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施工新技术·2022 年 第 1 卷 第 5 期

76

GPS 测绘技术在工程测绘中的应用研究
相 冲

秦皇岛市测绘大队 河北 秦皇岛 066000
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项目都在进行着，比如修建高速公路、铁路等，当然，在这些项目中，也少不了大量

的测绘工作，为了保证工作的效率和精度，我们将 GPS 技术运用到了工程领域。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由于 GPS 技术

的高精度和高精度，使得我们的工程安全得到了极大的保证，而且随着 GPS 技术的普及，它在工程勘察中的作用也会

越来越大，对工程的质量也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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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科技的发展，GPS 技术逐渐走向成熟，

目前全球定位系统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为人类的生产和

生活提供了重要的保障。GPS 具有高效率、高精度、操

作简单等特点，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随着城市化

的快速发展，各类工程项目的增多，对数据的精确支持和

质量的要求也随之增加，GPS 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

可以全方位的提升测量的效率，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实用

性。以往的工程计划与勘察，都是以人工进行，人工采集

的资料往往会出现偏差，从而影响到施工的质量和安全性，

单纯的人工、简陋的仪器无法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必须充

分利用 GPS 技术，以保证施工项目的安全与稳定。

1 GPS测量技术的基本原理及现状

1.1 目前的发展状况

在进行工程项目的过程中，测绘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为了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社会工作者必须要注意到，这

些数据是否符合标准。以往，设计者采用传统的测量制图

方式，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从而影响到工程的整体进

度，而传统的测绘法由于主观原因，往往会造成测量结果

的误差。在这个时代，各个领域都在不断地寻找新的有效

手段来提升地图技术，而 GPS 技术就是这样被应用到地

图测量中的。目前，GPS 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工程测量，

其自身的特殊性，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其成本

低廉、效率高、速度快、准确度高等优势，使得 GPS 在

我国市场上的应用日益普及。该技术能帮助各个年龄段的

工程师提高工作效率和精确性。以往的测绘技术不仅会导

致工程进度下降，而且会对工程质量造成一定的影响。与

以往人工测量相比，GPS 技术在导航和定位上的优势在

于，GPS 是基于 GPS 的，因此其效率高，并且具有很好

的连续性。另外，GPS 测验和绘图技术还可以通过现代

科技手段来进行三维空间坐标的计算，从而大大加快了测

绘的速度和精度。

1.2 工作原理

GPS 工作的主要手段是“距离交点法”，这是一种

特殊的操作指导，但其工作原理却并不复杂，是测量工作

中最主要的工作。在测量工作中，首先要准备好 GPS 接

收机，然后由技术人员进行定位。GPS 接收机接收到的

卫星位置信息是随机的，单个或更多的卫星可以保证接收

到位置信息。在得到了来自卫星的信息之后，电脑会对其

进行专业而精确的参数处理，从而得出科学的数值，再根

据这个数值来处理这些参数。GPS 制图技术一般分为两

大类：一是自定义的定位系统；接下来，就是在现场确定

系统位置，选定地点。实际上，在测绘工作中，要根据工

程的实际情况，找到最优的方案。当然，根据不同的系统，

可以根据不同的系统，找到最好的位置，如果遇到特殊情

况，可以同时安装两套定位系统，这样既可以测量数据，

又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2 GPS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优势

2.1 全球定位系统制图技术的优势

GPS 测量技术有很多优势，例如最有名的特点：首

先，他的观测站不用跑到其他地方，而他的位置系统在绘

制地图时，可以很灵活、很实用。不需要走来走去，只需

要在一个地方进行简单的位置观测，就可以获得大量的工

程图纸所需要的数据，而且观测的时间也非常的少，可以

忽略不计。正如前面提到的，所谓的“观测误差很小”，

并不是什么夸张的事情，这是一种长期的实践，积累下来

的经验。利用 GPS 对数百至数千米的范围进行测绘，将

最近观测到的最近观测值与实测值进行对比，两者的误差

在 1 微米以下。

2.2 测量效率较高

GPS 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使各种测绘软件能

够有效地完成测绘工作，特别是将 GPS 技术和数字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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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使工程测绘取得了新的突破。既能提高测量效率，

