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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随着电子信息技术不断创新与发展,测绘技术也实现了跨越发展,通过不断完善,极大的提

升了测绘的精准度,保证了工程基本建设需要。利用精准度高的工程测量,有效满足了工程进度需要,保

证了工程整体施工建设质量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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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测量的作用 

所谓工程测量,主要是对施工过程

中一些建筑物的地理位置、施工角度等

数据的测量,这项测量工作是很多施工

项目中的重要部分,比如城市建筑物的

设计、桥梁隧道的建造、交通工程、水

利項目等等。为了确保这些工程项目在

实施过程中能够顺利进行,必须要使测

量工作严格、高标准、高准确度。为了

满足这些要求,新技术的研发工作一直

在进行。新型测绘方式层出不穷,为这一

行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可能性。不仅能

保证测量的精准,新型技术还能实现数

据的智能化处理、信息化显示,迅速而准

确地提供测量数据,这些优势都大大降

低了低准确度造成的严重损害。综上,

新型测绘方式值得被广泛应用。 

2 测绘新技术分析 

2.1全球定位系统技术 

测绘新技术不断增加,这与光电技

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融合是分不开的,

通过各种技术的融合应用,全面提高了

测绘技术能力与水平,保证了测绘的精

确度,通过使用电子测绘技术,全面有效

提高工程测绘精确度,保证了工程规划

与建设的品质。全球定位系统技术(GPS)

