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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测量中测绘新技术的应用

徐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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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本文围绕建筑工程测量，阐述其重要性、新型测绘技术相关内容。建筑工程测量对设计科学性、施工质

量进度和运营维护意义重大，是建筑工程各阶段的关键。新型测绘技术优势明显，包括 GPS 的高精度测量、三维激
光扫描的高效率数据采集、GIS 的强大数据处理能力以及在复杂环境下如无人机摄影测量的强适应性。在应用方面，
GPS 用于控制测量和大型结构物变形监测，三维激光扫描用于建筑实体建模和施工质量检测，GIS 用于工程规划设计
与施工管理。新型测绘技术发展方向为多技术融合，提高测量效率与质量；智能化发展，提升数据采集与处理水平；

实时动态监测，保障工程安全，满足实时数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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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建筑工程领域，测量工作是贯穿始终的关

键环节，对工程的顺利开展和长期稳定意义非凡。一方

面，建筑工程测量为设计提供地形地貌、地质条件等准

确信息，保障设计的科学性，避免因地形因素产生设计

缺陷，影响建筑功能、安全与美观。施工中，工程测量

实时指导，对建筑物轴线、标高监测，特别是高层建筑

垂直度控制，确保质量和进度。竣工后，测量数据支持

运营维护，可发现潜在安全隐患，延长建筑寿命。

1��建筑工程测量的重要性

1.1  保障工程设计的科学性
建筑工程设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必须依靠准确的

测量数据来全面掌握地形地貌、地质条件等信息。在设

计大型商业建筑时，精确测量场地的高程、坡度等数据

意义非凡。比如，准确的高程数据能让设计师依据其合

理规划地下室深度，确保地下室功能完善且建设成本合

理[1]。坡度数据则有助于确定出入口位置，保障人员和车

辆进出安全便捷。这些精确测量得来的数据是设计的根

基，对建筑的功能性影响巨大，关乎空间利用效率；对

安全性至关重要，影响结构稳定；对美观性影响显著，

关乎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和谐统一，能有效避免因地形因

素产生的设计缺陷。

1.2  确保施工质量与进度
在建筑施工这一复杂且漫长的过程中，工程测量发

挥着关键的指导作用，如同建筑施工的“指南针”。测

量人员需要对建筑物的轴线、标高展开实时监测，这

一工作不容有丝毫懈怠。以高层建筑施工为例，垂直度

的测量控制是重中之重。由于高层建筑高度大、结构复

杂，一旦垂直度出现偏差，建筑结构受力就会不均，就

像天平失去平衡一样，这将严重影响建筑的整体稳定

性。而通过精确的测量，施工人员能够及时察觉施工过

程中出现的偏差，进而迅速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确保

施工严格依照设计要求有序推进，从而保障施工质量和

进度。

1.3  为后期运营维护提供数据支持
建筑工程竣工并不意味着测量工作的终结，相反，

测量数据在运营和维护阶段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建筑物的沉降观测数据尤为关键，它就像一面镜子，能

准确映照出地基的稳定性状况。在建筑投入使用后的漫

长岁月里，持续开展测量工作并对数据深入分析是必不

可少的环节。借助长期测量和分析，能够及时察觉潜在

的安全风险，比如不均匀沉降可能引发的墙体裂缝，这

不仅影响建筑美观，更可能危及结构安全，还有可能造

成管道破裂，干扰正常的使用功能。而这些测量数据为

维修和加固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可靠依据，有助于延长建

筑物的使用寿命。

2��新型测绘技术的优势

2.1  测量精度高
以全球定位系统（GPS）为例，其静态定位精度可以

达到毫米级甚至更高。在大型建筑工程的首级控制测量

中，GPS技术能够准确地确定控制点的坐标，为后续的测
量工作提供高精度的基准[2]。相比传统的测量方法，如经纬

仪、水准仪等，新型测绘技术极大地减少了人为误差和环

境因素对测量结果的影响，保证了测量数据的准确性。

2.2  测量效率高
新型测绘技术往往具有自动化、智能化的特点。像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的点云数

据，覆盖大面积的测量区域。对于复杂的建筑施工现

场，传统测量方法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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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测量工作，而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可以快速完成数据采