又能减少测量工作量，又能保证测量工作的顺利进行。另

外，在实际测量中，利用电脑技术可以对测量资料进行更

好的处理，与传统的方法相比，GPS 具有很大的实用价

值，可以大大减少数据的处理速度，提高数据的处理精度。

同时，GPS 技术的运用使传统的测量工作流程得到了极

大的简化，从而使测绘工作更加便捷。

2.3 良好的适应能力

GPS 系统以卫星为基础，通过 GPS 进行全球地形和

信号的定位，与传统的 GPS 技术相比，它没有受到地形、

能见度等因素的限制，避免了测量精度的偏差。这种特性

恰好加强了 GPS 对地形的适应性，提高了其测量的效果

和效率，使其能够在更为复杂和艰难的环境中进行。只要

在测量点的上面和被测地点的空间足够大，GPS 就能在

指定地点进行测量，保证精度和稳定性。

2.4 操作便捷程度高

GPS 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其高度的自动化、集

成性，使得其在实际测量中所需的仪器的安装和连接非常

的简单。GPS 测量仪能自动启动 GPS，实现对测量对象

的跟踪和定位，极大地降低了人工操作，节省了人工，提

高了工作的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由于人为因素引

起的错误。GPS 技术通常能在 20 分钟内对 20 公里范围

内的静止物体进行测量，并在数秒内完成由初始化到常规

的跟踪和定位。GPS 技术相对于传统的测量技术具有更

大的优越性。

3 GPS测绘技术在工程测绘中的应用优势

利用 GPS 技术进行土地划界测量，不仅节约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而且还可以提高工作的精度和效率。通过

GPS 测量技术，可以实时地监测和分析工程的变形。目

前 GPS 技术已发展成为一种多功能、多模式、多用途、

应用范围广的新技术。在对复杂条件的区域进行地图绘制

时，可以采用 GPS 技术对区域环境进行仿真，并能将整

个过程和主要的测绘项目以立体图形的形式呈现。目前，

在矿山工程勘察中，GPS 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矿山工程测

绘，并通过反复的模拟测试，解决了许多矿山工程测绘工

作中遇到的问题。

4 GPS在工程测绘中的应用流程

首先，科学地确定测量点。GPS 技术应用时，应综

合考虑各种因素，合理选取最佳测量点，以保证测点的位

置视野开阔，便于有关仪器的工作，避免 GPS 装置在接

收时发生电磁干扰等问题。当测量点的位置确定后，需要

对有关的资料进行详细的记录，以便为后续的测量工作提

供参考。在工程测绘中，要充分考虑到工程测绘的实际情

况，科学地运用 GPS 技术的工作经验，实施测量标志的

建设。其次，对观测进行了测量。GPS 技术的应用主要

在户外进行，所以，测量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户外观测规范

进行测量，以保证工程的质量；利用计算机对 GPS 测量

结果进行分析，通过各种参数的分析，为工程测绘工作的

准确性提供依据。同时，利用外部观测系统对资料进行进

一步的分析，使得资料更加准确，更符合不同项目的实际

情况。

5 GPS技术在工程绘图中的具体应用

5.1 测绘在城镇建筑施工中的应用

在我国城市规划工作中，利用 GPS 技术进行城市建

设项目的测绘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点。利

用 GPS 技术进行城市建设项目的测绘，可以为城市规划

的实施提供技术支持。比如，在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利

用 GPS 技术对城市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对整个城市的

总体规划进行了调整，比如在城市扩张过程中进行了地形

测量、城市施工中的线路走向、城市轨道交通的测量和规

划。

5.2 GPS 外业测绘

采用 GPS 进行外业测绘，确定合理的测点是非常重

要的，只要选定了合适的测点，就可以进行后续的观测工

作，保证了测图的准确性，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

因此，在进行测绘工作时，首先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包

括完成地图区域的地理位置信息、标架和标型的采集。这

些准备工作完成，对提高选点的准确性也是有好处的。在

观测过程中，GPS 技术主要采用开机观测和无线定位，

这一过程与常规的 GPS 测量系统不同，GPS 系统的安装

需要根据所选择的坐标来进行精确的安装，三脚架上安装

的 GPS 装置要与定位点的垂直位置保持一致，并使用铅

锤等辅助工具来保证 GPS 的精确位置。另外，天线底座

也应在准标记之上，之后才能进行地图绘制。在实际的测

量中，应该三次改变方位，然后对各个方向的观测顺序进

行固定。

5.3 在精密工程测量中的应用

在施工过程中，精确的测量将为工程建设提供科学的

数据支持，为高水平的工程项目提供可靠的保证。在工程

施工中，有些精确的工程勘察设计、施工验收都要有很好

的资料支撑，并根据资料制定出施工规范，从而达到高质

量的工程施工。GPS 在高精度工程建设中的应用十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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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其关键是 GPS 技术的高精度、低难度，尤其是大型

