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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engineering surveying work, in order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surveying work, different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ies should be flexibly applied,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should be promoted in 
an orderly manner. For this purpose, technician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key points of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preparation work, basic measurement, layout of measurement control network, settlement monitoring, 
axis monitoring, digital processing of original drawings, etc. When optimizing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such as formulat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plans, strengthening 
error control, and build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ams. By continuously optimizing the application mode of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the quality of engineering surveying work can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new technology of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 engineering surve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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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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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期工程测量工作开展时，为保证测量工作开展的质量，应当灵活运用不同的数字化测绘技术，并有序推动测绘技术的
应用。为此，技术人员应当注意数字化测绘技术应用的以下要点：准备工作、基础测量、布设测量控制网、沉降监测、轴
线监测、原图数字化处理等。在优化数字化测绘技术应用时，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如拟定测绘方案、加强误差控
制、测绘队伍建设等，通过不断优化数字化测绘技术的应用模式，促使工程测量的工作质量不断提升。论文就现阶段数字
化测绘新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实际应用分析探讨。

关键词

工程测量；数字化测绘技术；应用分析

【作者简介】孙艳新（1973-），男，中国山东即墨人，本

科，高级工程师，从事工程测量管理、地图编制及应用研究。

1 引言

在现代工程开发建设时，为保证工程测量数据的精准

性与真实性，可灵活运用数字化测绘技术，有序开展工程测

量，并对测量数据进行处理，保证后续工程建设施工与交付

运行的安全性。

2 数字化测绘技术概述

2.1 理论定义
数字化测绘技术有别于传统的测绘模式，因为在传统

的测绘工作开展时，工作人员借助相关设备仪器的辅助，仍

旧需要开展大量的测绘，以采集相关的数据信息。而在数

字化测绘技术应用下，可完成对多种测绘技术的应用优势集

成，如无人机倾斜摄影测绘技术、三维激光测绘技术、遥感

测绘技术、GIS 测绘技术、RTK 测绘技术、GPS 测绘技术等。

在多个测绘新技术的灵活组合下，以达到测绘工作开展的预

期要求，发挥出数字化测绘技术的应用优势 [1]。

2.2 应用优势
在对数字化测绘技术的应用优势进行分析可知，相关

测绘技术的应用，可使得测绘数据的精准性得到有效提升，

为相关项目的后续开发建设提供有力支持。如工程测量时，

基于对测量数据的整合生成工程三维模型，有效规避了人

工测量的数据偏差，并为工程后续的建造提供支持。此外，

在数字化测绘技术应用过程中，可有效减少测绘人员的工作

量，在计算机系统、互联网技术、智能设备的辅助下，实现

自动化测绘管理，快速采集工程的数据信息，实时反馈工程

建设的实际情况。还有就是在相关技术的应用时，使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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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数据的完整度得到了有效提升，因为工程开发建设过程

中，由于周期长、项目多、复杂性高，容易出现测量数据的

丢失，影响到后续的项目建设，而数字化测绘技术的应用，

可规避该问题，为工程的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3 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

