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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
张振恒*

许昌市水利规划设计院，河南 461000

摘 要：我国目前的科学技术正在不断的发展，而这也在推动着数字化测绘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测绘技术对于

工程测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能够减少工作人员的工作量，提高数据采集的准确度，有利于保障工程测量的开

展。本文主要研究了数字化测绘在当今的发展与意义，工程测绘中使用的数字化测绘技术，数字化测绘技术的优势

特点以及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工程测量当中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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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curr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constantly developing, which is als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surveying�and�mapping�technology.�Digital�surveying�and�mapping�technology�is�of�great�signi�cance�for�engineering�
surveying. It can reduce the workload of staff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data collec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of�engineering�surveying.�This�paper�mainly�studies� the�development�and�signi�cance�of�digital�surveying�and�
mapping, the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used in engineering surveying, the advantages of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technology,�as�well�as�the�speci�c�application�of�digital�surveying�and�mapping�technology�in�engineering�surve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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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工程测量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提高工程测量的准确度也是人们的一个研究方向。而数字化测绘

技术作为一种有着较高效率，同时采集的数据有着更好的精准度的一种技术手段，正在受到人们的关注。这项技术十

分有利于保证工程测量的准确度，同时还能降低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对工程测量十分有利。因此这就需要相关的人

员能够不断的提升自身的能力，推动数字化测绘技术的快速发展，也推动工程测量工作的快速发展。

二、数字化测绘的发展与意义

（一）数字化测绘的发展

在如今的工程测量中，由于环境的日益复杂，工程的难度越发提高，这就使得那些传统的测量方式不能达到应有

的效果。同时传统的测量方式存在着较大的误差，并且工作效率也很低，这就使得工程项目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不利

于保证工程的质量。所以，一方面是当前工程测量的需要，另外也是社会各界对于工程质量的关注，都在推动着数字

化测绘这项技术的不断发展。在目前的数字化测绘技术之中，遥感技术、GIS技术和GPS技术已经成为工程测量当中
的重要部分。这些技术能够推动工程测量技术不断的发展，从而使得数字化测绘技术也能够越来越精准，并有效的减

少了工作人员的负担[1]。

（二）数字化测绘的意义

在工程测量时通过数字化测绘技术来进行测量，这就能够将相关技术人员的工作负担大大减轻；并且与传统的测

量方式相比，数字化测绘能够大幅提高准确度，进行有效的信息统计。当建立全球定位系统的时候，如果使用传统的

方式，就需要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进行数据的采集，再通过其他的技术人员来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才能建立

一个完善的数据库。这就使得相关的工作人员每天要进行大量的工作，他们需要承受很大的工作压力，并且也非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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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在采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时候出现错误，不利于整个工程的开展。但是通过数字化测绘技术，就能够有效的减轻工

作人员的任务量，降低所需要投入的大量成本，并且还能够提高测量数据的准确性，提高测绘工作的效率[2]。

三、工程测量中的数字化测绘技术

（一）地图数字化技术

在传统的测量过程中，由于这种测量方式缺乏技术性，所以在一些比较大的地图之上，就很难准确的完成工作。

而地图数字化技术就能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是一个比例尺寸很大的地图，通过这个技术，运用扫描矢量化仪器

还有手扶式跟踪数字化等手段，就可以输入那些大尺寸地图，同时扫描仪器也可以直接对地图上面的各种信息进行处

理（如图1）。这种处理是一种数字化的处理，比传统的处理方式要高效便捷，同时要有着更高的准确度[3]。现在设置

的GIS系统，其实就是为了要对信息数据实施数字化处理，但是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需要相关的部门能够采取积
极有效的措施，加快数字化处理的速度。

图1 数字化地图

（二）数字化成图手段

工程测量当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测绘，同时也是最传统的工作之一。但是一旦碰到那些比例尺较大的地图，

就必须要去野外进行测量。而野外测量其实是一个十分辛苦并且复杂的工作，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在整个测量阶段

也非常容易出现一些误差，或是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影响，同时很可能出现满足不了客户要求的情况。而数字化成图

的出现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在测量时使用数字化成图手段，能够大幅度的提升测绘出的地图的质量，并有着比较高

的精确度，同时还能将整个工作流程进行简化，使测绘变得更加简单方便。而且通过数字化成图手段还能减少工作人

员的工作量，降低出错的可能性，并且通过数字化的方式，也有利于将这些测量的数据进行更安全的存储[4]。数字化

成图目前有两种模式，分别是电子平板模式和内外业一体化模式。后者由于操作简单和测量精确度较高，是目前最常

用的一种模式。

四、数字化测绘的优势特点

（一）测绘精准度高

使用传统的测绘技术，很容易在测绘的时候出现一些数据的误差，这些误差就会对工程的质量造成很大的不利影

响。但是使用数字化测绘技术就不会出现这些误差，因为数字化测绘在进行测量的时候，不会被外界的各种因素所影

响，能够科学、准确地对工程进行测量，从而大幅度提高了测绘的精度，有利于保证工程的质量[5]。

（二）自动化程度高

如今的阶段，在通过数字化测绘来对工程进行测量的时候，数字化测绘可以自动的进行测量。这种情况下，工作

人员完全可以不用亲自去测量，而是通过计算机来直接进行数据的采集。这不仅能够避免工作人员在测量时出现的失

误，也能够减轻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减轻工作负担。

（三）图形信息丰富

通过使用数字化测绘技术，可以将所绘制图形的坐标准确性大大提高，这就使得信息检索能够更加方便快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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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业必须要将采集工作做好，在图形上面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所测量的地点的相关数据，同时将各个连接测绘点使

