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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测绘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其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中,GPS-RTK 技术具有高精度、高效率等优势,

在道路勘测定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主要研究了鄂州至咸宁高速公路以下简称“鄂咸高速”。鄂咸高速途经鄂州市和黄

石市,在鄂州市呈南北向贯通大梁子湖生态文明示范区,路线起于鄂州市华容区赵咀村,对现有华容南枢纽进行改造后,与黄鄂

高速对接,向南下穿武黄城际铁路,上跨吴楚大道,从五四湖西侧通过,跨武黄高速,由红莲湖新城规划区东侧向南布线,穿长港镇

东侧跨长港河后,沿 S239 东侧通道继续南下,再次跨长港,由东沟镇东侧通过,接着沿保安湖西侧湖岸梁子镇东侧布线,继续向南,

跨越 S239 后到达沼山镇,路线继续沿 S314 西侧布线南下,由太和镇西侧通过后,路线转向西南,跨 S315 南下进入黄石市,由金牛

镇东侧通过,在金牛镇南侧的余家畈设置枢纽互通与武汉城市圈环线相接。本项目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

度为 100km/h,互通式立体交叉 9 处,匝道收费站 6 处,监控中心 1 处,养护工区 1 处,服务区和停车区各 1 处,路线全长 63.365km。

就本项目的勘测定界工作,分析了 GPS-RTK 技术,并探究了 GPS-RTK 在道路勘测定界中的应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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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勘测定界工作研究 

就鄂咸高速勘测定界工作来说,其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

界址线、界址点、分类地类、权属界线、四至权属单位等。

勘测定界工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专业性,勘测定界工

作是用于审批服务的一项工作,专业性较强；其二,实时性,

是指勘测定界人员的测量结果、效率的实时性,其与相关审

批工作有着直接影响等。 

2 GPS-RTK 技术概述 

鄂咸高速项目由湖南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有效D级GPS有9

个,平均约7公里一个,经现场踏勘和检测,9个GPS的精度均满

足了项目需求,可作为本项目的起算数据。就GPS-RT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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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站是指在已知点架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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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站与移动站的示意图,如下图1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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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GPS-RTK

技术而言,其测量原理为：在已知坐标点架设基准站,在数据链

的作用下,将观测数据传输到移动站,之后进入GPS-RTK作业模

式,接收和解算GPS观测数据、基准站发射的数据信息,通过控

制软件对数据进行实时处理,其定位结果可达到毫米级。 

 
图 1  基准站与移动站 

3 GPS-RTK 在道路勘测定界中的应用分析 

GPS-RTK 技术具有实时性、高精度等特点,在实际的应

用过程中,不仅使道路勘测定界操作人员的工作效率提高,

同时还能保障工作的准确性。另外鄂咸高速路线全长

63.365km,沿线有道理、湖泊、稻田、林地等,勘测定界较为

复杂,与传统方法全站仪相比,极大程度上降低了人力、物

力、财力的消耗。在道路勘测定界中,GPS-RTK 技术的具体

应用如下： 

3.1 平面控制测量分析 

所谓的平面控制测量,是指测定控制点的平面位置测

量工作,在实际的测量过程中,应遵循从整体到局部、先控

制后碎部的原则。在平面控制测量工作中,GPS-RTK 技术主

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应用：一是建立国家地籍控制网,由于原

有国家地籍控制网使用的次数比较多,使得其精度遭到了

一定程度的破坏,给地方地籍测量的进程造成了影响,而应

用 GPS-RTK 技术可以实现地方地籍测量控制网的快速建立,

同时还能提高测量操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以及测量精度；二

是常规测量控制测量的应用,就常规测量来说,其应用需满

足测量点通视的要求,但有些常规测量即使满足了通视要

求,但仍无法获得高精度的数据信息,比如钢尺测距,而

GPS-RTK技术的应用则不需要考虑通视条件,同时其可以提

高工作效率、降低耗费成本,并且能够 大限度地避免误差

的产生。 

3.2 界址点的放样和埋设界桩 

通过利用GPS-RTK技术,可以完成界址点的放样工作,

同时保障其工作精度。其工作原理是在已知点架设基准

站,通过接收机的移动来完成定位、放样的工作。在实际

的GPS-RTK技术应用过程中,主要包括六个步骤,如下图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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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界址点的放样和界桩埋设 

具体来说,步骤一,建立工作项目和坐标管理系统,以椭

球为参考模型,并输入相应的椭球参数,选择适宜的投影带,

且将投影带参数输入其中；步骤二,选择适宜的无线电频率,

即根据使用地区的无线电频率,找到和选择科学合理、适宜

的移动站电台频率,其中,要求基准站与移动站的频率应相

同,从而保障数据的有效传输；步骤三,输入相关坐标信息,

在步骤一建立的工作项目中输入放样界址和其他控制点的

坐标,为后续的定位放样、检查使用打下坚实的基础；步骤

四,RTK初始化处理和测量,即在测量菜单中选择RTK操作模

式,之后进行初始化处理和RTK测量操作的启动；步骤五,定

位放样,其是指所需放样点的坐标从测量手簿中调出,其会

在相应的屏幕上进行显示,其可以准确地显示出放样点的位

置、方位角度以及与移动站的距离,测量人员通过移动GPS

接收机来实现定位成功,即移动GPS接收机,当其被移动到放

样点位置时,手簿会发出相应的提示音,提示定位成功；步骤

六,界桩埋设,在界桩埋设的过程中,需保障定位的连续性,

从而对界桩位置进行纠正,避免其误差超过允许范围[2]。 

其中,步骤四中初始化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

GPS-RTK技术的测量速度,而初始化速度又受多种因素的影

响,比如卫星信号接收质量、GPS-RTK系统的配置、数据链的

传输质量和速度等。当上述影响因素都处于质量高、技术先

进、配置高、速度快的状态时,其初始速度比较快,通常在几

秒到几十秒的范围内。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影响因素外,还有

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即周围环境,如果满足上述几个条件,

但周围环境不好,初始化的时间也会有所增加,几乎增加20

倍以上。 

3.3 坐标系统的转换 

所谓的坐标系统转换,是指通过高程拟合方法(或者平

面转换),并结合GPS-RTK系统,能够实现WGS-84坐标系统的

转换,其可转换为勘测定界中的54坐标系或者独立坐标系。

GPS-RTK快速静态或者准动态测量作业模式的应用,不仅可

以减少观测次数,缩短观测时间,还可以获得实时的定位结

果,保障数据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 

4 提高 GPS-RTK 测量精度的方法及措施 

在GPS-RTK技术的实际运用过程中,提高其测量精度能

够保障 终结果的有效性。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可采取以下

几种方法：其一,缩短作业半径,经相关研究表明,GPS-R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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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RTK技术的测量精度反而降低,因此为了

提高其精度,则可通过缩短作业半径来实现,在实际的

GPS-RT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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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RT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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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GPS-RTK技术在道路勘测定界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其不仅可以提高勘测的工作效率,同时能够保障勘

测的精度。在实际的勘测定界应用中,应按照其流程进行操

作,避免误差的出现,真正发挥GPS-RTK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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