3.1 准备工作
工程测量时，为保证数字化测绘技术应用的可行性，

应当落实准备工作，为后续的测绘测量提供支持。首先，相

关的测量人员需根据数字化测绘技术的应用要求，对相关设

备仪器进行校准，以保证设备仪器运行状态的稳定可靠，避

免由于设备运行故障导致测绘数据出现较大偏差。其次，在

测绘工作开展过程中，应当对相关单位移交的测量水准点、

坐标点进行现场复核，以保证移交测量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

性。一般情况下，在水准点与坐标点进行复核时，必须对三

处以上的位置进行复核，以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最后，在

相关设备运行参数进行调整后，测量单位需要与施工企业进

行信息共享，确保后续工程施工建设过程中，对相关的水准

点、监测点、坐标点进行有效保护。此外，在工程测量工作

开展阶段，应当采取统一的坐标系，如国家大地坐标系，避

免由于坐标系选择不同，影响到工程测量工作的质量 [2]。

3.2 基础测量

3.2.1 地形测量
在工程正式动工建设时，应当对工程开发所在地区的

地形分布情况进行测绘，并将地形测量的数据进行汇总，快

速将其数据上传到数据库当中，而后基于计算机系统与 GIS

技术的支持，建构工程地形三维模型，为工程后续的开发建

设方案优化提供依据。在实际测量工作开展时，为保证外业

与内业测绘工作开展的质量，应当巧用不同的数字化测绘技

术，如三维激光测绘技术、GIS 测绘技术、数字化测图设备、

GPS-RTK 测绘技术等。为保证地形测量工作开展的质量，

在应用相关测绘技术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其一，测绘人

员在运用 GPS 测绘技术获取静态测量数据时，可通过基准

线向量进行运算，计算出网平差，有效控制测绘数据的准确

性；其二，工作人员在对测绘获取的数据进行汇总整理时，

可利用专用的软件对数据信息进行编辑加工，并基于软件功

能的支持，快速输出工程所在区域的专题图形，为后续的测

绘报告编制提供依据。

为保证地形测量工作的质量，在实际测量时应当遵循

以下流程：外业测量、外业草图绘制、内业数据汇总整理、

内业详图绘制、外部循环检查、输出专题图形，以保证测绘

数据信息得到有效汇总整理处理。

3.2.2 地质勘查
工程建设区域完成地形测量后，可进行地质勘查工作，

为提升地质勘查数据的准确性，可巧用 RTK 测绘新技术，

以获得更加真实准确的数据信息，为后续的三维坐标建构提

供依据。此外，在地质勘查工作开展时，应当根据地质勘查

工作的需求，选择最佳的数字化测绘技术，提升测绘工作的

整体质量。若工程建设地区存在已有的地质勘查图纸，为减

少地质勘查工作量，测绘人员可利用相关的扫描设备对已有

图纸进行数据采集。通过将扫描获取的图纸信息与实地勘察

的数据进行整合，以保证最终地质勘查图的数据准确性 [3]。

3.3 布设测量控制网

3.3.1 平面控制测量
平面控制测量时，测量人员需基于设计机构提供的工

程建设设计图纸，分析对应区域的地质地貌特点，精准了解

工程场地建设覆盖的实际面积，同时对平面控制网中的相关

控制点的密度、位置进行检查，以保证平面控制点的布设达

到控制网测量工作的要求，为后续的工程测量工作开展提供

依据。

为确保平面控制网运行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应当对平

面控制点进行标记与加密处理。此外，在架构平面测量控制

网时，应当秉持相邻加密控制点相互通视的基本原则，并保

证相关控制点的四周视野开阔，同时需要避免控制点处于施

工作业的区域，影响到工程的整体建设。由于工程施工作业

过程中将产生较多的扰动，为避免控制点的位置精准性受到

影响，影响根据控制点的平面测量要求，灵活埋设混凝土预

制桩，实现对控制点的有效加固与保护。测量人员在运用数

字化测绘技术时，应当对测绘测量获得的数据进行全面收

集，并将其导入三维坐标体系当中进行合理标记，为后续工

程测量数据的复查提供支持，体现出数字化测绘技术应用的

优势。

3.3.2 高程控制网
工程测量时为保证测量控制网布设的质量与效果，在

完成平面控制测量网布设后，需要及时开展高程控制网的布

设。为确保高程控制网布设的效果，应当明确测绘测量的

技术路线，进而对测绘的相关数据进行平差计算，基于计算

结果搭设高程控制网。若技术人员采取水准测量技术方案，

为有效抵消视准轴不平产生的误差，应当对测量所得的数据

信息进行闭合差运算，为后续工程的高程测量提供依据。高

程控制网建设时，应当落实高程控制点的加密处理与标记处

理，为后续的数据处理与提取提供依据，充分发挥出高程控

制网的架构优势，解决工程建设施工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4]。

3.4 沉降监测
工程测量工作开展时，应当对相关构筑物的沉降监测

起到一定重视，客观评估相关构筑物运行的安全性与可靠

性，避免出现不均匀沉降，影响到工程整体运行的安全性与

可靠性。为对工程进行沉降监测时，可应用北斗卫星技术、

RS 技术、GIS 技术、数字化测绘技术等，从而对构筑物的

空间位置变化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并将其汇总后录入到三维

坐标体系当中，形成可视化的三维模型，辅助工作人员更加

直观地评估相关构筑物的运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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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在对构筑物的沉降监

