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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维激光扫描和 BIM 技术是现代工程测量的两种有效手段,规范化的使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与 BIM 技术,有助于提

升工程测量的精准度。本文分别阐述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与 BIM 技术的应用原理和要点,并对其在工程测量的应用要点展开分

析。期望有利于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与 BIM 技术应用质量的提升,进而实现工程测量工作的高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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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程建设中,人们对于测量工作的开展提出了较高

要求,基于此,大量较为先进的测量技术和设备在工程建设

中得以应用。三维激光扫描是目前获取三维空间数据最先进

的技术之一,其可以快速、准确的获取实体与实景的三维数

据。而 BIM 技术在虚拟和现实结合的基础上,实现了数据测

量应用质量的提升。新时期,实现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与 BIM

技术的结合应用已成为工程测量开展的重要趋势。 

1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测量应用 

1.1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的基本内涵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是当前工程测量的重要方式,其在激

光技术的应用下,实现了物体表面三维坐标及反射率等信息

的全面搜集,从而实现了全景数据模型的高效建设,为工程

测量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思路。测量实践中,三维激光扫描仪、

数码相机、数据处理平台、电源及其它附件设备等都是其测

量实现的主要支撑[1]。从测量效果来看,三维激光扫实现了

空间信息的准确捕获,最大限度的反映了目标实体的真实情

况。通常情况下,实时扫描数据采集、三维激光点分析、空

间点云图模型构建是其应用的三个基本环节。在三维激光扫

描技术支撑下,工程人员可以对测量对象进行全方位的分析,

监控,并在虚拟现实实现工程测量质量的有效提升。 

2 三维激光扫描的工作原理 

作为一种高精度的扫描测量方式,三维激光扫描仪以目

标的整体或局部为对象,对其进行完整的三维坐标测量,确

保了测量数据的关联性、联系性。测量实践中,设备捕获的

点数据被称为点云,其能够真实的反应目标的整体结构及

形态,确保测量人员对目标线、面、体、空间等三维数据的

重建。 

激光测距仪和伺服电机是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应用的基

本支撑。具体而言,在伺服马达转动仪器匀速转动下,激光测

距仪会发出一个激光脉冲信号,当这个脉冲信号达到物体表

面时会发射回来,并由扫描仪的接收器进行接收。测定对象

的距离、角度是扫描结果的主要内容。实践中,若以激光发

射处作为坐标原点,则三维激光扫描仪的坐标系统可通过图

1进行表示。需要注意的是,坐标轴 X、Y、Z相互垂直,而激

光脉冲的横向及纵向扫描角通过α和θ进行表示。 

 

图 1  三维激光扫描仪坐标系统 

3 三维激光扫描仪的应用特征 

实时化、连续化和精准化测量是三维激光扫描仪应用的

主要优势[2]。并且从实物扫描过程来看,其技术应用具有以

下特征：其一,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应用中,测量设备和测量对

象并不需要进行实际接触,并且测量结束后,测绘工作人员

不需要对扫描物体进行处理,这种非接触扫描式技术的应用

效率较高,且采集数据真实可靠。与传统测量技术相比,三维

激光扫描技术在点云的支撑下,实现了扫描对象的多点位测

量。具体而言,当坐标点、高程点、轴线控制点位置确定后,

其它采样点的速率可达到百万点/秒,测量效率较高。其二,

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测量系统,外部环境对于三维激光扫描技

术的影响相对有限,其基本上可以实现全时全域测量；并且

从测量结果表现形态来看,数字符号是激光扫描设备数据表

达的主要形态,全数字化表达使得数据的处理、转换、输出

和共享更加精确和高效,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其三,现阶段,

与GPS系统、BIM系统的结合使用已成为三维激光扫描仪测量

应用的重要趋势,其在扩大技术应用范围、提升测量数据准

确性的同时,实现了现代测量设备兼容性的有效保证。 

4 BIM 技术测量应用 

4.1 BIM 技术的基本内涵 

BIM技术即建筑信息建模技术,其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

撑下,以三维数字为技术依托,进行了建筑工程项目各类信

息数据库的高校构建,从而实现了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和控

制。管理实践中,实现工程项目参建各方协调、确保施工各

个阶段的串联管理是BIM技术应用的重要形态,并且在直观

化、可视化、真实化的数据查询、提取、分析和更新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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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和信息管理得以同步进行,提升了