集，大大提高了测量效率，缩短了测量周期，为工程建

设节省了宝贵的时间。

2.3  数据处理能力强
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新型测绘技术可以对海量的

测量数据进行高效的存储、管理和分析。它可以将不同

来源、不同格式的数据整合在一起，如地形数据、建筑

物信息等。通过GIS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可以进行空间
分析、地形建模等操作，为建筑工程测量提供更全面、

直观的信息，帮助工程师更好地理解和利用测量数据。

2.4  适应性强
新型测绘技术在复杂环境下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像

在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山区进行建筑工程测量时，无

人机摄影测量技术可以轻松地获取高分辨率的影像数

据。无人机可以在低空飞行，不受地形限制，能够快速

覆盖大面积区域，获取地形地貌、植被覆盖等信息，为

建筑工程的规划和设计提供有力支持。

3��新型测绘技术的应用及发展方向

3.1  全球定位系统（GPS）在建筑工程测量中的应用
（1）控制测量。在建筑工程控制测量领域，GPS 技

术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且已获得广泛应用。在进行测

量时，首先在测区周边合理地建立起 GPS 控制点，这些
控制点如同分布在大地棋盘上的关键棋子[3]。接着，使

用多台 GPS 接收机同时对卫星信号展开观测。这种方式
就像是开启了多双敏锐的眼睛，共同捕捉来自天空的信

息。通过复杂而精确的计算，能够迅速且精准地确定控

制点的三维坐标。像在城市大型建筑群落建设这一复杂

场景中，GPS控制网就像一张无形但又无比精准的大网，
为区域内所有建筑项目构建起统一的坐标基准。有了

它，各个建筑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如同被精确校准的齿

轮，严丝合缝、准确无误，为整个建筑群落的有序建设

奠定坚实基础。

（2）变形监测。在高层建筑和大型桥梁等大型结
构物的变形监测工作中，GPS技术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利
器。考虑到这些结构物在使用过程中，受到诸如自身重

量、外部荷载、温度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结构可

能发生变形，进而威胁到安全。通过在结构物关键部位

安装GPS监测点，如同在结构物上安插了敏锐的“感知触
角”。这些监测点能够实时捕捉结构物在水平与垂直方向

上哪怕极其微小的位移变化。以桥梁的长期变形监测为

例，GPS系统能够以较高频率持续采集数据，无论是车辆
通行产生的荷载变化，还是四季交替带来的温度改变，

只要引起桥梁的变形，都能被及时察觉，为桥梁的安全

评估和后续维护工作提供了可靠且关键的数据支持。

3.2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的应用
（1）建筑实体建模。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建筑实体

建模方面展现出卓越的能力，它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获

取建筑物体表面海量的点云数据。尤其在古建筑保护和

修复领域，这项技术的优势格外突出。以历史悠久的庙

宇建筑为例，当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应用其中时，其扫描

所得到的点云数据堪称是建筑的“数字孪生体”。这些

数据精确到可以细腻地呈现出庙宇建筑的外观轮廓，每

一处飞檐斗拱的独特形状都清晰可现，甚至连建筑上精

美的装饰细节，如雕花、纹路等都能准确无误地展现出

来。基于这些丰富而精准的数据，专业人员可以构建出

高精度的三维模型。这一模型就像是一把打开古建筑奥

秘之门的钥匙，为古建筑修复设计工作提供了最直观的

参照，也为历史研究人员挖掘古建筑背后的故事提供了

详实的资料宝库。

（2）施工质量检测
在建筑施工的整个流程中，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是保

障施工质量的得力助手。它能够对已施工的部分进行全

面扫描，获取其实际状态的数据信息。然后将这些数

据与设计模型进行细致对比，如同拿着一把精准的“标

尺”衡量施工成果，从而迅速察觉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偏

差。以隧道施工为例，由于隧道施工环境复杂且对精度

要求极高，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此大有用武之地。施工

期间，可以按照一定周期对隧道内部进行扫描，将扫描

结果与设计断面作对比。一旦出现超挖或欠挖等问题，

都能及时被发现。这样一来，施工方就可以迅速采取针

对性的整改措施，避免问题积累，从而有效保证施工质

量，确保隧道的结构安全和功能完整。

3.3  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应用
（1）工程规划与设计。GIS技术在建筑工程规划与设

计环节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就像一个万能的信息

整合器，能够将建筑工程周边纷繁复杂的地形、地质以

及土地利用等多种信息有机融合在一起。在城市建筑规

划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中，GIS平台凭借其强大的数据
分析能力，可以深入剖析不同地块对于建筑项目的适宜