测时，通过对测绘监测数据的全面汇总，并将其与相关类型

的构筑物沉降数据进行比较，从而量化分析沉降数据，及时

发现构筑物沉降中的异常数据，并根据数据变化趋势，预测

构筑物后续的沉降变化，实现对沉降风险的有效预警，及时

采取相应的调整纠偏措施，保证工程整体运行的安全性与稳

定性。

3.5 轴线监测
工程测量工作开展过程中，为能够实现对工程轴线的

有效监测，应当巧用相应的数字化测绘技术，实现对不同构

筑物轴线的监测，如工程的主体结构轴线监测、工程的地下

室轴线监测等。例如，技术人员在对工程主体结构的轴线进

行监测时，可巧用激光铅垂仪，从而始终保证工程主体结构

的轴线位置精准性，防止出现轴线偏差问题，影响到工程主

体结构建造的质量与安全。如图 1 所示，为激光铅垂仪的展

示，在实际操作时，需由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操控，实现对

仪器参数的调整，实现对工程主体结构的轴线监测，体现出

该设备使用的优势。

图 1 激光铅垂仪的展示效果

笔者认为，在轴线监测工作开展时，需要对监测的全

部数据进行记录，并将其与工程开发建设的资料信息进行整

合，从而在三维模型中评估轴线监测的数据，并针对轴线出

现的偏差问题进行及时处理，体现出轴线监测工作开展的重

要性。

3.6 原图数字化处理
现代测绘新技术在工程测量工作中应用时，应当对原

图进行数字化处理，为工程的后续开发建设提供依据。笔者

认为，在原图数字化处理工作开展阶段，应当对原图中的

相关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并对其精准性与真实性进行检查评

估。因为在工程测量过程中，可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从

而导致布设的控制点位置出现偏移、地形点偏移、界址点出

现偏移等，最终致使测量数据出现偏差。

为避免上述问题影响到原图数字化处理的质量，应当

对原图中的测量数据信息进行核对复查，通过相关测量数据

进行相互印证，确保测量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而后可基

于 GIS 系统的支持对原图数据进行加工处理，最终形成实

景三维模型，提升工程地质地形测绘工作的质量，便于技术

人员设计工程开发建造的技术方案，确保施工技术组织方案

与地质地形有效契合，避免在实际施工作业过程中，由于地

质环境的影响需要进行设计变更，增加工程开发建设的不确

定性。

4 提高数字化测绘技术应用效果的措施

4.1 拟定测绘方案
为保证工程测量工程整体开展的有效性，应当在引进

数字化测绘技术时，紧扣工程建设的要求，科学合理地拟定

测绘技术方案，并对测绘方案进行优化完善，提升测绘方案

的可行性，充分发挥出数字化测绘技术的应用优势与作用。

4.2 加强误差控制
尽管数字化测绘技术的应用优势非常突出，但在实际

工程测量时，仍旧会存在一定的测量数据误差。测量工作人

员应当对测量误差进行有效控制，避免测量误差的累积，影

响到工程的整体开发建设可行性与安全性。

4.3 测绘队伍建设
新时期工程测绘工作创新时，应当积极推动数字化测

绘技术团队的建设，不断提升测量人员的专业技能与职业素

养，使其熟练掌握数字化测绘技术，能够在测量工作中灵活

运用，保证工程测绘测量报告的可信度 [5]。

5 结语

综上所述，论文以工程测量工作为例，重点阐述了数

字化测绘技术的具体应用，旨在说明数字化测绘技术应用的

重要性与必要性。为更好地发挥出数字化测绘技术的应用潜

在优势，应当不断总结测绘技术的应用经验，并基于工程建

设要求与测绘需求，编制科学合理的测绘技术方案，将多种

测绘新技术进行结合，持续提升测绘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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