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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在 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强调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引擎，更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数字化测绘技术是建筑工程测量中的一项新技术，具有

高精度、自动化、丰富图形等优势价值，是数字中国战略推进的重要技术。基于此，研究针对数字化

测绘技术展开了研究，分析了数字化测绘技术的应用价值，并以某科研楼工程为例，对数字化测绘技

术的应用进行了具体阐述，最后就如何优化建筑工程中的数字化测绘技术提出了几点建议，旨在落实

建筑行业的数字化发展，促进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建筑工程测量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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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ty's 20 report pointed out that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power，digital 

China.In February 2023，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Overall Layout Plan for 

Digital China Construction，emphasizing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is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promoting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and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s a new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surveying，which has the advantages of high precision，automation and rich graphics，and is an 

important technology for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China strategy.Based on this，the research on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and in a 

scientific research building engineering，for example，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finally on how to optimize the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aims to implement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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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4 年 2 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数字住建”建设整

体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全行业开展信息化、

数字化工作指导，旨在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推动

住建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进一步提升政府管理与

城市治理的水平，推动住建行业整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

代化发展
[1]
。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建筑行业数字化发展的要求，

要求建筑行业从整体发展中布局，发挥数字化的优势，加快数

字化的建设。在建筑工程测量中，相较于传统的测量模式，数

字化测绘技术的使用更便于测量人员完成数据的传输和处理。

因此，在数字化的发展中，工程施工要重视数字化测绘技术在

建筑工程测量中的应用，解决工程测量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

完善工程测量的工作内容，从整体出发，提高工程测量的整体

质量。 

二、数字化测绘技术的应用价值 
（一）高精度测图 

数字化测绘技术是一项精度较高的技术，能够保障成图的

精度、工程测量的精度。在建筑工程的施工中，工程测量工作

贯穿于整个施工过程中，各个施工阶段都需要测量，而保障测

量的精度和成图的精度就是提高工程质量的关键。在工程测量

中，应用数字化测绘技术与传统的测绘技术不同的是，数字化

测绘技术会先使用无人机遥感技术对建筑工程个场地范围进

行航拍，然后对航拍的图像进行矢量化分析，并使用 GPS-RTK

获取地形的三维坐标，使用全站补测 GPS 信号较差地区三维坐

标来掌握测量的具体情况，实现精准采集、测量出更加准确的

数据，并提高、修正人工测量的误差，提高数据的精准性
[2]
。 

（二）自动化测量 

在传统的工程测量工作中，由于工程测量会受到人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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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因此测量工作需要人工配合完成，人工无法到达的地

方，测量也难以开展。在数字化测绘技术中，工程测量不再受

限于人为因素，可以实现自动化测量，进而有效提高测量工程

的效率和精确程度。与传统测绘工程相比，数字化测绘技术的

自动化测量优势主要有以下两点： 

①数字化测绘技术的测绘仪器自动化水平高，在测绘过程

中可以使用各类自动化测量仪器，加快测量活动的开展，提高

测绘过程的自动化水平。 

②得到的测量数据会录入到 CASS、Auto CAD 等计算机软

件中做进一步的分析和处理，计算机软件可以自动识别处理分

析数据，做到规范整个测绘过程，得到更加精确的测绘结果
[3]
。 

（三）丰富化图形 

在数字化测绘中，进行测图时，不仅要测定地形点的位置，

还要了解清楚所测点的属性，并记录所测点的相关信息。在显

示成图的时候，可以利用数字化测绘系统中的图示符号库来调

取对应编码的图示符号成图，相对传统的测绘图示信息，数字

化测绘技术的图示信息图形属性信息会更加丰富，便于检索。

同时，数字化测图的成图效果是分层存放的，不会受到图面负

载量的限制，对于所测图形成果可以更好的进行加工利用，通

过数据的处理，就可以对图像进行修改处理，体现出图像的整

体性和可靠性优势 

三、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建筑工程测量中的应用——

以某科研楼工程为例 
（一）工程概况 

某科研楼工程，按其项目设计要求，科研楼工程粘底面积

为 24677 平方米，计划科研楼共六栋，科研楼总建筑面积为

43268.19 平方米；地上三层至二十二层为科研区域，地上二层

至一层为休闲区、大厅区；地下一层与地下二层为停车区域。

在科研楼施工过程中，基坑开挖到底垫层时，基坑深度为 5.9

米，可以根据一定比例放坡进行土方开挖。 

（二）数字化测绘技术的应用 

在科研楼工程中，为了保障工程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应用

数字化测绘技术进行测量，测量分析如下。 

（1）准备阶段 

测量前，准备工作非常重要，为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测量单位需要对测量设备进行专业的检验矫正，确保测量工具

