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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城市化建设速度逐年加快，改善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提升人们的居住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当前城市工程项
目数量与规模的扩增，对测量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只有保障测量数据的全面性、精准性和真实性，才能为工程建设提供
可靠的依据，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化利用，满足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求。GPS 技术作为一种先进测量技术，在工程实践中得
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能快速、易操作、低成本和高精度对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与完成提供保障。论文通过分析GPS 技术在
城市工程测量中的应用优势，探索GPS技术在城市工程测量中的应用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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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36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当中得到广泛应用，是加快社

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技术。城市工程建设一般具有投

资大、周期长等特点，在施工建设中容易受到多种外界因素

的影响，只有做好工程测量工作，才能保障工程建设中各项

参数的可靠性，增强工程建设质量和效果。�36技术具有较

为明显的优势，能够实现工程测量的自动化与数字化，减轻

工作人员负担，提升工作效率。�36技术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对技术水平要求较高，在应用中应该对各个技术要点进行合

理控制，真正发挥技术优势 [�]。因此，需要加强对城市工程

基本特点的深入分析，遵循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把控 �36

技术切入点，制定针对性技术应用方案，以加快城市化建设

步伐，满足各领域改革需求。

2�GPS 技术在城市工程测量中的应用优势

首先，在城市工程测量中应用 �36技术能够促进测量精

度的提升。在传统测量工作当中，主要是采用普通红外仪，

难以保障数据的获取精度，导致工程建设受到严重影响。而

�36技术的应用，能够快速提供精确的三维坐标。特别在是

长距离、不通视或通视条件差的测量中，都能够有效发挥技

术优势，为工程需求提供可靠数据。其次，运用 �36技术能

够促进测量效率的提升。在传统工作模式下，数据提供过程

繁锁同时对技术人员的依赖较大，不仅难以保障测量数据的

可靠性，而且会对工程建设效率造成影响。而 �36技术则以

先进的硬件和软件为基础，在工作实践中应用相关辅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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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工程测量的工作效率。在数据的记录与分析中，具有

