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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测量结果的准确性被称为仪表的精度,参考误差越小,仪器的精准度越高,性能越高。在参考误差较小和仪器范围一致

的情况下,往往都是使用相同的仪器,进而缩小测量的范围,这种做法有利于减少测量误差。本文主要研究了测绘中的精度和准

确度,通过对测绘学科和仪器精度概念不一致的问题,对测绘中的精度和准确度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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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绘中测量仪器出现问题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但就测

绘工作而言,精度和准确度的概念分析还不够明确,使测绘

中的精度和准确度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精密度是指测量结果

的精准度,反映被测物体分辨率的测量结果,通过测量的误

差范围大小,以评价区间大小的方式来进行工作。精度是指

多个测量结果的偏差程度,主要是由于系统误差导致的。 

1 精度和准确度概念分析 

精度是指人们对测量结果准确性的分析和认识,测量

结果的误差大小能够反应出测量仪器的精度高低,测量结

果误差越大,则仪器的精度较低,误差越小,仪器的精度较

高。在实际测量工作中,人们通过会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并选择误差最小的数据作为最终的测量数据,以此来降低

误差。当前,在工业领域中测量的应用是最多的。为了提升

测量结果的准确性,确保测量仪器的精度和准确度,工作人

员需要采用相应的措施来提升数据的准确性,以此来保证

测量的效果。 

测量人员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经常会因为测量仪器的

精准度不高而导致数据的准确性较差,测量结果的误差较大,

将会影响后期工作的开展。精密度和测量结果的质量有着较

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要将误差控制在合

理的范围内,进而提升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2 测绘中的精度分析 

2.1 精度的概念 

精确的测量结果和测量的可靠性是评价测绘工作的关

键。可靠性的评估是指测量结果与真实值之间的密切程度。

精度是指测量结果的精准度,是反应被测物理量敏感程度和

分辨率灵敏度的测量结果,通过对测量结果的误差范围进行

评价分析,最后得出相应的测量结果。这主要表现在随机误

差上。在实际测量过程中测绘精度是唯一的随机误差,这种

情况主要表现在测量加工零件精度不准确和差异中,而不是

对测量结果的绝对误差范围描述。 

2.2 综合精度 

精度问题是当前测绘工作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测量技术

指标,通过对测量结果的综合分析,进一步得出测量结果紧

密度和地理信息之间的关系。然而,在测量过程中不可避免

的会遇到各种问题,导致测量结果出现误差,为了避免这一

问题,在测量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相应的仪器设备,进而提

升测量的精度和准确度。但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工作人

员在测量中没有将精度问题和误差进行深入的研究思考,

导致测量结果产生较大的误差,给后期的工作带来较大的

困难。 

从精密测量方法的综合指数能够看出,所谓的综合性精

密经纬仪的实际轴系误差、偏心误差消除,避免了处理后期

残差离散评价。这主要是由于表盘描述不均匀错误导致的,

虽然综合性精密测距仪的加乘常数错误,错误校正周期治疗

后的残差离散度评价中删除。也就是说,所谓的“准确性”

是分解的意思,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实际精度解剖。 

精准度表示测量结果和实际值之间的密切程度,精度是

保证准确度的先决条件。要尽量避免系统错误,测量的精度

较高、准确性也较高,得出的测量结果也是比较可靠的。 

3 测绘中的精度与准确度分析——以 GPS 测量为例 

3.1 测绘工程概述 

本次测量工程属于典型的南方山地地形,三面环山,另

外一面是有旱地和水田,穿过这些旱地和水田之后还是山,

山区道路崎岖、坡度大,山上树林茂密,杂草丛生,行走困难,

测区建筑为坡屋顶,少量平面屋顶灌满水,测区内人来车网,

建筑密度较大,高差较大,对于 GPS 的布网和观测带来很多

的困难。 

3.2 精度保证措施和问题处理 

3.2.1 精度保证措施 

GPS 在测量过程中外业测量必须要严格按照时间规定,

同步接受统一卫星。天线位置的安装要在标志中心垂线方

向上,天线的水准气泡要在居中的位置,且方向标志线要

指向北方,误差要控制的±5º的范围。天线的高度在观测

前后需要各量取三次,数据精度到小数点后三位,前后的

高度差不应大于 3 毫米,取中数作为天线的高度。工作人

员要对测量过程做好详细的记录。在观测过程中测量人员

不得离开测量站,避免测量仪器因在外因素受到影响。由

于观测是按照 E 级网进行观测,所以精度要求经按照下表

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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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E 级网观测指标 

项目/级别 E级

卫星高度角(°) ≥15

有效观测卫星数 ≥4

平均重复设战数 ≥1.6

时段长度(min) ≥45

数据采样间隔(S) 10～60

点位几何图形强度因子(PDOP) ≤6
 

在按照上述表格操作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一是计算卫星观测总数时,需要扣除各时段内重复的卫星数。

二是观测时段长度为数据开始记录到结束记录的这段时间。三

是当观测时段数≥1.6 时,需要采用网观测模式,每站至少要观

测一个时段,而且二次设站点数不得少于GPS网总数点的60%。 

3.2.2 问题处理 

在观测过程中如果出现仪器突然没电,要及时通知调度

人进行重新观测,更换电池后接着观测,时间延迟。在观测中

如果碰到仪器,导致仪器的位置发生偏差,这一时段就需要

进行重新观测。如果测量站的信号受到严重干扰,还需要延

长测量的时间。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导致观测数据中无效观测

数据过多,则需要对不合格的观测数据重新测量。当单点定

时困难,导致观测数据质量较差时,需要重新观测。观测卫星

的数量少于 4 颗时不能进行观测。 

3.3 数据处理和精度分析 

在整个 GPS 数据处理中,基线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其

处理结果将会对平差后坐标精度产生直接的影响。基线的处

理方式有两种,一是修改高度截止角和采样间隔；二是修改

观测数据图。数据处理的质量要看基线的方差比和平差后误

差,要尽量保持方差比大,又要让平差后的误差值尽量小,为

此,需要使两者达到最优的分配,只有这样处理之后的基线

才能得出高精度的基线。 

 
图 1  基线处理 

在处理完基线之后,需要处理观测数据图。处理办法是

选中要修改的基线,将周跳大、数据间断的卫星观测数据禁

用,然后在处理,确保基线达到最优的效果。当所有基线的方

差比和平差后误差都达到最好时,要在对所有的基线在处理

一次。根据基线结果检查基线向量方差比,经统计,最大的方

差比为 99.9,最小的方差比为 7.03,其精度分布见下图： 

 

图 2  方差比统计 

做好方差比统计之后,还需要对外业观测的数据进行质

量检核,通过相关的软件将不同的已知点控制进行平差,最

终选择吻合度最高的平差结果作为最终结果以此来提升测

量数据的精准度。 

4 结束语 

测量的精准度在整个测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同

的测绘方式精准度的控制方式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测量过

程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况,针对相应的测绘方式采用相应的精

准度控制分析,进而得出精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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