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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测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程测量的效率和质量,为工程建设提供了重要依据。其

中,GPS-RT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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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对GPS-RTK测量技术进行了概述,重点GPS-RTK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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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建设规模也在逐渐变大,工序也

日渐复杂,为了保障建筑工程项目的质量,则需要做好前期

的测量工作,这就离不开测量技术的应用。GPS-RTK技术是测

量中的一项重要技术,在实际的工程测量应用中,发挥了其

测量效率高、精度高等优势,为工程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工程项目的建设。 

1 GPS-RTK 测量技术概述 

1.1 GPS-RTK测量技术的概念 

就GPS-RTK测量技术来说,其是在GPS技术基础上发展而

来的,主要是借助基准站来完成载波相位的采集,并将相关

信息发送给用户接收机,从而进行坐标的求差解算,该技术

能够进行2个测量站载波相位测量差分的实时处理,因此又

被称为载波相位差分技术。GPS-RTK测量技术是以GPS技术、

数据传输技术为基础,所以兼具两种技术的优势,包括定位

速度快、抗干扰能力强、保密性好、精确度较高的优势,其

三维定位精度可达到厘米级[1]。 

1.2 GPS-RTK测量技术的误差分析 

在GPS-RT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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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GPS-RTK测量技术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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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GPS-RTK测量技术的优势 

就GPS-RTK测量技术来说,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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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RT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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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GPS-RTK 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研究 

本文以北京市通州区的城市测绘工程应用为例,对

GPS-RTK技术在工程测量中应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具体如下： 

2.1工程概况 

北京市通州区位于本市的东南部,其北部有京杭大运

河。通州区的地理地形特征为：总体地形比较平坦,区域内

存在多层建筑、房屋密集；其他区域有农田、河流的交错分

布。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为了进一步发展通州

区,相关部门对其进行规划建设。为了满足各级部门对新城

规划、管理、建设的用图要求,本次测量采用的是1：500的

地形图测绘比例尺,采用GPS-RTK技术进行相应的测绘工作。

通州区的概况图,如下图1所示： 

 

图1  北京市通州区概况 

2.2技术路线 

本次任务的测区为北京市通州区,为了有效地进行测绘

工作,需先调查与研究测区已知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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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等三角点和水准点；具有北京测绘院 GNSS 

测绘服务系统等资料,该项资料可为外业像控点工作提供参

考依据,可作为外业像控测算的基础数据；在地形图数据方

面,存在基础资料——北京测绘院1：2000地形图,工作底图

可选择2011年的测绘地形图。就该次测量任务来说,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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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为：首先是坐标系的转换,该任务采用的是1954北京坐

标系,需将已知控制点的坐标进行转换；其次是外业数据的

采集,该任务除了应用RTK技术,还应用了CORS站技术,通过

两种技术的结合来进行外业数据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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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地形图的

绘制[3]。 

2.3工作基准 

2.3.1坐标转换和图根点测量 

因坐标系转换参数为保密数据,所以应先对所有坐标基

准点进行坐标的转换,完成坐标转换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工

作。完成坐标转换后,进行图根点测量, 终获得的部分测量

结果,如下表1所示： 

表1  部分图根点测量结果及精度 

点名 X坐标 Y 坐标 高程 X 精度 Y精度 高 程

精度

RMS PDOP 值

J13A **17250.753 **6978.975 11.539 0.012 0.004 0.012 0.012 2.612

J13B **17250.749 **6978.979 11.558 0.014 0.004 0.015 0.014 2.613

J14A **17223.454 **7165.06 13.009 0.005 0.005 0.008 0.008 2.629

J14B **17223.457 **7165.06 13.006 0.005 0.005 0.007 0.007 2.63

J16A **16960.634 **7053.158 13.628 0.004 0.003 0.005 0.005 2.431

J16B **16960.636 **7053.156 13.634 0.003 0.003 0.005 0.004 2.424

J17A **16723.396 **6978.772 14.02 0.006 0.005 0.008 0.007 2.404

J17B **16723.392 **6978.773 14.017 0.004 0.004 0.006 0.006 2.397
 

在外业地形测量中,采用的连接方式为边连式。通过测

量来采集观测区域的数据,同时保障每次观测的时间和精度,

基于此,观测两次图根点测量,观测一次碎点测量, 终完成

测区的野外数据采集。 

2.3.2外业RTK测量数据处理及结果分析 

因测区数据为机密数据,则首先需对所有坐标、高程进

行相应的脱密工作。之后对比RTK测量点平面、高程已知值

和实测值。经过对比分析,获得以下结果邻近地物点间距中

误差均不大于±8cm,高程点中误差均不大于±8c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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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测区图的绘制工作。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GPS-RT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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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