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矿测绘 
第 2 卷◆第 5 期◆版本 1.0◆2019 年 10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61 

Geological min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GPS 技术与常规测绘在农村房屋土地测绘中的研究 
 

王伟 1  付凯 2 
1 河北省地矿局第四地质大队 2 河北工程大学 
DOI:10.32629/gmsm.v2i5.323 

 

[摘  要] 主要介绍全球卫星定位技术(GPS)使用和常规测绘方法与原理,并阐述在农村房屋土地测绘工作中应用。总结 GPS

具有布设点位灵活、观测速度快、全天候作业等优点,但在测绘作业中还会受到高楼等一些具体条件的限制；常规测量方法

有精度高有点,但效率比较慢。制定优势互补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 GPS；常规测绘；土地测绘 

 

GPS系统定位测绘与常规测绘在农村房屋土地调查项目

中长期配合使用。本文主要介绍两种方法在农村房屋土地测

绘中的特点与对比,针对使用方法进行详细阐述。 

1 GPS 测绘方法在农村房屋土地调查中的应用 

1.1 GPS全球定位系统技术的应用及原理。GPS全球定位

是以卫星为基础的无线导航定位系统,具有布设点位灵活、

观测速度快、全天候作业等优点。能为用户提供高精度的三

维坐标、速度和时间。以下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宅基地房屋

土地确权登记发证项目的为例,阐述GPS技术的应用方法。 

1.2 GPS-RTK技术的应用及原理。GPS-RTK的基本原理是

将一台GPS置于基准站上,另外N台GPS接收机称为流动站,基

准站与流动站同时间接受同一组GPS卫星发射的信号源,基

准站实时观测载波相位值、伪距值、基准站将坐标等数据用

无线电或网络信号传送给移动的流动站,流动站通过接收基

准站所发射的数据,将载波相位观测值进行差分数据处理,

得到流动站基线向量(ΔX,ΔY,ΔZ),GPS-RTK 技术主要应

用平面加密以及图根点控制网的工作。 

1.3农村房屋土地图根控制测绘(1)基准站布置主要方

法一是架设在环境开阔、位置较高的地方,避免大磁场和电

磁波干扰。二是架设时要有后接电源,扯站时要关闭电源。

三是检查基准站信号发射是否正常。四要再架好基准站工作

的时候。五是动基准站要做点的重设坐标。(2)点校正方法：

一是点校正是把GPS测的WGS84坐标转化成当地坐标。二是看

测区的大小,选择不低于3个的校正点。(3)GPS-RTK农村房屋

土地的图根控制测绘时,需要对图根控制点进行独立观测两

次以上,且观测所得平面坐标较差小于±2cm,高程较差小于

±5cm,取观测平均值为最终图根控制点数据成果使用。 

2 常规测绘方法在农村房屋土地调查中的应用 

常规测绘仪器主要有：全站仪、手持测距仪、水准仪、

钢尺等设备。在农村房屋土地调查中,主要使用全站仪配合

测距仪、钢尺等设备进行底物要素、界址要素、房产要素测

量,主要数据计算处理方法极坐标法、直角坐标法、距离交

会法、图解法等。在实际农村房屋土地调查中,根据被测地

物条件选择所需设备和处理数据方法。 

2.1常规测仪器使用与保存运输都比较繁琐,常规仪器

使用时要进行控制点的检查,保证通视。 

2.2常规架站类仪器使用。仪器安装在可以伸缩的三脚

架上并置于两观测点之间。打开三脚架并使高度适中,使架

头大致水平,用连接螺旋将水准仪器连接在三脚架上。 

粗略整平是使仪器的粗略水平,用脚螺旋使水准气泡居

于圆圈之中。在整平过程中,气泡移动的方向与大姆指运动

的方向一致。 

照准是用镜筒准确地照准目标。首先把镜筒对向远处清

晰的背景,转动目镜调焦螺旋,微调使十字丝清晰。 

精细整平是视线精确水平。使仪器在一条水平视线,以

满足测量基本原理的要求。 

2.3使用测距仪或者钢尺进程距离测量时,应重复测量

两次以上,误差不能大于±5cm,如超过误差范围需要从新

测量。 

2.4房产测绘项目实际生产中,无论怎么使用多种常规

仪器配合使用,都要满足精度检核条件,各种特征点的测绘

精度都要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2.5如果测量员在新的房产测绘项目实际生产中,根据

