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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K动态测量在水利工程测量中的应用

刘　欣

河北省水利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要：RTK动态测量技术在水利工程测量中具有许多优点，如快速、高精度和实时性等。通过控制点加密、放
样控制、水域断面测量和地形图的测量，RTK动态测量技术可以提供高精度、实时性的测量数据，为水利工程的设
计、施工和维护提供可靠的基础数据支持。然而，在实际应用中，还需根据具体工程需求进行数据处理、质量控制

和结果验证，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从RTK动态测量技术内涵入手，分析RTK动态测量技术的优势特
点，重点介绍RTK动态测量技术在水利工程测量中的应用要点，包括控制点加密、放样控制、水域断面测量和地形图
的测量，以供参考。

关键词：RTK动态；技术；水利工程；测量；应用

RTK动态测量技术具有测量精准度高、测量过程便
捷度高以及自动化水平较高的优势特点。这些特点使得

RTK动态测量技术在水利工程测量中得到广泛应用，并
成为现代测量领域的重要工具。通过提供高精度、实时

性和自动化的测量结果，RTK动态测量技术能够为水利
工程的设计、建设和管理提供可靠的支持，促进工程的

安全性、可靠性和可持续发展。然而，在应用过程中，

需要根据具体工程需求进行数据处理和质量控制，确保

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同时，操作人员需具备专

业的测量知识和技术能力，以确保测量工作的顺利进

行。通过合理应用RTK动态测量技术，可以提高水利工
程测量的效率和精度，推动水利工程的发展与进步。*

1��RTK 动态测量技术内涵的探究

RTK动态测量技术是一种高精度、实时性的测量技
术，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包括水利工程测量。RTK动
态测量技术可以实时获取测量数据，并进行实时差分处

理。相对于传统的静态测量技术，RTK动态测量技术能
够在测量过程中即时获得结果，减少了后期数据处理的

时间和工作量。RTK动态测量技术利用差分定位技术，
通过接收来自基准站的测量数据进行差分处理，消除大

气延迟、钟差等误差，提高测量结果的准确性。这种差

分定位的过程能够实现高精度的测量结果。RTK动态测
量设备通常具备多频率的接收机，可以同时接收多个卫

星信号[1]。多频率接收机能够提高测量数据的可靠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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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减少多路径干扰，提高测量的精度和可靠性。

RTK动态测量设备具有良好的移动性和便携性，适用于
各种复杂地形和环境条件下的测量。可以利用船舶、车

辆等移动站点进行测量，实现对不同位置的实时测量。

RTK动态测量技术具有较高的自动化水平，能够自动进
行数据传输、处理和校正。通过自动化的数据传输和处

理，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扰，提高了测量工作的效率和

准确性。在水利工程测量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为工程的

设计、建设和管理提供了可靠的支持。通过合理应用

RTK动态测量技术，可以提高水利工程测量的效率和精
度，推动水利工程的发展与进步。

2��RTK 动态测量技术的优势特点

2.1  测量精准度高
RTK动态测量技术的一个主要优势是其高度的测量

精准度。RTK动态测量技术采用差分定位技术，利用测
量设备接收来自基准站的数据进行基准差分，消除大气

延迟、钟差等误差，提高测量结果的准确性。相对于传

统的静态测量技术，RTK动态测量技术具有更高的位置
和高程精度。RTK动态测量技术能够在测量过程中实时
获取测量数据，并进行实时差分处理[2]。这意味着在工程

测量过程中，可以及时了解测量结果，及时进行修正和

调整，从而提高测量精度。RTK动态测量设备通常具备
多频率的接收机，可以同时接收多个卫星信号，提高测

量数据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多频率接收机对于消除多路

径干扰、提高测量精度和可靠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2  测量过程便捷度高
RTK动态测量技术相比于传统的静态测量技术，具

有更高的测量过程便捷度。RTK动态测量技术允许测量
人员在实际测量中快速获取测量结果。通过使用RTK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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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设备，可以实时获取位置和高程数据，并将数据传输

