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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建筑工程行业规模也在逐渐扩大,由于科学技术和信息化技术的日益成熟,众多技术应用于建筑工

程行业,而GPS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较为深入和广泛,主要为工程测量提高位置定位的精准性,减少人工测量的误差。本文针对GPS技术在工

程测量中的优势和特点,进而探讨该技术在工程测量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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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基于我国国民经济的稳步增长,人民对住房及建筑购买需求增多,从

而使建筑工程行业蓬勃发展,而工程测量在建筑工程整体项目中具有重要

的意义,是工程施工建设初期 关键的环节。对建筑施工的工程测量工作

有着较高的要求,对测量的精准度和计算方法、测量方式等都有着严格的

标准和规定。随着信息技术在建筑行业的普及,GPS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工程

测量工作中,GPS技术的定位功能在进行测量工作时能够大大提升测量的

精准度和工作效率,并且节省了人力和缩减了测量误差,给后续建筑施工

打下来稳定的基础。同时,还对传统测量方法起到革新和促进作用,对整个

建筑工程的测量工作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使建筑工程施工与信息化更加紧

密结合。 

1 GPS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优势 

1.1测量效率高 

由于GPS技术是通过卫星载波接收的波频,从而实现了对位置的定位,

获取位置的传播速度较快,所以能尽早的根据传回定位进行测量计算,使

整体工程测量工作的效率提高,计算时间缩减。在建筑施工的静态观测时,

利用GPS技术能够在半小时内对周边较小范围内的位置做出固定定位；在

工程施工时,可以动态测量施工中的运行位置,通过终端数据采集和回传

对测量的位置形成实时的坐标,能够在施工过程中获取到想要的位置定位,

实现精准的测量的同时拥有较快的测量速度。 

1.2测量精准度高 

由于GPS技术依靠卫星接收信号,完成对测量位置的定位,相比于传统

的测量方法能够更加全面和对地理位置空天地一体的进行精准测量。同时,

由于GPS卫星定位的测量范围巨大,所以越是在测量面积大的建筑工程

中,GPS技术的优势就越明显,能够将测量误差控制在一毫米以内。针对建

筑要求和测量精度要求较高的施工工程项目,利用GPS技术是 精准且稳

定性 高的测量方法。 

1.3测量适应性强 

GPS技术针对工程测量在测量技术上基本不受空间地域的限制,所以

很好的避免了因地形和空间等制约因素对测量工作造成的测量误差。除了

不受空间限制外,在测量范围上也不受限制,GPS定位的覆盖范围完全能够

满足不同程度的工程测量。所以,对于测量要求严格以及在一些特殊地形

的勘测,针对测量困难较大的工作利用GPS技术有较强的适应性。 

1.4测量操作便捷 

由于GPS技术在建筑施工的应用已经非常成熟,随着对技术特性的了

解和研究开发,GPS技术的智能化发展程度较搞,所以在利用GPS技术进行

工程测量时操作比较便捷,利于技术人员较快的掌握和开展具体测量工

作。通常情况下,不需技术人员做过多的前期准备工作,通过GPS技术能够

对现场测量的信息进行收集并整理,进行自动化的处理,能够连续工作

不受时间限制。技术人员仅需将回传后的数据和位置做现场标记和计算

即可。 

1.5测量无需通视 

传统的测量方法对两个相邻的测量点通视的要求较高,在测量过程中

遥遥保持对观测仪的监测,能够确保对相邻地点的测量准确,这对技术人

员的操作水平要求较高,测量所需的时间也较长。如果在特殊地形和空间

范围较大的测量时,也会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但利用GPS技术进行测量就

无需通视,通过接受卫星信号在空中精确比对,能够对测量工作的效率进

行提升。 

1.6测量自动化 

由于工程测量的内容和范围比较复杂,可测量的方法也很多,尤其是

面对地形或空间范围面积大的测量区域,使用传统测量方法可能会耗时较

长,工程测量的数据误差也比较大。使用GPS技术进行测量能够使工程测量

工作实现自动化,提升了工程测量的技术性和自动测量能力。使复杂的测

量工序和内容变得简单高效。 

2 GPS技术在测量工作的具体应用 

2.1在静态观测中的应用 

在工程测量的静态观测中,GPS技术的应用主要用于建设控制网点。针

对控制网点建设的测量方法有很多种,主要是对其作出提前的布控设置,

基于国家级的控制网点为基础,对网点进行测量和控制。在上文对GPS的优

势中分析过,利用GPS技术对控制网点做静态观测时不需要做通视,能够完

成精准度较高的测量工作。 

2.2施工水准点测量 

在以往工程测量的工作中采取的大多是传统的测量方法,缺乏对施工

现场的实地勘测和科学的计量。在测量工作中,通常水准点的设置范围较

小,以确保测量的精准。但实际需测量的面积通常较大,采用传统的测量方

