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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建筑行业发展越来越迅速,建筑结构越来越复杂,这也使得建筑施工难度越来越大。在建筑工程施工中,工

程测量技术是最为基础的施工技术,测量和放样的准确性直接决定了建筑工程后期能否顺利通过验收,所以一定要重视建筑工程测量放样技术

的质量控制。在施工中,要规范测量步骤,要采取有效的测量方法避免一些常见的测量误差,提升测量放样的准确性,保证建筑工程质量。基于此,

本文简要分析了建筑工程中定位放样和测量误差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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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建筑工程施工中,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测量放样,测量放样指的是

根据图纸给出的高程和位置,用测量仪器设备在施工现场确定建筑物的轴

线位置和楼层高程,所以测量放样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了工程质量；另外

测量放样工作贯穿整个施工过程,对于测量中存在的误差如果能及时发现,

还可以进行复测解决,如果测量误差没有及时消除,在施工阶段慢慢积累,

最终就会导致严重的质量问题,所以一定要重视建筑工程中的测量放样,

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测量放样结果的准确性。 

1 建筑工程中测量与定位放样简述 

在建筑工程施工中,测量定位涉及到施工的每一个阶段,从开挖、基础

施工、钢筋绑扎、模板施工都需要进行测量从而确定准确的位置,所以测

量结果的准确性对于施工质量的影响较大。在建筑工程施工中,常用的测

量方法是先确定主轴线,然后按照设计尺寸确定建筑结构的位置；对于标

高的测量,一般是通过水准仪进行高程转换,确定基础层、楼层的标高符合

设计要求。所以建筑工程中的测量定位就是对建筑实体三维的定位,主要

是位置和高度的测量放样,在测量工作中,由于建筑结构较为复杂,墙体轴

线较多,楼层较高,在测量放样时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一般要求测量人员

结合建筑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测量方案和测量控制方案,保证测量施工中

的准确性。 

2 建筑工程定位放样测量技术 

在建筑工程施工中,主要是对建筑物高程和位置的确定,就是平面测

量和高程测量,在最先开始进行平面位置测量的时候,首先要根据国家测

绘局提供的坐标点,用全站仪来确定两个点,然后根据测量得到的点位来

测量建筑轴线,最后可以按照轴线来进行建筑结构的测量。 

2.1点位放样 

在建筑工程施工准备阶段,首先要根据建设方提供的坐标基准点来确

定施工位置,一般都会选择点位放样来确定二个点的位置,在进行点位放

样时,建筑工程中常用的放样仪器是全站仪,全站仪在已知两个基准点坐

标时,可以放样出带坐标的点位,根据设计图纸中建筑拐点或者中间点,都

能放样出来,在点位放样完成后可以确定轴线的位置,这样就便于后期测

量工作的开展；对于桩基础的建筑工程而言,每一个桩位点都需要用全站

仪进行点位放样,这些都是建筑工程中常用的点位放样测量工作。 

2.2直线段放样 

在建筑工程中轴线是直线的比较普遍,在施放直线时根据已制定的放

线方案,先放通视效果比较好的基线(与长轴平行,多为横轴线),然后施放

辅线。主、辅线放好后再放建筑横轴线和竖轴线。在中、小型项目中多采

用经纬仪和钢尺等仪器和工具来定位放线。在定直线段时以长线定短线；

在用钢尺量距离时都以架仪器的中心点沿直线方向丈量距离确定直线上

的点位；在放垂直(竖)线时,仪器架在已定位的点上,以长线方向旋转90

度预定一个点,然后以直线反方向为始起点反方向旋转90度,与先预定点

重合即可定位,确定垂直线。如不重合并超出允许误差,查找原因,复测后

再平差确定点位。 

2.3高程测量 

在完成了建筑物的平面放样之后,就要测量建筑物的高程,一般建

筑物都是以±0为基础进行高程的换算,而实际上我国的高程是黄海高

程系,在高程测量中,一般都是用水准仪进行测量。在建筑工程基坑开挖

阶段,就要结合基础类型确定挖土方案,一般用方格网法确定挖土深度,

确保挖填土方工程量最小。在测量高程时,利用的原理就是水准仪同一

视线的位置标高相同,已知高程点与已知点塔尺读数之和减去测量点塔

尺读数就是测量点的高程。在高程的测量工作中,一定要保证水准仪自

始至终气泡都居中,这样才能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在楼层测量阶段,

可以通过放线孔及钢卷尺对楼层的高度进行复核,确保每一楼层的净空

及高度都准确。 

3 建筑工程放样测量中产生误差的原因 

在建筑工程施工中,测量一直贯穿着整个施工过程,不同的测量仪器

和不同的测量人员在对同一个点位进行测量时,或多或少都有差异,这就

是不可避免的误差,再加上天气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很容易导致较大的误

差,所以为了提升测量结果的准确性,一定要分析产生测量误差的原因,对

于一些可消除的误差要尽量避免,对于不可避免的误差,要通过优化测量

方法加强复测来降低误差。 

3.1天气及环境导致的误差 

在开展测量工作时,天气对于测量结果有一定的扰动,例如在炎热

