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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测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测量的作业效率和工程质量。其

中,GPSRTK测量技术不仅拥有GPS的技术优势,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改进,在测量中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基于此,本文主要阐述GPSRTK测量技术在八达岭高速公路确权项目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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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本项目为八达岭高速公路海淀段

(健翔桥-西三旗桥)主路范围确权测绘

项目,主要根据征地批复和钉桩放线成

果以及相邻权利人现场指界确定权属位

置,并经测绘人员采集北京地方坐标得

到界址点数据,并形成《不动产测量报

告》提交不动产登记中心。项目分布三

个地籍区,分别是：学院路地籍区、清河

地籍区、西三旗地籍区,共分为13宗地。 

2 技术要求 

2.1平面采用北京地方坐标系。 

2.2生成AutoCAD dwg格式和ArcGIS 

shp格式宗地范围图,并提交《不动产测

量报告》。 

2.3执行的技术规范为： 

《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

(GB/T 18314—2009)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标准》

(CJJ/T 73—2019) 

《地籍调查规程》(TD/T 1001-2012) 

《地籍测绘规范》(CH 5002-1994) 

3 GPSRTK测量技术概述 

3.1 GPSRTK测量技术的概念。RTK(Real  

time kinematic)实时动态差分法,该技

术是GPS测量方法当中的一种新式技术,

传统的GPS测量方法中静态、快速静态、

动态测量都需要在观测后经过解算才能

获得较为精确的定位坐标。而RTK技术可

在野外直接获得实时的精确定位坐标,

基于载波相位动态实时差分法的新的

GPS测量方法,是GPS应用中里程碑式的

技术突破,为工程放样、地形测绘、控制

测量带来了新曙光,可极大提高外勤作

业的效率。 

就GPSRTK系统来说,其主要由基准

站、移动站、数据链、控制软件四部分

组成。具体来说,基准站是指在固定点架

设的GPS接收机；移动站是指与电子手

簿、对中杆一同工作,实现三维数据信息

快速采集或者坐标放样；数据链是连接

基准站、移动站的重要枢纽,其实质是一

种数据传输设备,将基准站发射的数据

传输到移动站,其功率受多种因素影响,

比如数据传输的速度,基准站与移动站

间的距离,周围环境等；控制软件是对获

取的数据信息进行实时计的一种软件,

该软件的应用能够保障数据计算结果的

准确性、可靠性。 

3.2 GPSRTK测量技术的误差分析。

在GPSRTK测量技术应用的过程中,受各

种因素的影响, 终的数据可能会出现

误差。为了将误差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相关测量人员应了解和掌握误差出现的

原因,从而在实际工作中采取有效措施

使得误差减小,从而提高测量的质量。其

产生的误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

一,基准转换站方面的误差,即控制点的

误差,坐标转换过程中产生的误差；其二,

用户接收设备方面的误差,其中,部分误

差是可以通过有效措施进行消除的,比

如天线相位中心变化产生的误差,同时

也有些误差是无法避免的,相关工作人

员只有采取向对应的措施来减小误差,

从而将误差给测量结果带来的影响降到

低。 

3.3 GPSRTK测量技术的优势。GPSRTK 

测量技术在应用过程中突显了很多优势,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该技术

的应用能够保障测量的高精度,从而为

工程项目建设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进

而保障工程项目的建设质量；二是该测

量技术具有效率高的优势,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满足工程项目建设规模大、速度

快等要求；三是与传统的测量技术相

比,GPSRTK测量技术的应用极大程度上

减少测量人员的劳动量,降低了物力的

消耗。 

4 技术路线 

经调查得知,测区内存在以下几项

已知数据：测区内存在北京测绘院的一、

二级导线点,具有北京测绘院GNSS测绘

服务系统等资料,该项资料可为外业检

核控制点准确性提供参考依据；在地形

图数据方面,存在基础资料——北京测

绘院1:2000地形图,可作为工作底图使

用。就该次测量任务来说,其工作流程

为：首先是加密控制测量,利用测区内存

在北京测绘院的一、二级导线点通过架

设基站求取测区内参数数据；其次是外

业数据的采集,通过求得的参数数据,使

用流动站进行外业数据的采集,树木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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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区域利用加密控制点使用全站仪进行

