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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与传统测量技术相比,GPS-RTK技术具有灵活性高与观测效率高的特点,可以满足高精度的测量要求,因而使用范围较为广泛。土方测

量是一项系统性测量工作,其中牵涉的内容较多,对测量精度要求较高,将GPS-RTK技术应用于土方测量中可以有效获取准确的定位信息,在土

方测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着重分析阐述GPS-RTK技术在土方测量中的应用,期望可以为相关的测绘单位提供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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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RTK通过多年的实践应用,无论是精度还是测量流程均趋于成熟,

在土方测量中可以有效提升测量效率与质量。基于此,对GPS-RTK技术在土

方测量中的应用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 

1 GPS-RTK 测量技术简述 

RTK技术全称Real Time Kinematic,测量原理为载波相位动态实时分

差法,其在多种地质环境中均可以使用,可以实现某地点、某站点及某指定

坐标处的三维定点结果,精度可以得到厘米级
[1]
。经过多年的技术延

伸,RTK已经成为GPS技术中趋于成熟的测量技术之一,作为GPS测量技术最

重要的分支和延伸,目前RTK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种类型的测量工作中,

其应用优势及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从当前RTK应用情况来看,RTK主要包括

基准站和移动站两种形式,基准站的作用是借助无线电获得测量数据信息,

并将所得的测量数据传输至移动站上的接收机。移动站的作用是通过无线

电接受基准站传输来的数据信息,同时具有观测数据获取及数据处理等功

能。图1,RTK测量仪器。 

 

图1  RTK测量仪器 

GPS-RTK测量技术的特点具体有以下几点：①在土方测量中应用

GPS-RTK可以让整个测量工作变得更加简便与直观：可以看出,应用

GPS-RTK技术进行土方测量,可以实现测量数据的全方位、全时段测量,同

时可以保证监测数据全时段三维动态放样,在提升土方测量数据精度准确

性与可靠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②工作效率高,花费的测量时间少：只

要土方测量环境不是异常恶劣,则应用GPS-RTK技术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

成整个测量工作,并且可以准确给出三维坐标；③可以实现全天候测量：

通常情况下只要GPS-RTK仪器设备可以接受到4颗卫星信号便可进行测量

工作,能够有效满足土方测量全天候需求,且数据传输较为及时；④应用

GPS-RTK技术可以实现测量操作的自动化与智能化：近年来GPS-RTK技术

在土方测量中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越来越淡化测量人员的操作与处

理过程,逐渐趋于测量操作的智能化与自动化,在测量过程中,一般只需

要测量人员调整设备的天线、设置相关的参数即可进行观测,实践应用

非常简便
[2]
。如图2,GPS-RTK测量定位原则。 

 

图2  GPS-RTK测量定位原则 

2 GPS-RTK 技术在土方测量中的应用 

2.1控制测量中GPS-RTK技术作用发挥 

利用传统测量技术进行土方测量时,如果出现测区GNSS信号不足,或者

数据传输信号较弱时,便需要借助全站仪辅助测量。这种情况下,测量人员需

要先在整个测区内布设控制点(像控点),而后利用传统的导线控制测量技术

对整个测区进行数据观测与处理,不得不说,这种传统测量技术需要花费较

多的人员、时间与精力,无形中增加了土方测量成本,不利于测量工作高效开

展。鉴于GPS-RTK技术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且精度高,因而可以实现控制测量,

大大缩短了观测时间。除此之外,在长期的实践应用中发现,GPS-RTK技术不

仅控制点布设效率高,而且其测量精度可以完全满足土方测量需求。在树木

茂密的山林地带进行土方测量时,经常会出现数据传输信号不强的情况,直

接对测量数据的精准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借助GPS-RTK技术测量可以迅速

布控,布控完成后可以立即组织全站仪进行现场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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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基于GPS-RTK技术的断面测量 

