进行建筑测量方案

的合理构建，确保能够有效开展各项测量工作 [3]。同时，建

筑企业还需要对其各项工作进行严格监管，在具体进行建筑

测量工作时，如果测量人员的工作流程出现问题，则会使其

产生一定的测量误差，因此，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需要对其

工作行为进行合理纠正，确保相关单位具有更高建筑测量水

平。总之，建筑企业需要对其测量过程进行严格监测，确保

能够实现建筑测量质量的有效提升。

最后，还需要对测量人员制定绩效考核制度，为了确

保建筑测量人员对其工作内容具有更高的兴趣和更大的工

作活力，相关企业需要进行绩效考核机制的科学制定。与此

同时，如果测量人员初入职场，工作经验相对缺乏，测量企

业需要对其进步程度和工作态度进行专业评价，并以此为基

础进行绩效考核，确保相关人员对建筑测量工作具有更大的

自信心。总之，建筑测量企业必须针对测量人员具体情况，

科学制定绩效考核制度，确保能够实现绩效考核水平的全面

提升。

3.4 合理优化细部放样
首先，从预留洞口将控制轴线牵引到各个楼层，同时，

还需要将轴线位置放出，在具体进行传导工作时，还需要有

效的负荷和记录四个控制点，并对四个点的角度和距离进行

科学测量，确保能够高度满足相关标准。

其次，需要根据轴线控制位置进行墙柱位置的放样，

同时，利用尺寸线进行墙柱钢筋位置的检查，确保能够及时

进行纠偏作业，进而保证可以使其模板位置及时就位 [4]。与

此同时，还需要进行模板线控制线的合理设置，进行双线控

制，保证墙柱位置和截面尺寸。然后将柱中线放出，在达到

拆除模板之后，将其牵引到柱面上，确定上层梁的具体位置。

最后，还需要对洞口和门窗做好放样控制，再放墙体现实，

可以将门窗洞口位置弹出，此时，需要对完成绑扎工作的钢

筋笼进行放样工作，使其达到窗体洞口高度，同时，还需要

用油漆笔进行标记，进行洞口成型模体的合理设置，从外墙

的洞口和门窗竖向弹出通线，并将其与平面位置进行科学对

确保能够对洞口位置和门窗位置进行有效控制。

最后，还需要针对楼梯踏步尺寸，利用墨线在场地相

应位置墙上做好标记，进行纠偏工作。

4 结语

总之，在落实建筑测量工作时，通过提升测量人员素质，

规范使用测量仪器，完善测量管理体系，合理优化细部放样，

能够确保有效控制测量误差，保证建筑测量结果具有更高的

有效性和精确性，为有序开展建筑工程建设创造良好条件，

确保能够实现整体工程建设质量和建设效果的有效提升，使

其整体工程建设能够高度满足现代建筑工程发展需求，推进

我国现代建筑工程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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