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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测绘工程技术应用工作。为了进一步提升地籍测量

中的测绘技术应用,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应用先进的科技对其进行开发,提升测量数据的精确性与时效性,

将其应用于地质数据勘探中,使得地籍调查工作顺利开展。因此本文主要针对籍测量中关于测绘工程技

术应用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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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籍测量工作是一项复杂且具有难

度的工作,主要是用于土地用途、位置、

面积等内容测定,实际的测量工作难度

过大需要结合先进的地籍测量技术,采

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其进行综合考量,

做好土地信息的登记以及技术准备,逐

步提升地籍测量工作的质量,缩短地籍

测量工程工作周期,减少工作人员的地

籍工作管理强度,助推地籍测量工作的

合理化,确保地籍测量技术的有效性。由

于地籍测量中的测绘工程技术已经延伸

出了多种形式,故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根

据当地的地质情况以及居民数量情况进

行选择,尽可能的避免影响周边居民的

日常生活。 

1 地籍测绘技术概述 

地籍测量测绘技术主要是将征地地

块面积以及土地性质信息进行自主设定,

对权属方的利益进行保护。由于地籍测

量数据的精确性严格,在实际的测绘技

术过程中,常常需要对其测量方式进行

改进。地籍测量区域分布较广,大多数都

需要利用图形变化情况、街道街坊情况

以及宗地编号进行人工作业,所获取的

测量数据并不能将信息共享,要用现代

化的测绘技术才能够将 终的数据进行

优化。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地籍

测量工作可测量到该区域的权属分界点,

并利用计算机技术将其记录在专门的名

册中,包括地区的面积、位置、使用情况

以及权属关系等。一般来说,地籍测量测

绘技术是地籍管理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较强的价值意义,涉及的内容广

泛。就我国地籍测量测绘技术而言,测绘

领域的工作依旧在探索中,并不能完全

的应用于受到社会各界的信服。一旦任

何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地籍测量数

据的精确性,对此,需要不断对工程施工

质量进行改进,以此增强工程数据质量

的合理性,助推社会工作的稳定性发展。 

2 地籍测绘工程技术类型 

2.1 GPS技术 

在测绘工程技术应用过程中, GPS

技术是地籍测量测绘工程技术中的主要

技术之一,可确保地籍测量测绘工作中

数据的精确性与准确性。一般来说,经过

先进技术的控制和测量,可将导线网、测

试网以及三角网进行合理布局,将其控

制在GPS网络上,增进不同网络技术的增

长。地籍测量工作是为了确保区域地质

情况精度的精确性以及真实性,在前期

准备工作开展时可提高地基图与界址点

上的精度,实现地基定位的精确控点。在

测量位置的控制过程中,要将地基图以

及控点的精确度合理管控,按照基本操

作手册以及准则降低平面控制网络中的

测量点详细范围,合理的控制测量频率

以及网络点的高度。在不设地基控制网

的设施设备中,需要引进先进的技术和

工艺,创新测绘工程的实效性,确保测绘

工作的顺利开展。 GPS技术在初始应用

过程中,主要是对控制网的自身尺寸、大

小、安装位置以及安装方向等情况进行

详细分析,明确控制网络的具体位置,在

坐标上控制节点,并对其节点进行自主

控制,实现对控制网络的有效性和真实

性的处理,以 快的时间将区域内部的

测绘信息数据明确,应用GPS技术获取更

多的信息。 

2.2遥感技术 

在地籍测量中应用测绘工程技术,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明确该项技术的应用

价值。遥感技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得

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是借助电磁波

进行信号的搜集,利用传感设施设备对

电磁波信号的变化情况把控,将收集所

得来的电磁波放射性处理并取得地基信

息。应用遥感技术进行探究时,要将所获

取的成像信息多次比对,确保信息资料

的精确性和完整性。遥感技术的运用原

理是对不同地表物体以及建筑物光谱信

号比对所得来的,需要逐步的分析和明

确其中存在的差异性,从而判断该种物

质是建筑物还是其他物件。在应用过程

中,技术人员要根据测量的内容制定方

案,制作针对性的应急措施,开展适用性

强的测量工作,以确保测量结果的精确

性。而在实际的工作中,将多种多样的测

量技术整合化可有效的提升地基测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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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发挥SPOT以及TM影像的功能,将获取