桥梁、隧道等工程，GPS 可以准确的提供准确的测量数

据，从而为工程的建设提供参考，利用 GPS 的数据，制

定工程的详细规划，确保工程的质量和安全性。

5.4 GPS 布网工作

这一领域的应用主要是利用 GPS 技术对海港、饮水

工程等工程进行网格化布局。特别地，这一方面是建立一

个持续发展的三角锁同步图形，即点连接或边连接。而在

变形监测或工程枢纽地区建设控制网的绘制中，往往采用

网连接或边连接的方式，这样可以进一步提高 GPS 的几

何精度和网格精度，从而为测量工作的精度提供可靠的保

证。

5.5 公路工程测绘技术应用

公路工程施工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一

项工作，对公路工程施工的测绘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GPS 技术在高速公路上的应用，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部

分，其中静止的作用是根据卫星的数据来确定一个特定的

位置，而动态的作用是利用卫星对一个已经存在的三维坐

标进行定位，从而达到地面的现场测量。GPS 技术在公

路建设中的应用，能够为道路测量控制网的设置提供技术

依据，并能根据不同的需要，采用有针对性的布线方式。

同时，它还具有横向和纵向的测量功能，将 GPS 与手机

的接口相结合，然后通过中心线进行定点和工程资料的绘

制。

5.6 动态实时测绘法

GPS 实时动态测绘（RTK）是通过将 GPS 接收器安

装在测量点上作为测量点的精确位置，然后通过与 GPS

卫星相连接接收测量数据，从而实时采集到的数据，并将

采集到的数据发送到测量流动站和中心测量站。在此基础

上，测量流动站可以同时接收 GPS 卫星和其它各种资料。

通过对各种信息进行科学的集成，利用 GPS 导航技术对

观测数据进行分析，利用计算机系统可以采集到测量流动

站的具体位置，并将各种信息返回，从而建立动态地图的

动态效果。

5.7 工程变形监测的应用

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很多项目都

会产生不合格的项目，例如，施工中的变形是最常见的，

它会对建筑的安全和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一旦不能得

到有效的控制，就会发生安全事故，甚至会造成人员的死

亡。由于工程变形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因此必须采用 GPS

技术来纠正。由于 GPS 具有高精度的三维位置测量优势，

因此 GPS 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监测工程变形的方法。目前，

工程施工中的建筑物变形很多，变形是由建筑物变形、工

程变形、资源开采引起的，这些都是由变形引起的，通过

GPS 的监控，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确保居

民的安全。

5.8 应用 GPS 虚拟现实技术

目前，仿真、图形、人机界面、多媒体、传感、网络

等技术已经日趋成熟。虚拟现实技术包括模拟环境、感知、

自然技能和感知设备等多个方面。尤其是在许多山地地区，

环境复杂，地形多变，水文频繁，灾害频发，为了确保测

绘工作的顺利进行，必须采用 GPS 虚拟现实技术，将地

形和地形都模拟出来，让人置身于一个真实的虚拟世界之

中。技术人员利用计算机、GPS 等技术，采集大量的资

料，形成一个特定的坐标系，形成一个特定的对象，通过

接收、处理和制图，形成三维和四维的动态地图，再通过

计算机将数字内容转化为图像，这样，就可以在不使用人

员的情况下，将现场的情况反映出来，这样既可以防止测

绘人员的操作失误，也可以保证测量的准确性，从而为项

目的施工提供最好的证据。

结束语

总之，GPS 技术是一种新的测量技术，已广泛应用

于工程领域。它不仅可以为使用者提供坐标，还可以采集

地图的时间、位置、速度，将所有的信息都传递到使用者

的手中，增加了使用者的信息量。此外，目前已有的各种

导航软件都采用了 GPS 技术，而目前的电子地图可以让

用户通过手机上的软件来规划最佳的路径，为人们的日常

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此外，在海洋测绘、航空摄影等

其它重大研究领域，GPS 技术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推

动了人类科学的发展，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GPS 技

术也在不断地进行着革新，使工程的技术水平和技术的提

高，保证了工程建设的质量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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