工程建设的效率和质量。 

4.2 BIM 技术的创模应用 

进行工程三维模型建立是BIM技术应用的核心所在[3]。

现阶段,工程建设人员会在多种测量手段的应用下,实现建

筑信息的基础数据采集,并且在分析这些数据准确性的同时,

会在BIM控制模块中进行数据的矢量化拟合,从而构建建筑

项目的BIM管理模型,确保了建筑信息设计质量的提升。譬如,

在部分古建筑施工中,受图纸不全及长期位移等因素的影响,

其数据捕获和利用过程较为困难,此时在BIM技术支撑下,施

工人员可进行BIM逆向建模应用,这使得古建筑的测量、结构

计算的精确度更好,推动了古建筑修复、保护工作的顺利开

展。(见图2)。 

 

图 2  BIM 逆向建模 

4.3 BIM 技术施工质量控制 

现阶段,BIM技术在工程建设中的应用不断深入,其不仅

使得工程建设管理具有可视化、协调化的特征,而且在模拟

性、优化性和可出图性控制的基础上,实现了工程建设质量

的有效提升。具体而言,在BIM技术应用下,施工人员可以快

速的发现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干扰问题,并在模拟优化中实现

具体问题的解决,为实际工程建设提供了有效指导。 

5 三维激光扫描与 BIM 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结合应用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和BIM技术的结合应用已成为当前工

程测量的重要趋势。测量实践中,三维重建是激光扫描和BIM

结合应用的核心所在,其在点云转化的基础上,实现了测量

数据成果的有效集成。具体而言,其结合应用过程表现在以

下层面： 

5.1 三维激光扫描和 BIM 技术在现代地图中的应用 

电子地图是当前地图发展应用的重要趋势。从实践过程

来看,电子地图基于计算机系统而产生,其在地图生产、使

用、共享和更新保证的他同时,实现了人们生活质量的有效

提升。现阶段,三维激光扫描和 BIM 技术在电子地图中的应

用表现如下：地图生产阶段,三维激光扫描可实现多个点云

的高精度测量,并将测量误差保持在毫米级别。而 BIM 技术

使得地图测量的数据库得以建立,并且在可视化技术支撑下,

为人们地图的查询、提取和编辑创造了条件。 

5.2 三维激光扫描和 BIM 技术在工程测量放样中应用 

三维激光扫描和BIM技术实现了工程测量手段的现代化

革新。传统测量中,测量人员会依据图纸,进行放样计算、数

据检核、坐标点定位、角度把控和距离实测。测量过程的干

扰性较强,且误差较大。而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应用下,测绘

人员可以直接找到个人的放样点,放样定位的过程更加方

便、定位点更加准确。同时在BIM技术支撑下,所有测量的数

据均被纳入数据库,然后在实体模型的建设下,实现了具体

工程建设的有效指导。 

5.3三维激光扫描和BIM技术在古建筑测绘中的应用 

古建筑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近年来,古建

筑修复工程逐渐增多。实践过程中,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技术

与 BIM 技术的对接,古建筑数据采集、处理、三维实体模型

重建的流程得以有效规范。并且通过大量数据的处理和配准,

古建筑的优化模型得以系统构建,从而确保了建筑系统构建

受力状况的有效优化,确保了测量数据的关联性和建筑质量

的可控性。 

6 结束语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和BIM技术的高质量应用对于工程测

量的效率和质量具有深刻影响。实践过程中,测量施工人员

只要充分理解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和BIM技术的应用原理,并

在其测量特性把控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结合应用。才能提

升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与BIM技术的应用水平,实现测绘工程

的合理、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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