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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测绘技术是工程测量工作所依赖的重要技术,可以帮助测量工程的规模、各部分规范程度以及

工程整体的安全性能。当前,数字化原图处理、数字化绘图、地籍测量以及航测数字成图等测绘新技术

在工程测量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同时也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体现。本文将就测绘新技术在工程

测量中的应用概况进行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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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测绘新技术帮助提升了工程测量的

质量,使工程建设更加符合现代建设要

求。而数字化的发展趋势使得测绘技术

应用更加简单方便,工程测量参数也更

加准确合理。尤其是在工程测绘领域,

测绘技术发展非常快,新技术的应用十

分广泛,深入到工程领域的方方面面。 

1 测绘新技术的意义 

经纬仪、水准仪、平板仪是传统测

绘人员手中的“三件宝”,在传统的工程

测量中人们借助于仪器设备确定地物的

区域、位置及大小等几何要素或者把它

投放到实地。而当前电子信息技术以及

网络传输技术等现代技术的不断完善,

使得测绘技术向着数字化,智能化以及

准确性不断提高的方向发展,可以为工

程测量水平的提高以及各项指标的完善

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其服务的领域也

不断得到拓展和延伸,不断的适应和满

足各种社会需求的发展。 

2 测绘新技术的特点 

数字化测绘技术属于工程测绘中的

关键内容,在工程测绘领域,数字化技术

的应用较为广泛。举例来说：原图数字

化、全球定位系统、摄影测量、激光雷

达等新技术,以上技术对提高工程测绘

精确性、效率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 

(1)由单一的测量技术、设备以及方

法发展为全方位综合的技术、设备以及

方法。(2)数据信息的采集工作全面转向

自动化。(3)信息处理由粗加工,手工工

作业模式向细加工,自动化方向转变。(4)

数据信息由单一趋向于丰富,多维度。 

3 测绘新技术的应用 

3.1图纸数字化的应用 

图纸数字化是指采用数字化仪等数

字化方法,把图纸上图像转化成矢量图

形的过程。换句话说,利用数字化仪对已

有图纸上的信息(如等高线、地物及地形

线)进行扫描数字化。 

即将音如浩瀚传统的纸质地图转换

成计算机可识别图形数据的过程,以便

进一步计算机存储、分析和输出,把堆积

如山的图纸存入光盘及存储介质。一般

采用的数字化仪为手扶跟踪数字化仪和

扫描数字化仪,对扫描所得的影像地形

图进行数据采集化,经过编辑整理,得到

矢量格式的数字化地图。 

图纸扫描矢量化方法是现阶段图纸

数字化处理的主要方法,它与手扶跟踪

数字化方法相比,具有以下优点：作业速

度快、精度高、工作效率高、所需劳动

力少等。 

3.2全球定位系统、北斗在工程测量

中的具体应用 

全球定位系统(GPS)是美国拥有的

一套设施,它为使用者提供定位、导航和

定时(PNT)服务。这套系统由三个部分组

成：空间部分,控制部分和用户部分。 

在以前我们一讲到全球定位系统想

到的就是美国的GPS,而现在有了我们自

己的系统。2020年6月23日,随着第30颗

北斗三号卫星发射成功,我国北斗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全部完成,这是

北斗系统建设的又一个重要时间节点。

自此,中国北斗正式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将可以为全球用户全面提供基本导航

(定位、测速、授时)、全球短报文通信、

国际搜救等服务。开始了北斗技术装备

的国产化替代,由自主的北斗装备替代

进口装备,由单GPS系统转向融合北斗的

多GNSS系统。时至今日,一系列基于北斗

三号系统的导航定位终端已经和正在走

向各个应用领域,更重要的是,这些装备

可以在全球位置接收北斗卫星信号并实

现精准定位。如卫星导航地基增强系统,

全国有过万个基站,现在基本都实现了

北斗化改造,而覆盖米级、亚米级和厘米

级导航定位精度的各种终端也都全面采

用国产板卡(芯片)和自主的数据处理平

台。再如,前段时间完成的2020珠峰高程

测量,外业数据采集主要使用的是自主

的北斗高精度接收机。北斗位置服务价

值正在爆发,创新性的基于北斗的应用

解决方案也在各行业大量涌现,应用场

景越来越丰富。在新型政务信息化、物

联网、智慧城市建设、智能交通、智慧

渔业智慧旅游、智慧物流、精准农业、

自动驾驶等领域,北斗导航定位都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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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必不可少的技术支撑之一 