快速处理能力，辅以绘图软件应可以快速完成工程图件等。

最后，�36技术可以保障工程测量的自动化。在测站点位置

设置接收天线，对其高度进行合理调整后接通电源，能够保

障�36装置的自动化运行[�]。在数据采集自动获取、自动传输、

记录、显示等高度灵活。

3�GPS 技术在建筑工程测量中的应用

精准的测量工作是保障建筑施工质量的关键因素。在工

程建设中需要做好测量工作，并保障测量数据的精确性，以

促进建筑工程质量的提升。运用 �36技术，可以实现对整个

建设过程的有效指导，科学化测试施工结果，确保各个环节

的规范性与专业性。在应用 �36技术时，应该对建筑工程建

设的实际需求进行分析，设计符合建筑工程需求工程 �36控

制网。在选定良好的工程控制点点位、建立优化的控制网形

和选择有效的观测时段等，增强观测控制网获取的数据质量。

通过对数据的取舍、优化、平差计算方法增强技术参数获取

的可靠性。下面对 �36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流程和变形监测

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

3.1�GPS 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流程

首先，在目标观测当中，应该确保观测点选择的合理性，

以得到可靠的结果。运用 �36技术可以为建筑的测量提供选

址参考，应该选择障碍物较少和视野开阔的区域设置观测点，

降低电磁辐射的干扰。对原点进行合理利用，降低观测点建

设成本，提升观测网工作效率的提升。

其次，在建筑工程建设中，施工放样也是一个重要环节，

包括了高程建筑施工放样、上部结构放样和基础施工放样。

在建筑施工的初期，应该控制基础施工放样工作，做好孔桩

和平面位置的处理，掌握开挖深度控制、基坑开挖边线放样

和基础模板位置放样的施工要点。�36坐标放样通常在地形

起伏较大的施工区域中应用，能够解决全站仪在工程中存在

障碍物遮挡、原点保存的问题，极大地提升测量放样的便捷

性与灵活性 [�]。

再次，运用 �36技术开展测量时应该对相关数据进行及

时记录与整理，为后期的计算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包括观测

数据、测量方法等，并整理成测量手薄、观测数据和其他记

录三类。在观测记录当中，应该明确原始观测数据、观测值

对应的 �36时间和接收机初始信息等。在记录时应该保障及

时性，防止在填写后出现修改、追记和转抄等行为。

最后，对工程测量中大多需要进行 �36测图控制网、施

工控制网和变形监测网。在外业观中要对测量数据的正确性

和完整性进行严格检查，在对 &、�、�级的 �36控制网中一

般使用接收机配备的商用软件，对数据进行观测数据预处理、

平差计算和转换的过程。然后对数据成果进行质量检核、精

度评定检验等。在建筑工程数据测量中应用 �36技术时，应

该及时检查观测数据，防止在测量中出现较大的数据误差，

并在误差出现后及时查找原因并进行处理、核算，促进观测

数据质量的提升。工程测量过程中应该对 �36-57.手簿的

点属性、点名、参数、坐标残差和三维坐标等进行复核，保

障 57.数据信息的可靠性 [�]。

3.2�GPS 在建筑工程变形监测中的应用

随着城市发展进一步优化，城市建筑物更重视工程质

量安全，防止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建筑变形监测

法广泛应用于特殊建筑的地基位移、地基倾斜和地基沉降监

测中，包括高层建筑和大坝水库等。在静态变形观测中利用

�36精密定位技术建立变形监测网，对基准点和变形观测点

进行同期观测。应该在离建筑较远的位置设置 �36基准点，

在变形区域设置相应的 �36监测点，在基准点设置 �36信号

发送器，在监测点设置 �36信号接收器。并对接收机的数据

的计算、传输、处理和分析，其精度高，受外界干扰小特点 [�]。

实时动态 �36测量方法主要用于测定各种工程的动态变形，

将一台 �36接收机安置在变形本外稳固处作为连续动行的基

站，另外一台 �36接收天线安置在变形点上作为流动站进行

连续观测，实时全天候地进行 �36信号发送与接收。这样具

有连续性、实时性、自动化等特点，大大提升工作效率。

4�GPS 技术在公路工程测量中的应用

公路工程是中国市政工程的重点内容，尤其是随着当前

交通运输行业的快速发展，对公路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与要求，这是加快区域间经济交流的关键。现代公路勘测和

传统公路勘测是公路勘测的两种主要形式，其测量仪器的精

度、灵活度、自动化有所不同，而且测区范围大小存在效率

的差异，因此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测量方式。在市

政公路测量中应用 �36技术时，用静态 �36完成道路基本控



��

综述性文章
������

现代测绘工程·第 03 卷·第 02期·2020 年 04 月
�2,��KWWSV���GRL�RUJ������������G�KJ��Y�L������

制网测量，为道路施工提供精准的施工数据。在动态定位技

术能大地提升工作效率，快速完成带状地形图测绘、纵横断

面图，线路初步图上设计在实地放线和中桩的测设，还有征

地红线和土地堪测定界等，确保一次性外业测量完成。在施

过程中 �36技术对线路复测、路基边坡、高程放样、施工放

样极大地提高了工作进度，减轻劳动强度和人力物力，促进

测量精度与工作效率的提升。在测量实践工作当中，在基线

端点当中设置两台及以上接收机，以工程建设的精度要求和

基线长度为依据，严格遵循 �36测量系统的外业要求，对四

颗以上的卫星数时段进行同步观测，以测量等级为参考确定

时段的长度。对外接电源电缆和天线的连接情况进行检查，

确保不存在错误接线后接通电源启动接收机，对接收机的显

示情况进行检查，防止出现显示错误，对测站和时段控制信

息进行输入 [�]。接收机在数据的记录当中，应该对卫星号、

卫星数量、实时定位结果、相位测量残差、存储介质记录情

况等进行观察与分析。在同一个时段的观测过程中，除了故

障情况外，不能开展自测试，也不能对卫星高度角、天线位

置进行随意改动。

另一方面，电力工程也是市政工程的关键组成，对保障

城市生产生活用电安全十分重要。尤其是当前社会用电量逐

年提升，对电力工程的需求量也在增长，只有做好工程测量

工作，才能保障电力系统的运行安全性与稳定性。施工工程

测量、厂站工程测量和送电工程测量，是电力工程测量的主

要内容。随着当前厂区建设规模的扩大，应用的附属设施也

在增多，包括电厂的取排水系统、铁路运输系统、输变电系

统和除灰管线系统等，各个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应该

协调城市规划建设的特点开展工程测量工作。厂区控制测量

具有较高的内部精度要求，应该对设备安装中的施工放样测

量进行合理控制。在完成方格网的设计后，明确放样方格网

点位置，防止在对桩位坐标位置进行调整时出现严重偏离。

检查方格网直线度限差时，应该采用 �36快速静态测量技术

结合全站仪，对 �36快速静态测量角度的差值进行比较，对

方格网的精度进行测定，促进工作效率的提升。

5�GPS 技术在地下管道工程测量中的应用

城市地下管道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如排水管道、供水

管道、通信管道、电力管道和天然气管道等，在管道工程测

量中应用 �36技术，能够有效获取管道的实际情况，加快施

工速度。在当前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当中，地下管道已经成为

重点内容，这是保障城市正常运转的关键，应该做好测量工作，

保障工程建设的质量。其中，�36遥感传感器在管道测量中

的应用效果较好，受到测量工作人员的广泛欢迎。�36技术

取代了传统的角度测量、经纬仪和水准测量等方式，不仅能

够提升测量工作效率，而且能够保障测量精度，通过三维定

位明确地下管道真实情况。�36技术的便携式发展是其未来

的主要发展方向，能够消除测量中的视觉影像，实现对地下

管道网络的有效控制。在地下管道测量中应用 �36技术时，

还应该建立完善的地下管道信息系统，实现对信息数据的整

合与分析。

6�结语

在城市工程测量中应用 �36技术，能够有效提升测量的

精度和效率，同时其自动化的特点也减轻了工作人员的负担，

是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技术。尤其是在建筑工程测量、

市政工程测量和地下管道工程测量当中，�36技术得到广泛

应用。应该根据不同工程项目的基本特点，对其应用要点进

行合理控制，促进工程项目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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