的夏天,仪器受到高温作用,其光学原理会受到干扰,居中的气泡也会偏

移；在雾天,会影响测量工作人员的视线,使得读数不是那么精确；风力

也会对测量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进行测量工作时,尽量避开不良

天气,选择较好的测量环境,消除环境对于测量工作的影响,提升测量的准

确性。 

3.2人为误差 

在建筑工程测量工作中,由于测量人员操作仪器不当或者观察出现偏

差都会导致测量误差。在操作测量仪器时,还是要按规范进行架设、整平

和测量,有些初学者操作仪器不当往往会导致仪器精准度下降；在观测测

量数据时,由于人的视觉可能出现偏差,或者在估读时不准确,没有四舍五

入,这些都会导致测量误差。 

3.3仪器原因导致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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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工程测量中,全站仪、水准仪、经纬仪都是常用的测量仪器,

如果测量仪器使用的过于频繁,没有及时的进行校准和保养,这样就会导

致仪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仪器误差；其次用一些精度较低的仪器来开展高

精度的测量工作也会导致测量误差,例如DS05和DS10分别代表不同的精度,

在进行精密测量时,就要用DS05型水准仪,这样可以降低仪器产生的测量

误差。 

4 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的误差控制措施 

由于建筑工程测量工作贯穿整个施工阶段,对于建筑质量的影响较大,

然而由于测量方法的选用、仪器的原理及测量人员的因素都会导致测量误

差,为了提升测量结果的准确性,消除测量误差,保证建筑工程质量,就要

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测量误差,下文笔者结合误差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几点误

差控制措施： 

4.1制定科学的测量方案 

在建筑工程测量放样中,要制定完善的测量方案,测量方案的内容要

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并根据测量工作选择合适的测量仪器,包括测量仪

器的精度和台数,避免仪器频繁使用导致误差。同时要根据测量工作建立

完善的测量控制网和测量复核制度,这样便于测量工作的开展。 

4.2建筑施工测量控制网的建立 

建筑施工控制测量的基本任务是建立一个施工控制网络。在勘测的阶

段所建立控制网,出于一些建筑物的设计位置还没有确定,不能考虑施工

要求,控制点的分布、密度及精度,都不能满足施工测量之要求。此外,由

于场地平整和土方填挖,控制点大多都被破坏掉。所以,在施工之前,要重

新建立施工控制网。工业厂房、民用建筑大部分是沿着相互平行或垂直的

方向建设的,所以,在新建大中型建筑施工场地上,施工控制网一般布设成

正方形或矩形格网组成,称为建筑方格网(或矩形网)。对于在面积不大又

不十分复杂的建筑设计,常采用平行于主要建筑物的轴线布设一条或若干

条基线,作为施工测量的平面控制,称为建筑基线。也有布设导线作为建筑

施工的平面控制网。 

4.3在放样后做好复测工作 

在测量放样完成后,为了消除误差或者避免测量错误影响工程质量,

一定要及时的进行测量复核,一般主要是根据设计要求检查建筑结构的平

面位置和标高是否正确,检查测量读数是否无误,如果两次的测量结果都

是一致,那么就能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4.4提升测量人员的专业水平 

为了保证建筑工程测量工作的准确性,消除人为操作导致的测量误

差,在建筑工程施工中,一定要选择富有资质和测量经验的测量人员,这

些测量人员经验丰富,也了解影响测量结果准确性的因素,他们在测量

工作中,会选择合理的测量方案来降低误差,并且操作熟练,不会因为操

作不当而导致仪器误差,在读数时,他们一般会反复确认,保证读数的准

确性,这样在提升了测量人员的专业水平后,可以消除人为操作导致的

测量误差。 

4.5重视测量仪器的维护和校准 

为了有效控制建筑工程测量质量,在编制测量方案时就要落实仪器的

维护和校准,消除仪器产生的误差。用于建筑工程中的测量仪器,一定要经

过相关部门检测合格后才能使用。在最开始使用测量仪器时,一定要对其

进行校准,并测量一个闭合回路,确保测量仪器无质量问题。在开展测量工

作时,要注意保护仪器,仪器轻拿轻放,使用完成后要及时放入仪器箱内；要

重视仪器的维护与保养,定期对仪器进行检验、校准,并做好记录,仪器超

过规定时间没有校准不得用于工程测量。 

5 结语 

综上所述,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一定要加强建筑工

程施工质量管理,建筑工程测量放样作为施工中重要的环节,测量工作的

准确性直接影响了建筑整体的质量,所以一定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好测

量放样的质量。在开展测量工作时,要选择合适的测量方法和测量仪器,

针对测量工作中容易出现的误差,要从测量人员、测量仪器及测量方案上

加以完善,建立完善的测量控制网,做好测量复核工作,确保测量工作的准

确性,保证建筑工程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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