断面测量经常出现于管线工程、道路搞工程等线性工程中,工程测量

中主要的测量内容以横断面测量和纵断面测量为主,其中的横断面测量与

工程量计算密切相关,在测量时重要需要在垂直于线路上的某些桩位水平

方向测量中线两侧各个变坡点到中线桩的水平距离与高差,而后结合横断

面设计对桩位挖填的土方量进行确定,最终得到整个测区内的土石方量。

在利用全站仪进行土方测量时,如果是在地质地形环境较好、通视性良好

的测区,则利用全站仪进行测量是没有明显劣势的。但是如果测区内地质

地形环境差,测量人员能够做的控制点数量较少,且线型不规则,尤其是需

要测量人员手持棱镜跑到目测断面上,而后再利用全站仪激光打点,此时

全站仪测量的劣势就比较明显了,有可能测量一条曲线需要花费一天的时

间,且测量精度无法有效把控。鉴于此,利用GPS-RTK技术进行土方测量时,

测量人员可以在测量准备阶段将外业测量线路设计传入到手簿中,常见的

就是利用“91”或者“奥维互动地图”来完成。外业测量时测量人员可以

调用手簿数据进行放样作业,根据手簿界面提示移动GPS-RTK至观测线上,

进而获取地形变化和三维坐标数据,这种测量方式可以有效提升测量效率

与质量,克服了全站仪测量弊端,值得推广应用
[3]
。如图3,外业人员正在利

用GPS-RTK进行测量。 

 

图3  外业人员正在利用GPS-RTK进行测量 

2.3 GPS-RTK土方测量的数据处理 

外业数据采集完成后,需要将获得的数据结果输入到计算机中,而后

对采集到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对比,对于无法满足测量要求的数据可以进

行筛除,保证所留下的数据可以满足计算要求。数据的准确性保证后,需要

按照此现场绘制草图对图根点进行折断线的连接,保证在随后的数字模型

建立中不会造成拓扑受限。数据储存、分析等工作完成后,测量人员便可

以按照规划需求进行土方量计算。 

3 利用 GPS-RTK 测量技术进行土方测量时的注意事项 

3.1 GPS-RTK测量操作方法要点分析 

在进行GPS-RTK测量时,需要重点把握以下要点： 

(1)用测量手簿设置参考点WGS-84坐标与当地坐标转换参数、高程及

平面的收敛精度；(2)基准站可以架设到参考点上,也可以架设到符合测量

精度的任意点上；(3)检测周边已经有不同等级以上的控制点,当符合线差

后可以进行未知点测量；(4)控制点要测量2次,如果不符合线差则要重新

测量；(5)对碎部点初始化观测1次。 

3.2相关的注意事项 

具体的注意事项有以下几点： 

(1)保证架设基准站的控制坐标与各方格网坐标系统一致；(2)流动站

的参数设置务必要与基准站设置保持一致,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电台通

道,要保证处于同一通道,否则无法保证数据信息接收效率；(3)如果测量

过程出现因建筑物遮挡而无信号时,可以在附近不远处采集与勘测点等高

的点,内业稍加处理,或者可以沿着同一方向测量一个点,通过内插方式确

定方格点高程,保证测量数据的准确。 

4 结束语 

建设行业的快速发展让很多的土地需要平整,土地平整中进行土石方

测算必不可少。通常土方测量所采用的测量仪器以水准仪、全站仪及经纬

仪为主,各种测量仪器精度均有所不同,具体采用何种测量仪器与方式需

要根据具体的工程项目来确定。作为目前最为成熟的测量技术之

一,GPS-RTK技术在土方测量中的应用价值极为显著。因此,可以将GPS-RTK

测量技术广泛推广到土方测量中,以期保证土方测量精度。 

[参考文献] 

[1]戴海波.网络RTK技术在土方测量中的应用[J].资源信息与工

程,2017,32(02):103-104. 

[2]蒋明灿.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地质测绘和工程测量中的综合应用

[J].资源信息与工程,2017,32(06):130-131. 

[3]李师猛.GPS-RTK测量技术在测量工程中的应用[J].黑龙江科

学,2020,11(06):74-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