到数据处理系统。这大大缩短了测量时间，提高了工作

效率。RTK动态测量设备具有良好的移动性，可以进行
移动站点的测量。这对于大型水利工程，如河道测量、

水域断面测量等，具有很大的优势。测量人员可以利用

船舶、车辆等移动站点，实现对工程不同位置的实时测

量[3]。RTK动态测量设备通常较为便携，便于携带和操
作。这对于复杂地形条件下的测量，可以方便地进行测

量操作，提高了测量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2.3  自动化水平较高
RTK动态测量技术具有较高的自动化水平，能够减

少人为因素的干扰，提高测量工作的自动化程度。RTK
动态测量设备内置的差分定位功能能够自动进行数据处

理，减少了人工处理的环节。相对于传统的差分定位方

式，减少了人为误差，提高了测量结果的准确性。RTK
动态测量技术能够自动将测量数据传输到数据处理系统

进行处理和分析。通过自动化数据传输和处理，可以大

大提高测量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RTK动态测量技术在
测量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并自动调整和校正数据，以降

低测量误差。通过自动调整和校正，大大减少了人工干

预和处理的需要，提高了测量的可靠性和准确性。RTK
动态测量技术允许生成自动报告，从而便于数据结果的

汇总和呈现。测量人员可以通过数据处理和分析软件，

实现自动报告的生成和导出，节省了手动整理数据的时

间和劳动成本[4]。

3��RTK 动态测量技术在水利工程测量中的应用要点

3.1  控制点加密
在水利工程测量中，确定需要加密的控制点的位置

和数量是首要任务。根据工程的实际需求，选择关键位

置和关键区域进行加密。同时，需要准备好合适的RTK
测量设备、测量工具和人员。根据控制点加密需求，将

原有的控制点进行调整或新增设置。根据测量精度要

求，控制点应布设在松散土地或建筑物周围的稳定点

上，以确保最大程度的测量准确性。使用RTK测量设备
进行动态测量，可以实时获取控制点的坐标值。通过使

用移动站点和移动测量杆，实时观测控制点和移动站点

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并将测量数据传输至数据处理系

统。对RTK测量所得数据进行精确处理和验证，确保测
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根据数据处理和验证结果，

可以评估控制点加密的效果和满足测量需求的程度[5]。

3.2  放样控制
放样控制是工程施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的

作用是确定工程中各个重要节点的位置和高程，以便后

续的施工能够准确地进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

要根据工程实施的要求确定需要进行放样控制的位置和

数量。这些位置和数量的确定应该是全面的、准确的，

并且考虑到工程的特点和要求。在进行放样工作时，我

们可以使用RTK测量设备来进行放样测量。RTK测量设备
具有实时性强、精度高的特点，可以实时测量节点的坐

标和高程。这样可以确保放样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在进

行放样工作时，要按照设计图纸和放样要求进行操作，

确保放样的过程和结果符合设计要求。在完成放样测量

后，我们还需要对测量所得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这

样可以验证放样结果的准确性，并及时发现和纠正可能

存在的问题。同时，我们还需要将放样数据与设计数据

进行对比，确保放样结果与设计要求一致。如果发现有

差异或偏差，我们应及时调整和修正，以确保工程的质

量和安全。放样控制在工程施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

过合理的放样控制，可以确保施工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提高工程的质量和效率。因此，我们应该重视放样工

作，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操作，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同

时，我们还应不断完善放样技术和方法，提高放样的精

度和效率，为工程的成功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

3.3  水域断面测量
水域断面测量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它为水域管理和

规划提供了关键的数据支持。为了确保测量的准确性和

高效性，需要制定合理的测量计划并选择适当的测量设

备。在制定测量计划时，首先需要确定测量的区域和断

面位置。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测量的起点和终点，并规

定测量线路的走向。同时，还要确定测量所涉及的要素

和测量精度要求。根据这些要求，制定详细的操作步骤

和测量方案。选择适当的测量设备是确保测量准确性的

关键。在水域断面测量中，船载RTK测量设备通常是较
好的选择。RTK测量设备可以实时获取船舶位置和姿态
信息，确保测量过程中船体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同时，

