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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促使科学技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的工程测量中,GPS 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

本文就将对 GPS 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进行探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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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尤为迅速,GPS 的应

用也变得越来越普遍。起初 GPS 主要被应用在定位上,不过

随着技术性能的完善,其应用范围逐渐拓展。尤其是该技术

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不仅降低了工程测量难度,保证了测

量工作的精准性,也减少了测量成本的损耗,提高了工程测

量效率。为此加强 GPS 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研究尤为

关键。 

1 GPS 技术与工程测量 

GPS 是全球定位系统的简称,该系统主要是通过卫星及

定位系统的应用实现对各空间区域特定物体坐标的定位和

控制,帮助相关领域人员及时、高效的获取所需数据信息,

提升工作效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球定位系统逐渐被

应用到工程测量中,并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该技术的应用

实现了不同地质、不同气候条件下,被测物体的实时监控,

明确被测物体所处环境,及周边特征。目前全球定位系统在

导航、均是、野外考察、土地测量等领域中贡献较大。 

工程测量是建筑项目实施中涉及的所有工程测绘活动

的总称。现阶段各领域项目开展前,都需要进行准确的工程

测量活动,以此来获取精准的测量数据,为工程项目建设方

案的制定提供依据。由于测量对象的不同,工程测量的种类

也不尽相同,如建筑工程测量、水利工程测量、矿区工程测

量、交通基础设施测量以及均是测量等。不管是哪种测量工

作,其核心目标都是通过测量数据的掌握来了解项目开展中

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制定合理的解决方案,从而降低项目风

险,保证企业的经济效益。而全球定位技术在建筑测量中的

应用,能够实现全天候测量工作,以此加强测量数据的精准

性,优化测量水平。 

2 GPS 测量技术的优势 

2.1 定位快速、高效 

应用全球定位技术,工程测量可以开启实时定位模式,

实现对测量点的动态化管理。在实际操作中,只需建立相应

的流动观测站,并确保其运行状态稳定,即可通过全球定位

技术来对每个观测站中的观测数据进行实时收集和处理,这

大大缩短了测量时间,提高了测量效率。 

2.2 全天候观测 

通过全球定位测量技术的应用,可以在不同时间、不同

地点开展连续观测工作,降低了传统测量中气候因素对测量

结果的影响,加强了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同时,通过该技术的

应用,还可以实现被测点的快速定位以及信息获取,提高了

测量工作的效率。 

2.3 测量精准度高 

传统工程测量主要是通过人工测量方式做到的,这使得

测量工作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出现误差。但是全球定位

测量技术,是通过卫星技术对被测物体进行准确把控来完成

测量工作的,其可降低不良因素的影响,增强测量结果的准

确性。据相关数据统计,采用 GPS 技术开展的工程测量,其静

态定位距离可精确到毫米左右,动态测量中误差值可精确到

厘米以下。 

2.4 操作简单 

GPS测量技术在应用过程中需要通过接收机来完成信号

收集和传输。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接收机的性能也在逐渐

改善,体积和重量在逐渐缩小,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测量

工作的难度。目前的 GPS 接收机已经逐渐向着渐变画、小型

化的方向发展,测量人员在使用过程中,只需通过天线整平、

高度量取以及电源开闭,即可完成信息数据的自动化收集和

处理工作。 

3 GPS 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 

3.1 工程测量中的应用 

GPS 定位技术中包含的专业学科知识相对较多,如几何

图形知识、物理学知识等,通过这些理论知识的应用为工程

测量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保障。工程测量中的定位技术在

应用中需要设置地面测量信号,通过对地面测量信号中数据

的接收和传送,来准确掌握被测对象的信息。工程测量中的

定位技术主要分为静态定位技术和动态定位技术两种。 

静态定位技术在使用过程中,先进行接收装置的安装,

并合理控制装置间的距离,之后再通过较长时间的数据观测

来获取准确的测量信息,接下来工作人员会对这些信息数据

予以分析和处理,找出其存在的差异性,为后续作业的开展

提供帮助。而应用动态定位技术,则主要以地载波观测测量

为主,通过控制基站的安装来实现信号接受和处理,为人们

提供大量的动态信息数据。两者相比,前者的操作要更加简

便,且信息数据获取较为稳定,后者因受到动态性特征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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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在信息分析上存在一定的难度。 

