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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站测定分析仪是属于一个电子式经纬测定仪,其融合了电子式距离测定用以读出由设备到专属点之间的斜距,以及车载式微型计算

机采集相关工程数据并实施高等坐标系运算。机器人操作的自动化全站测试仪可由操作人员借助于遥控装置来远程操控相关设备。因为操作

人员可把持后视反射器且由观察点位置来把控此全站分析仪,故此不必配置相关的助理操作员。在矿山工程测定中利用全站测定仪能够大幅度

提升矿山工程勘测的功效及品质。文章针对全站仪支导线在井下测量中的精度问题进行研究,首先阐述全站仪的应用特点,其次对当前应用中全

站仪的误差形式进行分析, 后从调整偏心差、消除仪器误差、规范测量方式与流程等方面提出强化全站仪测量精度的优化措施,希望对相关研

究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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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采矿行业的飞速发展,支导线在矿井开拓、准备、回采等巷道掘

进作业中的应用范围也愈加广泛。由于支导线不需要多余的观测值,同时

在边长与角度等方面不需要核对,这样便会提升整体测量精度。但是,在矿

井巷道长距离、长走向的发展趋势下,对支导线的贯通测量精度不断提升。

根据《金属矿测量规程》中的要求,需要将点位误差控制在±0.3m以内,

这样才能对输送机的铺设作业作出保证。因此,采用全站仪与支导线结合

模式对矿下作业进行精准测量,并且不断优化全站仪各类测量误差问题,

以此来有效提升支导线的布测质量与效率。 

1 全站仪特点概述 

全站仪指的是将量边与测角融为一体,通过对微处理器进行控制,

进而实现测量工作的自动化开展。在自动归算水平距离与角度的过程中,

还可以对坐标与高差等信息进行分析,并且采取自动记录的方式对各类

数据信息进行保存,整体操作流程比较便捷。基本涵盖各类常规测量仪

的工作范围,全站仪的工作原理与传统经纬仪比较相像,并且同时具备

以下特点： 

1.1在针对水平角进行测量时,只需要一次照准反射棱镜便可以完成

作业,同时还可以对斜距与角竖直角进行计算,将具体数值反映到高程与

平面坐标中,以此为测量工作提供准确数据。 

1.2通过与全站仪的主机端口建立连接,可以实现计算机与全站仪的

数据交换,从而使测量数据的获取、整合分析、管理以及绘图等工序更加

完善。 

1.3利用全站仪的数据计算功能,配合相应的软件可以实现碎部测量、

支导线先测量以及放样等计算任务。 

1.4全站仪内部具备双轴补偿系统,可以对水平横轴与竖轴中的误差

情况进行自动侦测,并且对误差数值进行修正。 

2 全站仪测量误差 

2.1水平角及量边误差分析。井下水平观测误差的原因主要来源于

仪器误差,战标对中误差、测角方式误差以及仪器对中误差等。其中测

角中误差可以采用分析闭合导线角度差的方式进行计算,以此来提升水

平角度的准确程度。本次实验中针对矿井下100个双次水平角观测值进

行研究,并且对测角中的误差值进行分析。采用这种方法可以计算测角

误差,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应该注意提前收集闭合导线的角度闭合差,这

样才能准确反映出各类影响因素对水平角误差值的影响程度,从而取得

准确的中误差数据。 

此外,在针对量边误差进行分析时,全站仪测量误差主要有固定误差、

比例误差等,在针对测量误差进行计算时通常采用标定测距精度,以此来

准确分析全站仪的测量误差。具体可以采用拓普康GTS-102型全站仪,其测

距精度为±(2mm+2ppm×D),将D设定为边长数值。 

2.2支导线终点坐标误差分析。在开采作业中,需要在井工巷道中沿巷

道掘进方向或者工作面两侧的顺槽中布设支导线点位,并且保证各站之间

的水平角为180°左右,同时保证相互之间的距离大致相同,这样可以将支

导线的延伸方向理解成等边形式,尤其是在精度相同的基础上,在进行量

边与测角作业时能够为支导线的终点坐标误差提供计算支持。因此,将导

线 终点的位置设置为K,将纵向误差数值设定为X,将横向误差数值设定

为Y,具体如图1所示。则其 终点K的坐标误差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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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公式中,将Mx与My设定为 终点K到实际测量边的距离,以此来分