已有收集的资料到现场踏勘界址点位置和所处架站环境

和通视情况,为控制点的选择和测绘方法的选择做好预案

工作。 

2.6常规测绘仪器的测距都比较短。 

3 GPS 系统定位测绘与常规测绘在实际应用中对比 

GPS系统定位测量方法和常规仪器技术测绘方法在农村

房屋土地调查项目都应用比较广泛,但是这两种测绘方法都

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首先仪器实际操作方法不一致,其次

使用数据方法也不一样。在实际生产中要灵活运用两种设备

和方法,熟练掌握两种方法的优缺点,为实际生产提供高效、

高质数据成果。在实际测绘作业中总结主要优缺点如下： 

3.1 GPS系统定位技术和仪器主要优缺点 

GPS系统定位具有选点灵活、不需要造标、费用低、全

天侯作业、观测时间短、观测、处理自动化、可获得三维坐

标。具体优点如下： 

(1)降低生产费用。主要体现在减少人员劳动力、大大

降低工作时间、数据处理方法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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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布设GPS网时,一次组织多台GPS接收机,集中在一

段不太长的时间内,共同作业。控制网布设灵活、控制点距

离长,观测分阶段进行,在同一阶段中,所有的接收机,直至

所有点观测完毕。 

(3)控制网中控制点不受通视条件的限制,水平和垂直

测量精度高。 

(4)GPS仪器设备方便携带,操作简单,野外工作人员要

求低。 

(5)GPS仪器设备能够全天候24小时作业。 

(6)GPS数据处理软件简单易学,操作简单,有效避免人

为因素错误。 

GPS系统定位虽然具有众多优点,但在实际测绘生产作

业中会受到一些客观条件限制,其主要限制有：为避免或减

少多路径效应的发生,测站应远离对电磁波信号反射强烈的

地形、地物,如高层建筑、成片水域等。其具体缺点： 

(1)为减少各种电磁波对GPS卫星信号的干扰,在测站周

围约200m的范围内不能有强电磁波干扰源,如大功率无线电

发射设施、高压输电线等。 

(2)为避免或减少多路径效应的发生,测站应远离对电

磁波信号反射强烈的地形、地物,如高层建筑、成片水域等。 

(3)为便于观测作业和今后的应用,测站应选在交通便

利,上点方便的地方。 

(4)测站应选择在易于保存的地方。 

(5)为保证对卫星的连续跟踪观测和卫星信号的质量,

要求测站上空应尽可能的开阔,在10°~15°高度角以上不

能有成片的障碍物。 

(6)注意任何可能引起多路径的障碍。 

(7)注意任何的UHF、TV、无线电、微波或雷达发射器。 

4 常规测绘技术和设备的优缺点 

常规测绘技术和设备作业的优点如下： 

4.1常规测绘方法和设备高于GPS系统定位技术和仪器

精度,常规测绘方法检查条件较多,降低粗差的出现。 

在农村房屋土地调查测绘实践中,提取若干数据进行对

比,分别对使用常规测绘设备,用常规测绘方法的要素点和

GPS-RTK接受机按照规范操作对特征点测量,其点位中误差

计算,使用常规测绘设备和方法测得的点位中误差为0.025m,

使用GPS-RTK接收机测绘测得的点位中误差为0.036m。 

4.2在仪器价格上比较,普通常规测绘设备价格相对较低。 

4.3在生产作业过程中,常规测绘设备不受卫星和网络

信号的影响。 

4.4常规设备虽然有很多优点,也存在很多不足,如测量

距离较短,需要通视条件,移动测站复杂等条件。 

5 两种设备取长补短 

GPS-RTK接收机测绘与常规测绘设备在实际生产作业中

都具有各自优点,同时有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在生产作业过

程中,有效的利用GPS-RTK在满足规范的条件下,在测绘区域

内布设大量图根控制点,解算图根控制,形成图根控制点数

据成果。在信号无法满足GPS地方,与常规测绘设备配合使

用。两种设备相结合即解决了GPS-RTK接收机测绘和常规测

绘设备短板又有效发挥各自长处。达到满足农村房屋土地调

查工作精度要求和工期的要求,最大化的提高工作效率。 

6 结束语 

GPS-RTK接收机测绘定位方法与常规设备测绘技术方法

的应用过程中都有各自优缺点,在实际生产作业要熟悉两种

方法的优缺点,因实际情况合理选择设备和方法,取长补短,

达到规范要求,提升劳动效率和增加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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