3.3摄影测量技术在工程中的应用 

摄影测量：通过影像研究信息的获

取、处理、提取和成果表达的一门信息

科学。利用拍摄到的影像,从中寻找研究

对象的信息,利用测量技术来测量研究

对象的轮廓、所在位置以及性质等信息,

并 终将其绘制成3D影像。按照摄影平

台不同可以分为航天摄影、航空摄影、

无人机摄影测量,地面摄影。到目前为止,

摄影测量有近200年左右的发展历史,经

历了模拟法、解析法和数字化三个阶段。

数字化摄影测量以摄取的数字化影像、

数字影像为原始资料,通过计算机和外

围设备进行影像处理和影像匹配,自动

识别相应像点及坐标,通过计算机的自

动化操作和作业员人工的干预运用解析

摄影测量的方法确定所摄物体的三维坐

标,并将数字化的模型、影像以及高线图

等各类信息输出。 

摄影测量平民化：从胶片到数字、

精密机器转化为数值计算 –一台普通

PC可完成摄影测量任务 –从业门槛大

大降低 –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减少对

人的依赖。由于技术的进步,无人机的平

民化,航空摄影测量从以前的“高大上”

飞入寻常百姓家,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

已经逐渐步入日常生活的测量中,可以

发挥其操纵方便、角度全面、效率高、

测量数据精准等优点,尤其是测量区域

较小或传统测量技术无法发挥作用的部

分地区,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可以发挥

其独特的优势,弥补传统测量技术的明

显劣势,对工程测量工作进行有力补充。 

3.4三维激光在工程测量中的运用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通过激光扫描

将被测物体的信息进行采集,主要是其

表面扫描点的三维坐标、性质以及反射

率等数据,并快速建立三维模型以及各

项数据。可以快速地获取地表及其他物

体的三维形状点云数据,经过对所采集

的这些数据的处理,可以快速地获取地

表的数字高程模型和数字表面模型。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系统采用的是像

全站仪一样的极坐标几何定位原理。通

俗点说,通过激光源向被测物体发出脉

冲激光,激光发射至被测物体之后返回

三维数据,与此同时,将三维数据实时转

化为可操作的数据。三维激光理论上24

小时都可以工作,突破普通航空测量工

作时空限制,三维激光扫描夜晚也能测

量,作业背景辐射越小,特别是来自阳光

的辐射背景越小,扫描的效果越好；三维

激光扫描是逐点进行采样的,可以获取

细小的目标信息,如高压线,同理也可以

穿透植被等覆盖物获得地表数据。激光

雷达每一个地面激光点都是真实的三维

坐标,所采集的高精度点云数据测量精

度高,用来制作数字高程模型的效率也

很高,适合做高精度地形测量、城市三维

模型重建与工程勘测。 

三维激光雷达系统直接获取距离观

察值,能提取的地面三维坐标,其生产数

字高程模型的速度要比摄影测量快的多,

使得数字正摄影像图(DOM)的生产变得

相当容易,在一般的遥感图像处理系统

中即能实现规模化生产。 

4 总结 

综上所述,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应用

测绘新技术一方面可以大幅提高测绘质

量和测绘效率,另一方面新技术拥有广

泛地应用空间,也为测绘新技术推广增

加了内生力量。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

断发展,测绘技术也将推存出新,测绘技

术也应该根据实际工程要求不断进行改

进和优化,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推动

我国的工程建设工作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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