别代表横向误差与纵向误差；将α 设定为假定坐标系中的实际角度；将

与 分别设定为量边与测量中的误差；将Rx设定为导线 终点K与各

导线点之间在X轴上形成的投影长度。 

 

图  1 

结合以上公式与图1能够看出,测量角误差会引起导线终点的横向误

差,量边数值的变化将会引发导线终点的纵向误差,随着测距设备技术的

不断更新,量边的精度较高,因此其误差不是导线 终点数值所形成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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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角的误差变为导线 终点的主要误差来源。因此需要围绕测量精度的影

响因素制定优化措施,以此来提升全站仪的测量精度。 

3 提升全站仪支导线测量精度的技术措施 

3.1合理调整偏心差。采用全站仪与偏心测量仪联合使用的方式,这样

可以通过调整偏心差来提升全站仪的测量精度。偏心仪主要由角度指标尺

以及刻度盘等组成,其外部直径为120mm,内部直径为100mm,内直径盘中刻

有刻度值,每2°为1刻度,并且在刻度外盘中刻有0°、90°、180°、270°

四等分刻度。在实际使用中要将偏心仪与全站仪的手柄处进行连接,不仅

可以有效避免传统仪器对误差测量精度的影响,同时可以合理减少仪器对

中时间,提升全战役的测量效率。 

在采取三脚架法进行导线测量时,仪器在对中操作的过程中会产生一

定的偏差值,并且对测量精度作出影响。因此为控制对中误差,需要在前期

测量时对三测点进行对中与整平。在测点较多的工程中采用此方式,能够

科学降低中心偏差值对测量精度的影响。 

3.2科学消除仪器误差。全站仪井下导线测量时如果横轴出现误差,

且盘右观测值与盘左观测值之间的数值相似,并且符号相反。这种测量误

差便是仪器使用误差所导致的。因此为消除仪器误差带来的影响,可以采

取盘左与盘右的平均值进行计算,这样可以有效消除视准轴与横轴误差对

全站仪测量精度的影响。此外,在支导线的测量过程中,没有对全站仪进行

整平作业也是导致误差的关键因素,因此在使用全站仪之前要针对表面情

况进行严格整平,以此来降低竖轴误差对观测数值精度的影响。 

3.3规范测量方式与流程。在针对偏心差与仪器进行科学调整的同时,

想要提升全站仪的测量精度,还要规范测量方式与流程,具体为以下三个

方面： 

3.3.1在进行导线布设时应该分级别进行作业。也就是先布置低级导

线,随后再布置高级导线,这样在高级导线的布设过程中可以对低级导线

的布设作业进行检查,从而进一步提升全站仪井下导线测量精度。 

3.3.2井下导线测量时为避免误差,可以采用陀螺全站仪对测量结果

进行复测,通过对方位角进行测量,以此来避免风流造成的摆球浮动现象,

将全站仪的测量误差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3.3.3在井下进行高精度导线测量时,为避免出现投影造成的长度变

形与规划问题,在计算环节需要考虑导线边长,以此来提升导线测量精度。 

4 结语 

综上所述,全站仪支导线测量是采矿测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站

仪的测量精度能够直接影响到采矿工作的施工效率,同时能够强化采掘工

作面的安全程度。基于此,本文针对全站仪支导线在井下测量中的精度问

题进行研究,首先阐述全站仪的应用特点,其次对当前应用中全站仪的误

差形式进行分析, 后提出相应的技术措施,具体为合理调整偏心差、科学

消除仪器误差、规范测量方式与流程,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全站仪支导线

的测量精度,为采矿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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