用特殊的符号来进行标注，并且将这些特殊的标注符号添加到数据库之中，这样保证整个绘图的完整性。

（四）广泛运用GIS
GIS技术正在飞速的发展过程中，而通过数字化测绘技术就能够提供有效可靠的数据给GIS，能够提供GIS在建立

数字库时所需要的信息 （如图2）。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数字化测绘技术与GIS的数据没
有能够有效的对接，这也是后续要完善的内容。将二者进行一个有效的结合，可以有利于获取那些较大尺寸的空间数

据。所以，企业完全可以通过数字化测绘技术来提供更多的数据信息给GIS，将二者做到有效结合，促进二者共同的
发展[6]。

图2 GIS数字地图

（五）图形编辑方便

使用传统的测绘技术时，在对采集到的信息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的时候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不利于更好的通过

数据来进行后续的工作。但是如果使用了数字化测绘技术，就能够改善这些弊端。比如说可以将数据成果通过分层和

堆放的方式来增加图形的负载量，这样就能够充分的去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数据的价值。比如说在建设过程中

可以直接输入相关的信息，对那些图形进行修改，有利于对图形快速的编辑。

五、数字化测绘在工程测量的应用

（一）数据采集的应用

在进行数据采集的时候，数字化测绘技术就能够提供不同的测量和采集方法，有利于工作人员采集工作的开展。

一般来说，会在野外通过碎部点来进行测绘，同时也能够利用计算机来直接进行绘制，不需要工作人员进行手工的绘

图，减少绘图过程中出现的失误[7]。如果在采集过程中，周围的环境十分艰难，相关的工作人员就能够使用测量设备

来进行数据的采集。根据当地的实际环境来选择合适的测量设备与测量方式，有利于更好的去采集到准确的信息。并

且在开展采集工作以前，相关的工作人员必须提前进行检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先进行手绘，并且对相关的地质数

据进行标示。数据采集完成后，工作人员应该及时进行数据备份，并且将备份的数据交由专门的人员来进行处理。

（二）数据处理的应用

在将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的过程中，也可以通过数字化测绘技术。这不但可以简化工作，同时也能对数据进行

更加准确的分析。首先，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数字化测绘技术将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区分，有利于对数据后续进行处理。

然后使用编辑器将这些数据信息转化为CAD的格式，而原有的MAP格式转化为点和线的格式，这就有利于绘制图样。
接下来，工作人员再根据数据采集的情况，把绘制的图样中的一些属性和符号进行标注，这就能够绘制出一份具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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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意义的图纸。最后再将这份图纸录入到数据库，有利于后续使用时进行查询。

（三）绘图作业的应用

数字绘图一般就是指通过相应的流程，将工程空间内的数据进行采集，同时进行图形的绘制，最后输出图像。这

一整个过程都是在一个工程模式中完成，能够将时间进行集中，有利于提高绘图的效率，减少由于测量数据而产生的

误差。这项技术一般都是针对那些较大的工程，对于数据的分析与提取有着较高的准确率要求。另外，在进行工程绘

图的时候，可以通过数字化测绘技术直接扫描原图，再根据测量到的各种信息一起进行分析，这就可以随时修改绘图

中不合理的地方，提高整个测绘的精准度。或是有一些对于测绘有着较高要求的工作，将传统的测绘手段与数字化测

绘技术进行一个有效的结合，能够降低整个测绘过程中出现的误差。而且也可以使用一些航测软件来配合数字化测绘

技术，既能够方便测绘，同时也提高准确度[8]。

（四）成图技术的应用

通过进行建模，可以测试数据能否满足施工要求。另外，使用成图技术可以利用自动化控制技术来直接生成数

据，并将其传到计算机之中进行分析，这样就能直观的观察到一个数据模型，有利于测量工作的开展（如图3）。同
时，通过成图技术还能将测量时出现的问题进行整理与分析，并且为工作人员提供一个参考，使得当工作人员遇到问

题时，能够及时的获取到一些详细资料来进行解决，避免出现安全事故。

图3 数字化建模

（五）数字地球的应用

通过数字化测绘技术，可以将空间信息进行数字化测绘，同时有利于对相关信息进行分析与处理。相关的工作人

员获取到有效的信息，就有利于数字地球的构建，为其提供相应的数据支持。在整个测量过程中，可以通过数字地球

来把各类信息都统一放在地理坐标框架之中，包括社会和经济的各方面信息，这就可以直接将这些信息进行存储。比

如说用户如果想要查询信息，直接可以通过网络来进行访问，查询到所需要的内容。当然，数字地球的建立需要各学

科专业技术的支持，而工程测绘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六）图形数字化处理

图形数字化处理其实就是指通过计算机将工程中的数据进行扫描、处理与分析，同时从众多的数据之中找到有利

于工程施工的图形，保证整个工程的施工能够顺利进行。但是由于测量的图像存在不同，所以技术也存在不同，主要

的技术形式包括扫描矢量化和手扶跟踪数字化两种。扫描矢量化有极高的稳定性，能够提高数据的准确度。

六、结论

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有利于推动数字化测绘技术的发展。但是由于工程测量工作有着严格的要求，这就需

要数字化测绘技术不但要保证技术的准确度，同时也能够不断的去进行改进，来提高工程的质量与效率。因此，应该

广泛的推广数字化测绘技术，使其获得更好的发展，从而推动我国工程测量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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