程度。它会综合考量诸如交通的便捷与否、环境的优劣

等一系列关键因素。像在医院建设地址的选择过程中，

GIS可以详细分析周边人口的分布密度，了解居民对医疗
资源的潜在需求；评估交通便利性，确保患者能快速就

医；梳理现有医疗资源的分布情况，避免资源过度集中

或短缺，从而为决策者筛选出最佳的选址和规划方案提

供坚实、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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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管理与资源调配。在建筑施工阶段，GIS成
为了施工管理与资源调配的关键技术手段。它就像一个

智能中枢，对施工场地内的各类资源进行精细化管理和

科学调配。具体而言，GIS能够把施工机械的停放位置、
运行状态以及材料堆放点的具体信息与场地的地形数据

巧妙结合。这样一来，可以为施工机械规划出最优行驶

路线，减少不必要的迂回和等待时间，从而极大提高材

料运输效率，避免资源浪费。不仅如此，GIS还具备实时
更新功能，能及时掌握施工进度信息。它就像一个敏锐

的监督员，对整个施工过程展开动态管理。从基础施工

到主体建设，每个环节的进度变化都逃不过它的监视，

进而有效提高施工管理的效率和科学性，保障工程顺利

推进。

3.4  新型测绘技术的发展方向
（1）多技术融合。在未来的建筑工程测量领域，多

种测绘新技术的融合是大势所趋。以GPS、三维激光扫
描和GIS技术的融合为例，这种有机结合将开创测量新局
面。GPS如同天空中精准的导航灯塔，为整个测量工作提
供高精度的定位信息，确保每一个测量点都有准确的坐

标。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则像一个精密的探测器，快速获

取建筑物体丰富且详细的形状数据，不放过任何一处细

节。而GIS就像是智慧的大脑，对GPS和三维激光扫描获
取的数据进行全面整合和深度分析。三者相辅相成，不

仅能够提高测量效率，减少测量时间和人力成本，而且

能大幅提升测量质量，为复杂建筑工程的测量难题提供

更完善、更优质的解决方案。

（2）智能化发展。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测绘
新技术正大步迈向智能化时代。在数据采集环节，智能

传感器宛能够自动精准地识别测量目标。无论是复杂地

形中的特定物体，还是不同光照条件下的目标，它都能

依据环境状况自动调整测量参数，确保采集数据的准确

性和有效性。而在数据处理阶段，人工智能算法成为核

心驱动力[4]。它可以自动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关键的特征信

息。同时，算法还能对数据进行误差分析和质量控制，

保障数据质量。像在无人机摄影测量中，智能算法能自

动识别影像里的地物特征，区分山脉、河流、建筑等，

极大提高了地形测绘的自动化水平，让测绘工作更加高

效智能。

（3）实时动态监测。在当今建筑工程领域，对实时
数据的需求呈现出持续攀升的趋势，这促使新型测绘技

术将发展重点更多地投向实时动态监测能力的提升。通

过充分利用物联网技术，把各式各样的测量传感器连接

起来，形成一个庞大而紧密的网络。这个网络就像一个

无形的神经系统，使得数据能够实时、不间断地传输和

处理。以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在高铁线路的建设与

运营过程中，这种实时动态监测发挥着关键作用。它可

以实时捕捉轨道的细微变形情况，无论是因温度变化引

起的热胀冷缩，还是长期荷载导致的结构变化，都逃不

过它的监测。同时，对于周边环境如风速、降雨量、山

体滑坡风险等变化也能及时掌握，从而迅速发现安全隐

患，为高铁工程的安全运行筑牢坚实的防线。

结束语

建筑工程测量是建筑领域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贯

穿工程的设计、施工、运营维护各个阶段。随着新型测

绘技术的发展，我们迎来了测量精度高、效率高、数据

处理能力强且适应性佳的新局面。无论是GPS在控制测量
和变形监测中的出色表现、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实体建

模和施工质量检测中的应用，还是GIS在工程规划与资源
调配中的作用，都展现出这些技术无可替代的价值。展

望未来，新型测绘技术朝着多技术融合、智能化、实时

动态监测方向发展。多技术融合能优化复杂工程测量方

案，智能化让数据采集与处理更高效精准，实时动态监

测可保障工程安全运行。我们要积极拥抱这些变化，推

动建筑工程测量不断进步，为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驾

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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