法可能导致测量工作的效率较低,测量误差的数值较大。但利用GPS技术能

够借助卫星接收的空天地一体化的优势对工程测量的水准点同时观测,大

大的提高了测量的效率。还能够通过卫星回传的数据和图片,对地形和测

量面积等形成宏观的概念,从而提前制定科学精细的水准点设置。 

2.3动态观测时的应用 

2.3.1施工放样 

利用GPS技术在施工放样阶段的测量能够将需要测量的地点精准的

输入到测量用具中,依据技术人员对现场勘测使用的测量器,能够精准

的对地点进行放样标记,达到测量要求。相比适用棱镜观测通过人工放

样的传统测量方法,使用GPS技术更加不受时间的限时,也不需要其他人

工的配合,一个技术人员就能够完成施工放样的测量工作。同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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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K技术更精准的测量精度,能够同时对各个观测点进行测量同时完成

施工放样工作,无需各放样观测点联合协同观测,是整个施工放样阶段

的效率有所提升。 

2.3.2地籍测量 

针对地籍测量利用GPS技术能够对测量的地籍图和所属的临近点做出

精准点位的标记,对从卫星传回的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通过GPS定位

系统得出对地籍测量的图像描述。在这一阶段能够对建筑施工整体测量的

土地有全面的位置标记和界桩的测量,对土地建筑的临界点能够明确划分,

对整个施工现场的勘测做出面积的计算和监测。 

2.3.3地形测图 

由于GPS技术的精准度高的特点,能够应用于工程测量的地形测图相

关测绘制图工作中,通过卫星图像和对实地勘测的位置信息等结合,能够

有效的分析出地形的情况,从而进行地形测图。这一阶段需要3名左右技术

人员配合完成,需要一名技术人员先行进行基准站的设备设置工作,将观

测点和测量仪器布置完成,一名技术人员将观测的编码数据录入到电子簿

中,设置记录时间,尽可能间隔时间较短。一名技术人员需对采集的信息数

据进行收集整理,通过收集的收据绘制草图。共三名技术人员协同配合利

用GPS技术完成地形测图的绘制工作,对测量区域进行精准的测绘, 终通

过制图软件将草图和数据上传,以便完成更加准确的测量。 

2.4公路工程测量 

针对公路工程的测量中,GPS技术应用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是

应用在RTK技术上,针对动态观测的轨迹进行实时的定位技术。这项技术在

公路工程的测量中,能够实时完成对公路梁桩、地形测绘等工作的测量,

并且能够节省人力,在相邻距离的观测不用进行通视,通过RTK技术能够实

时快速的完成测量,同时测量精准度能够达到30毫米以内,使用RTK技术针

对覆盖范围大且在动态状态下观测的情况具有巨大的优势。同时对于公路

工程测量的结果能够反馈实时的结果,实时的数据回传能够在测量过程中

减少误差,使测量结果更精准,整个勘测工程工作更有效率。对于公路工程

的放样、地形观测、竣工测量等工作的勘测同样可以使用该技术,并且通

过地理位置定位和卫星定位结合的方式将测量可视化,能够以图像及准确

的地标表现出来。 

2.5 RTK技术 

在上文中动态观测中提到的RTK技术是在GPS技术基础上的拓展延伸,

通过GPS技术能够将数据上传到GIS系统内,从而得到精准的地理位置数

据。尤其是在建筑工程行业,能够对土地界权、土地地形、地籍图等测量

工作进行实时且精细的测量工作,且测量数据误差极小,能够极大的提升

整体建筑工程项目的测量进度。同时,在许多地理空间受限的测量区域使

用RTK技术能够完成有效的测量工作,所以一般情况下针对比较复杂的地

形勘测和需要复杂计算方法的测量工作,通常都使用GPS技术进行动态的

观测。 

2.6 GPS虚拟技术 

在传统的使用人工测量的方法上,针对工程测量工作可能对整个地形

或测量的对象测绘时存在误差,因误差导致的对整体项目的信息数据或定

位的计算可能是后续建筑工程出现重大的失误和安全隐患。因此,随着GPS

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可以在工程测量工作中采取GPS虚拟技术,主要是用于

对真实场景的虚拟空间模拟,能够将需测量的环境和场景进行渲染和模拟,

同时通过对数据处理和计算能够制作出3D效果的观测图像。对于测量对象

直观的测绘和建筑图纸等后续工作具有创新性的意义。 

3 结语 

随着现代科技应用和GPS技术不断发展延伸,更多现代化的技术能够

被应用于工程测量中。本文针对GPS技术在工程测量中体现的优势和特点

进行分析,如GPS技术的精准度高、便于操作、测量效率高等有点都提高了

工程测量的效率,同时还保障了测量数据的精准。同时,GPS技术在静态及

动态观测中都对地形测绘、图纸绘制等等有具体的应用。可以看出,随着

技术不断的进步,对实际生产生活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只有不断创新科

技,才能使未来生活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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