数据采集； 后是内业的评定和分析,

将获取测区内地形点数据输入到内业,

之后进行内业数据的评定和分析,测量

结果满足要求后,进行宗地图的绘制。 

将基准站架设在测区内空旷地带,

采用外挂电台模式建立基准站和流动站

的通信关系,使用流动站采集已知控制

点的大地坐标,通过手薄软件计算转换

参数。 

5 作业实施 

因项目测量对象为线路,使用常规

测量方式如全站仪作业的话,作业会非

常繁琐,且每站采集的坐标数量有限,车

流量较大,给测量工作带来很大难度,因

此本项目采用单基站GPSRTK测量技术方

法进行测绘工作。 

在GPSRTK技术的实际运用过程中,

为了提高其测量精度,可采取以下几种

方法：其一,缩短作业半径,经相关研究

表明,GPSRTK的精度与移动站到基准站

的距离存在反比例关系,即当两者的距

离增大时,GPSRTK技术的测量精度降低,

在实际的GPSRTK作业中,作业半径一般

在6km以内；其二,选择高等级控制点,

控制点的精度决定了GPSRTK测量成果的

精度,所以在求取转换参数时,应选择高

等级控制点,并将一些粗差较大的控制

点剔除,从而保障控制点的精度,需要注

意的是,控制点在整个测区内应分布均

匀,以便保障测区的整体测量效果；其三,

在作业前、中、后各个阶段,移动站应对

原有控制点进行校核,且进行精度统计,

从而保障转换参数和评定测量精度的准

确性；其四,在测量界址点的过程中,应

借助全站仪设备,对GPSRTK测量成果的

精度进行距离检查,并分析和判断界址

点的精度是否满足要求。 

5.1坐标转换和图根点测量。因坐标

系转换参数为保密数据,所以应先利用

测区内已有控制点转换参数,完成参数

转换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工作。测区内

已有控制点：10104J22E、10104J23E、

10104J24E、10105J25D、10105J26H、

10105J27H、40105J07H、40105J08H、

40105J09H、40106J22C、40106J23G、

40106J24C。剔除10104J23E、10104J24E

两个控制点后求得转换参数,平面坐标

转换残差绝对值均不超过2cm,精度符合

要求。完成坐标转换后,进行图根点测

量。在外业测量中,采用1+2的方式作业,

即一台基准站两台流动站,大大加快了

作业效率。 

图根控制测量符合以下要求：(1)

必须使用三脚架、基座架设仪器,不得使

用手扶单杆。(2)观测前,手簿中设置的

平面收敛阀值≤20mm,高程收敛阀值≤

30mm。(3)数据观测时间每测回不得少于

10S,每个点位观测至少2个测回,测回间

隔大于1分钟,两测回独立观测即要求接

收机重新固定。(4)经纬度应记录到

0.00001”,平面坐标和高程应记录到

0.001m。(5)测回间的平面坐标分量较差

应小于20mm,垂直坐标分量较差应小于

30mm。(6)初始化时间超过5分钟仍不能

获得固定解时,宜断开通信链路。重启卫

星定位接收机,再次初始化,当重启3次

仍不能获得固定解时,应选择其他位置

重新选点进行测量。 

5.2外业RTK测量及结果分析。界址

点采集过程中,一台基准站两台流动站

的作业模式。采用三脚支架方式架设天

线,测量过程中仪器的圆气泡稳定居中,

手簿中设置的平面收敛阀值≤20mm,观

测时间每测回不得少于10S,每个点位观

测至少2个测回,测回间隔大于1分钟,两

测回独立观测即要求接收机重新固定,

界址点坐标取两测回的平均值作为成果

数据。作业前后应进行已知控制点检核。 

使用全站仪设备,对GPSRTK测量成

果的精度进行坐标、距离检查,两组数据

进行对比分析,计算差值及中误差。本次

检查共选取50组数据,经过对比分

析,RTK采集坐标与全站仪采集坐标中误

差均不大于±5cm,该测量精度达到了厘

米级。上述测量结果符合测绘工作需求,

根据测绘的结果,进行测区宗地图的绘

制工作。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GPSRTK测量技术在工程

测量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仅保障

终测量结果的有效性,有利于工程项目

建设工作的开展,而且提高了测量效率、

降低了人力和物力的消耗,促进了工程

项目高效、高质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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