3.2 工程水准点测量中的应用 

传统测量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很难对工程水准点完成准

确的观测,并及时做好实地考察工作,其很容易在观测中存

在误差,影响实际测量效果。但是在应用 GPS 技术后,通过与

卫星信号的实时连接,提升了水准点定位测量的准确性和及

时性。实际操作原理为：在水准点测量前,要先实行天线设

施和信号接收机的安装,以便于测量中能够及时、快速的接

收到微信信号,之后实行卫星连接,开始测量工作,在测量过

程中,要及时对观测数据予以记录,了解数据的变化特征,得

到较为精准的水准点测量数据,为后续项目的开展提供依

据。通过 GPS 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水准点测量工作的效

率和质量。 

3.3 GPS 虚拟现实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 

传统工程测量中需要耗费较大的人力、物力,且很容易

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使测量结果的准确性无法得到保障,

严重时还会阻碍工程测量工作的开展。而利用 GPS 虚拟现实

技术后,能够很好的解决传统测量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实现

数据信息之间的交互和存管,保证测量工作的质量和安全。

GPS 虚拟现实技术是利用计算机系统,在软件中构建工程测

量具体模型,然后通过三维形式展现出来。在测绘的过程中,

人员无需到达施工环境中进行测量施工模型的测绘,通过虚

拟现实技术,便可以明确测绘中的重点,并有效处理其在测

量中的安全事项。 

3.4 GPS 与传统技术融合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 

同传统测量技术相比,GPS 技术在测量准确性上、操作

便捷性上均有利显著的改善,不过受到积水水平的限制,GPS

在使用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尤其是在卫星信号较弱、存

在较多遮蔽物的区域内,很难有效发挥出 GPS 技术的作用和

价值,进而阻碍了测量工作的开展。为此需要将 GPS 技术与

传统技术进行有效结合,促进测量工作的有序开展。现阶段,

最常用的融合方式就是将传统的解析法以及图解法与 GPS

技术实行有效融合,以此来防止信号薄弱导致的观测数据不

准确现象的发生,增大测量的精确度,减少区域条件限制对

测量工作的影响。 

3.5 在变形监测中的应用 

在建筑工程项目开展中,因为材料质量、承载能力等因

素的影响使得建筑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形,导致建筑质量出现

问题。为此在工程建设中,需要开展合理的变形监测工作,

及时掌握建筑结构存在的变形情况,然后制定合理的解决措

施,提高建筑工程的质量。建筑物变形监测主要包括建筑物

沉降监测、建筑物倾斜监测、建筑物裂缝监测、建筑物位移

监测等。因为传统的变形监测存在一定的不稳性和不全面性,

所以建筑内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增大了建筑的使用风险。

但是采用 GPS 技术后,由于其具有操作方便、观测时间快、

精度高、自动化、测站之间无需通视等优点,能够很好的满

足变形监测的要求,从而加强了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和精度,

减少成本费用的支出,因此被广泛应用在变形监测之中。 

4 结语 

综上所述,GPS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能够及时准确

的完成被测对象的定位,快速获取被测对象的信息数据,从

而提高工程测量的效率,保证测量数据的准确性,为我国建

筑行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罗毅.GPS 测量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J].工程技

术研究,2017,(2):37. 

[2]刘帅,孙付平,应文玺,等.两种软件在 GPS 动态测量数

据后处理中的比较与分析[J].测绘工程,2014,23(03):66-68. 

[3]潘素萍.工程测量 GPS 动态监测应用与数据处理分析

[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4,(02):43-44. 

[4]武晓龙,许斌锋,徐爱霞,等.应用 GPS 测量技术建构物

动态监测思路探讨[J].科技资讯,2010,(07):64+66. 

[5]周强.探讨工程测量GPS测量技术应用[J].门窗,2018,(3):231. 

[6]陈玉名.浅析 GPS 测量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J].

民营科技,2018,(06):34. 

[7]李明.工程测量中 GPS 测量技术的实际应用[J].中国

高新区,2017,(2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