测量船上的测量工具可以用来测量船体位置和水域断面

的位置关系。在进行测量时，根据测量计划沿着水域进

行断面测量。使用RTK测量设备获取断面各个要素的坐
标和高程信息。通过现场观测和记录，得到准确的测量

数据。测量完成后，将测量数据传输至数据处理系统进

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利用数据处理软件对测量数据进行

校正和处理，得到准确的水域断面信息。根据测量结

果，可以绘制出水域断面图和相关的统计数据，为水域

管理和规划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域断面测量是一项复

杂的工作，需要制定合理的测量计划并选择适当的测量

设备。只有通过科学的方法和准确的数据，才能得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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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水域断面信息，为水域管理和规划提供准确的数据

支持。

3.4  地形图的测量
地形图的测量对于地理环境的研究和规划具有重要

意义。制定地形图的测量计划是确保测量工作顺利进行

的关键步骤。在制定测量计划中，需要选择适当的RTK
测量设备，以确保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对于地

形图测量，可以采用便携式RTK设备，如手持测绳仪。
这种设备具有便携性和操作简便的特点，适用于户外环

境下的地形测量工作。使用RTK测量设备可以进行动态
测量，实时获取地面控制点的坐标和高程信息。通过使

用RTK技术，可以大大提高测量效率和精度。在进行地
形图测量时，需要沿着预定的测量线或曲线进行测量操

作，获取地形要素的坐标和高程数据。测量过程中，需

要注意测量线或曲线的选取和位置标记，以确保测量数

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为了获取更精确的测量数据，可

以进行多次测量，并取平均值。测量数据的处理和分析

是生成地形图的重要步骤。将测量数据传输至数据处理

系统进行处理和分析，可以得到地形图的测绘成果。根

据测量数据，可以生成高程图、等高线图等地形图，展

示地理环境的地貌特征和地形变化。通过进一步的数据

分析和绘图，可以得到更详细、准确的地形图。

4��RTK 动态测量技术在水利工程中应用及发展

4.1  稳定性的影响
在RTK动态测量技术的应用中，稳定性是一个重要

的因素，可能会对测量结果造成影响。水利工程往往处

于复杂的环境中，如山区、河流、水库等。这些环境中

存在较强的干扰因素，如地形起伏、树木、建筑物等。

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信号遮挡、多路径干扰等问题，影响

RTK测量的稳定性和精度。RTK动态测量技术需要选择合
适的测量设备，并进行适当的设置和校准。如果设备选

择不当或设置不准确，例如天线设置不稳定、基准站设

置不恰当等，可能导致测量结果的不稳定性。RTK动态
测量技术需要进行差分处理，利用来自基准站的数据进

行差分计算，消除大气延迟、钟差等误差。如果基准站

的位置或数据传输中存在问题，可能会导致差分处理产

生错误，影响测量结果的稳定性。

4.2  卫星情况的限制
RTK动态测量技术的应用还面临卫星情况的限制，

有时候可能会影响测量的可靠性和精度。RTK技术需要
接收多颗卫星的信号，来进行测量和差分计算。如果可

见卫星数量有限，或者分布不均匀，可能导致测量结果

的不稳定性和精度下降。在水利工程中，尤其在复杂的

环境中，如峡谷、密林、高楼建筑等，存在着信号遮挡

和多路径干扰的问题。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卫星信号的

接收质量下降，影响测量的精度和可靠性。

结语：尽管RTK动态测量技术在水利工程中具有应
用的优势，但稳定性和卫星情况的限制仍需要重视。随

着技术的进步和设备的改进，可以期待RTK动态测量技
术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能够更好地克服这些限制。同

时，对于测量人员来说，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灵活

应用和合理解读测量结果，也是提高测量的稳定性和

准确性的关键。继续推动RTK动态测量技术的研究与发
展，加强与其他领域的交叉合作，有助于推动水利工程

测量领域的创新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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