的数据信息以及图片放置于计算机载体

中,运用数据代码对其精准分析。遥感技

术的仪器配置要求过高,若是个人进行

区域位置的测量,需要依据实际情况尽

量不使用该项技术。 

2.3野外数字测量技术 

在地籍测量中应用测绘工程技术,

要根据实际情况应用野外数字技术对所

处区域的地质、水文以及气候等情况进

行详细分析。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这项

技术已经成为了测绘领域的核心技术,

可利用计算机软件将数据信息综合分析,

以此作为国土局以及房产局的信息数据

来源。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由于地级测

量技术过为优质,可为不同的企业单位

做信息数据分析,逐步的降低资本金的

投入。一般来说,野外数字测量技术主要

是通过电子测量仪对地质信息进行详细

分析,其主要的载体为电子记录本、测图

软件以及旋转仪器,可用数据采集软件

设备对所获取的信息数据进行二次加工,

自主的将其备份到数据系统中。在地籍

测量工作过程中,可将便携式计算机以

及全站仪软件将所获取到的数据信息以

快的速度进行自主计算,以便提高工

作效率。但是该种方式所投入的资金较

高,整体设施设备的运作环境较为苛刻,

获取结果过于精密,常常受到外界因素

的影响很难做到。野外数字测量技术可

用于野外不同区域,但是需要预先对当

地的情况进行自主勘测,了解该地区的

一些前期自然灾害等,避免在山谷区域

或是自然灾害频发区域进行数据测量,

以提升工作人员的生命健康为主,尽可

能的获取更为精准的信息。 

2.4其他测绘技术 

(1)摄影测量技术 

在地籍测量过程中,利用该种方式

可将地籍测量自主获取。该种方式是指

将经过同一个物点的物像内容摄取到计

算机软件中,依据成像地点的三维坐标

信息进行位置计算,获取地籍测量信息

资料。该种方式的灵活性强,可根据区域

的地质情况适当调整,包含航天摄影测

量、航空摄影测量以及地面摄影测量等

方式,所获取的结果精确性较高、自动化

成果好、分辨率强、操作简便,不会受当

地的自然环境影响,可确保地籍测量范

围测绘图时效性强,商业价值高。摄影技

术的应用可将区域情况拍摄下来,具有

纸质档案留底的可能,这使得数据带入

实验室研究成为了可能。 

(2)数字化扫描与测量技术 

在地籍测量过程中,数字化扫描与

测量技术不需要在户外进行工作,在室

内就可以完成基本的操作。但应用改善

技术需要获取该地区的地质原图,应用

数字化软件对其进行扫描处理,获取适

用性强的地质数据信息,利用计算机软

硬件对位置进行综合计算。在操作过程

中,要确保测量结果的精确化以及明细

化,了解街道门牌号以及地名,自主的对

相关信息纠正,使辐射源以及测量点维

持在一定的安全距离内,使得信息传输

更加快捷。在对信息进行处理时,还需要

按照实际需求对信息的处理标准进行预

先明确,确保结果的可靠性以及真实性。

若是所有的操作都完成,则需要对预先

处理的数据实行自主计算,将数据进行

综合整理、分类, 终保存已经证明准确

的信息内容以及测定结果。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国家越来越重视

测绘工程技术应用工作。为了进一步提

升地籍测量中的测绘技术应用,需要根

据实际情况采取当代先进的测绘技术进

行地籍测量,提高地籍测量工作效率,减

少人力以及物力的成本支出,依据地籍

测量信息中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解决

措施,助推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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