是当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技术形态,在各

个领域均有着重要的作用,生活中也离

不开这项技术,GPS技术精确度非常高,

主要是通过现代技术支撑实现的,保证

了经纬度定位准确性,其原理主要是二

十四颗卫星接受地球任意一个区域信号,

对信息进行传导分析,得到精准的数据。

通过技术的应用,保证了各行业定位需

要,特别是在航空、航海、工程测量和军

事领域中,都发挥重要的作用。 

2.2数字化测图技术 

随着计算机成图技术的不断成熟,

越来越多的工程测量采用这种方式,数

字化测图技术是一项先进的技术形态,

主要是利用了测量和计算机两种技术的

整合,计算机直观得到测量成图。依据所

监测的实际比例,在计算机中进行制图,

根据不同的需要使用不同的成图软件,

把相关数据输入进去,计算机得到指令

就能够快速进行计算与分析,快速形成

需要的成图,用数字形式更加形象生动

表现地图坐标点与事物情况。 

2.3遥感技术 

遥感技术(RS)是一种远程技术,对

大面积观测地带有着科学的把握,通过

技术体现,能够保证测量结果的质量,保

证了对物象的分辨率,整体操作非常简

便,投资不大,可操作性强,在实际应用

中有着良好的效果。遥感技术获得地形

图能够通过各种比例展现,实现快速提

供工程测量所需基本地形图和地籍图的

需要,保证了工程建设工期。 

2.4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IS)主要是对

环境空间的测绘,通过测绘遥感、空间计

算等,实现物象的转化,其实际应用非常

广泛,一方面能实现对地理数据信息高

效收集、保存和管理,为后期进一步深化

处理提供基础性数据,另一方面能有效

做到预测和预报、空间提示和辅助决策,

为科学布局提供参考。通过GIS技术应用,

能实现野外数据大量的采集与分析,在

传统的技术中,野外测绘受地质状况和

环境影响较大,获取数据的难度大,但是

通过地理信息新技术的应用,有效解决

了实地测量的一些难题,通过随时收集

数据,直接通过系统设备就能做到实地

数据上传,确保数据在控制中心得到综

合性分析,大大的保证了工程测量的整

体工作效率。  

3 测绘的新技术应用 

3.1数字化成图技术 

对于一些大比例尺的地图,在测绘

工作时需要引用数字化成图技术。在传

统项目中,这一类地形图往往是项目施

工中的重难点,按照传统的手段,不仅施

工量大,而且操作难度高,各种数据冗杂,

绘图工作也很难进行,需要的时间长,再

加上单一乏味的产品结构,已经不能适

用于当前项目工程的许多要求。因此,

科研人员逐渐发明了数字化成图技术,

这一新型技术不仅超越了传统的方法,

改进了缺点,便利性和精确性都提高了,

并且能够迅速保存,方便之后的整理和

显示。当前的技术水平下,这种技术主要

是利用全站仪、电子手簿等设备对外来

数据进行收集,先进设备的应用大大降



地矿测绘 
第 4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低了对人为劳动力的需求,而且使偶然

误差和系统误差降到最低,使数据更加

精确。并且高效的工作极大地减少了施

工时间,质量和速度的优势使得该技术

普遍应用于各个领域。 

3.2地理信息技术 

地理信息技术(以下简称GIS)作为

一种新型、先进的测量手段,它融合了计

算机、信息、管理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和

技术,并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以及地学

空间,主要是进行信息显示工作。同时,

它也是一项高度集成的技术,不仅高效

地收集和保存各种数据信息,而且对这

些杂乱的信息进行科学规范地分类管理,

最后在三维空间展示处理结果。在测绘

项目中,除了对施工过程做出空间提醒,

提前给出警示,GIS还能作为参考依据,

帮助完成一些决定性的工作。 

3.3 GPS测量技术 

数字化测绘中,GPS测量技术是一项

重要的技术,GPS技术是通过全球卫星能

进行海陆空三维定位的技术,GPS技术在

测绘中主要应用于前期测量、定位,GPS

通过卫星捕捉信号,接受、经过放大、交

换处理来获取准确的数据,再将数据回

传给地面工作人员。通过GPS系统处理,

测绘人员能够对建筑工程进行准备的踩

点,获取准确的地理位置信息,为后续的

工作打好基础。 

3.4摄影测量技术  

所谓摄影测量技术,就是使用非常

精密的摄影测量仪器进行测量工作,结

合计算机的信息化技术,把处理结果立

体地展示给我们,这些信息将更加完整

和更有效,这一技术同样被很多领域广

泛使用。因为借助了摄影设备,在测量时

完全没必要直接靠近实物,这大大地降

低了操作难度,也减轻了工作量,并且测

量结果具有很高的准确度和有效性,这

一类技术具有多样性,且适用于多个领

域。比如一些大型的地形、地势、距离

等的测量工作中,都会用到这类技术,除

了获得数据的精准性,还能达到很多特

有的效果,这是很多其他技术无法做到

的,因此,具有如此多的优势,这一类技

术定能在日后的许多施工项目中得以广

泛应用,发展前途一片光明。随着新技术

的不断出现,全数字摄影则是又一个亮

点,它把摄影测量技术带入另一个发展

空间,可以引用更加先进的方法。当前的

许多项目工程中都用到了这个新技术。

这个技术在工作时可以显示多样化的地

图面貌,比如数据、划线等。当下,该技

术能接受的比例尺最大为一比五百。使

用过程中,它需要和测图仪,以及计算机

连接起来,随时收集、整理数据,并进行

展示。 

3.5 RS技术 

RS是指遥感技术,遥感技术在工程

测绘中运用非常广泛且是一项非常重要

的技术,遥感技术能够通过航空摄影大

面积同步观测获取项目的基本地形。通

过遥感技术不仅可以实时更新数据,保

证数据的准确性,还能够同步获取其他

的数据和信息,像是城市的规划中,利用

遥感技术能够获得比价小的比例尺地形

数据,来收集城市区域地形,同时还可以

获取城市的其他数据信息,以便做进一

步的规划,所以RS在测绘中也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4 结束语 

目前,我国政府和经济环境为科学

技术的发展进步提供了一个良好政策经

济环境,测绘工程中的新技术不断萌芽,

各有侧重,其测量范围、测量精度、测量

速度都有显著提升。我们认为,未来的

测绘技术必将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同时,

我们也应该关注多种测绘技术的综合

应用,做好应用评估工作,并以评估结

果反馈来支持技术优化。为提高测绘精

度,降低测绘成本,提高测绘效率而不

断探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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