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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水利工程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水利水电工程具有施工周期长、专业性强等特点,加上受地

质条件、施工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保证工程勘测设计工作的高质量开展显得十分必要。GPS技术在水利工程勘测中的应用,增强了勘测数据

的可靠性、提高了勘测效率、降低了工作强度以及节约了勘测成本。为此,本文笔者就以GPS技术视角下探讨水利工程勘测设计和施工环节中

的应用,希望有效推动GPS在水利工程领域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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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是在全球范围内实时进行定位、导航的系统。其基本原理是测量

出已知位置的卫星到用户接收机之间的距离,然后综合多颗卫星的数据就

可知道接收机的具体位置。利用GPS技术在水利工程测量中,关键的是选点

和布网。GPS的选点原则是：首先选点要考虑方便施工放样,其次选择的控

制点能精确的计算出测量结果。GPS的布网工作是影响GPS测量精度和效率

的因素。不同的测量工程需要布设不同的控制网进行测量。例如,水利工

程施工控制网和变形监测网需要采用边连式或网连式控制网,饮水工程通

常采用点连式或边连式的三角网。 

1 GPS 技术在水利工程勘测设计中的优势 

GPS技术方格网点的精度更高,误差分布较为均 ,这样就不单单能够

满足规范要求,更能够确保精度储备。例如,在根据国内外10年试验表

明,GPS定位软件精良,在短距离15千米以内,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以下,对

于中长距离的测量,相对精度可以达到10-7千米。可以利用GPS技术测设方

格网的方法,比常规方法的适应性更强,能够有效地解决点位之间无法进

行通视的缺陷,在选点上更加灵活多变,根本就不用高标,还能够进一步确

保室外工程测绘不受到天气的影响。在测绘大型的方格网或者是通视条件

困难时,这就更能发挥GPS技术的优越性。而且,若用GPS接收机做静态定位

时,采集各项数据可以缩短到一个小时左右,精度可以保持在5mm左右,这

与传统的仪器具有很大的优势。其次是采用点位中误差作为测量标准对

于水利工程勘测设计和施工方面是可行的,这种方法比用相对中误差来

表示精度指标更加科学合理。除此还可以利用GPS技术能够更好地设置

大地控制网,这是由于其水利工程的图形强度系数较高,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点位的趋近速度,而且网形优化比较方便。 后就是利用

GPS-RTK测速方格网和传统的测量方法相比,效率更高,才能有效地降低

施工人员的劳动强度。 

2 GPS 技术在水利工程勘测中的应用分析 

2.1进行工程施工放样对比 

传统经纬仪方式在堤防、渠道放样中有两个曲线不能连续放样的缺点,

只能是放样一个曲线搬一次仪器,放样速度慢。在堤防中套嵌排洪渠道放

样中要计算连接处的法线方向,这种计算相对复杂,不利于没有提前计算

的现场放样。运用GPS技术后,坐标放样方式可以减少传统放样中坝体轴

线、过路涵管、线性构筑物放样中斜交、法线方向计算、曲线放样中不能

连续放样的弱点,去掉拉尺的复杂,可连续快速放样需求点位,克服传统仪

器放样时的搬站次数多的麻烦,还可从电子图上截取坐标放样以达到与设

计意图的完全吻合。 

2.2在水利工程坝体变形监测中的应用 

GPS在水利工程坝体变形监测中的应用主要运用了GPS的动态测量

技术。在水利工程中,坝体从设计开工到完工以及投入使用,都需要进行

实时的监测,以确保坝体的安全性。GPS对坝体进行动态监测时,一般选

定具有代表性的坝体区域进行监测。选定观测点,在基准点设定GPS接收

机,同时在流动站设定接收机,通过一定时间的监测,获取接收机的数

据。这里我们需要高精度的数据,必须要求选择均 的控制点和布设合

理的控制网。通过分析获取的数据,构造坝体监测统计模型。坝体监测

统计模型建成后,通过分析坝体的变化规律,就可以实时的显示坝体的

当前状况,同时可以预测坝体长期的发展趋势,为以后的分析决策提供

依据。目前,我国在小浪底大坝变形监测和三峡大坝变形监测中均使用

了GPS技术。经过事实验证,GPS技术在水利工程坝体变形监测中,测量精

度高,模型构建准确。 

2.3在水利工程土壤勘测中的应用 

在水利工程土壤勘测中,利用GPS技术可以测量出土壤的物理属性、化

学属性、土壤含水量以及土壤盐分含量等数据。特别是GPS的动态测量系

统,可以实时的获取土壤各成分的数据,以及它们的变化状态。通过分析其

数据,可以将土壤分类,选择出适合进行水利工程的土壤类型。在水利工程

建设中,施工地点的土壤成分至关重要。选择合理的施工地点,不仅有利于

节省人力,而且可以加快施工速度。 

3 结语 

综上所述,GPS技术与传统工具相比有许多优点和优势,其技术成熟稳

定,无论从工作成本、工作效率、工作质量方面都优于传统测绘工具,并在

许多水利工程勘测设计和施工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效

果。GPS技术的应用推广,是水利工程勘测设计和施工测量的必然要求,随

着中国水利信息化资源整合与共享建设和水利软件的不断开发,数字化设

计将成为水利设计的主要模式。 

[参考文献] 

[1]史诗.GPS系统在水利工程测量中的应用[J].居舍,2018(25):243. 

[2]刘璐,张笑蓉.GPS系统在水利工程测量中的具体应用[J].民营科

技,2016(02):63. 

[3]李孝云.GPS系统在水利工程测量中的应用[J].现代物业(中旬

刊),2018(08):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