在有效检测期内达到测量要求，同时测量单位需要根据建筑施

工方的要求，明确测量的水准点、坐标点，并对其进行符合测

量，确保测量的水准点、坐标点的准确性。一般来说，水准点

和坐标点应大于等于三个，在相关点位复核以后，确保测量基

准数据与坐标的一致性就可以开始测量工作。 

（2）定位放线 

在数字化测绘技术下，为了确保测量的精确程度，本科研

楼工程采用 R-202NE 全站仪，采用极坐标方法进行定位测量。

本科研楼工程占地面积大，测量单位根据总平面图设计图以及

相关坐标点位，在施工现场布设测量控制线，形成工程基础。

主体施工轴线控制网；在控制测量网测量时采用全站仪测量，

控制线间距误差小于等于 3mm，确保控制线与工程场地轴线平

行，便于工程施工开始测量。 

（3）测量控制 

测量控制中，根据设计单位所提供的设计图纸、测量资料

作为工程测量的依据，综合考虑科研楼工程现场特点以及场地

面积以后发现，现有的控制点数、密度、位置都不能满足平面

控制网测量的要求；因此，测量单位需要对平面控制点进行加

密处理，结合该工程的现场实际情况，对加密控制点进行集中

布设处理。在设置平面控制网时候，应当遵循相邻加密控制点

的相互通视原则，控制点位置可以选择在视野开阔的区域，避

免受到施工干扰影响，在安全稳固的位置埋设混泥土预制桩，

采用浇筑的方式做好加固处理，并预留出 30 厘米左右的螺纹

钢，将螺纹钢顶部调整为“十字”样式，示意图见下图 1： 

 

图 1  工程混泥土预制桩示意图 

同时，为了保障本工程测量的准确性，需要确保工程平面

控制网的整体性；可以将导线点复测与加密点测量同时进行，

测量精度技术要求见下表 1： 

表 1  测量精度技术要求 

导线长度 平均边长 测量中误差 测量角中误差 导线全长相对闭合差 方位角闭合差 

4Km 500m 15mm 5’’ 1/15000 10√݊  

在施工测量中，可以依据测量精度技术要求对工程进行测

量。根据对工程的水准点复测以及加密点的测量结果，可以用

三等符合水准法统一平差，计算得出高程控制网。高程控制网

成果应标识水准点位置和编号，以便于工程测量和复核。 

（4）建筑沉降 

建筑沉降观测是建筑工程测量的关键，可以根据水平控制

网和高程控制网的测量成果，对建筑物周围的沉降展开监测，

及时发现并预警工程基坑工程施工对周围建筑物的影响。建筑

沉降观测要点总结如下： 

①沉降观测选择永久使用观测点作为沉降观测的基准，观

测点数量≥3个。 

②沉降监测时工程应采用精密水准监测仪进行检测，并依

据《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07）等相关标准开展测量。 

③在观测沉降时，可以在建筑四角、转角等地方，设置观

测点，当建筑物出现较大沉降或者是不均匀沉降时，需要记录

观察数据，直到建筑物稳定。 

（5）轴线监测 

在目前的建筑物轴线监测活动中，主要的检测内容包括

“地下室轴线监测”、“主体轴线监测”等。“地下室轴线监

测”是建筑物基础部分的重要检测环节，它关乎到整个建筑结

构的定位精度和稳定性，可以预防地基沉降、变形
[4]
。主体轴

线监测”则是针对建筑物主体结构进行的轴线位置、垂直度等

方面的监测，关系到建筑物的整体结构使用。 

在本次科研楼工程中，可以采用激光铅垂仪对主体竖向轴

线进行投测传递，并借助计算机软件自动处理动态测量数据，

消除主体结构施工中的偏差，确保主体结构施工的精确程度。

测量通过激光铅垂仪在建筑物的关键位置设立竖向轴线控制

点，利用激光束的直线传播特性，将轴线从底层逐层向上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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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各楼层。同时，每一层的轴线控制点都会通过高精度的测量

仪器进行复核，确保轴线的准确性。而所有测量得到的数据都

会实时输入至计算机软件中，软件会根据预设的算法模型对数

据进行处理和分析，自动计算出各楼层轴线的偏差值，并给出

相应的调整建议。这类数字化测量的方式不仅能够及时发现整

个施工过程中的问题，还能够对施工精确程度进行监控，提高

了整个建筑物的结构安全。 

四、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建筑工程测量中的应用优化

思路 
（一）完善工程测量预案 

在应用数字化测绘技术之前，需要明确测量的目标和具体

需求。进一步对测量精度的要求、测量范围的确定、确定所需

测量数据的类型和详细程度。明确这些目标和需求有助于选择

合适的测绘技术和设备，以及制定针对性的测量方案。可以根

据测量目标和需求，优化测量设备的配置。数字化测绘技术依

赖于高精度的测量设备和先进的计算机软件
[5]
。因此，在预案

中可以提出应用无人机遥感设备、GPS-RTK 系统、全站仪、三

维激光扫描仪，并确保这些设备的性能满足测量要求。同时，

还应考虑设备的维护和校准计划，以确保其在测量过程中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预案需要包括从测量前的准备工作到测量过程

中的具体操作，再到测量后的数据处理和分析等各个环节。在

预案中，应明确每个步骤的具体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以确保

测量活动的顺利进行。可以建立应急处理机制，以应对可能出

现的突发情况，如设备故障、天气变化。最后，在预案中，应

制定严格的数据质量控制措施，定期对测量设备进行校准和检

验、对测量数据进行复核和校验、以及采用多种测量方法进行

交叉验证。确保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后续的施工活

动提供有力支持。 

（二）加强人员技术优化 

在日常的工作中，人员的技术水平是影响整体测量的关

键，因此要加强人员以及技术的优化。比如，组织测绘人员进

行定期的专业技能培训，内容涵盖数字化测绘技术的基本原

理、操作流程、设备使用以及数据处理等方面。通过培训，使

测绘人员能够熟练掌握数字化测绘技术的核心技能。可以结合

具体工程项目，开展实操演练活动。让测绘人员在模拟或真实

的测量环境中进行操作，通过实践来加深理解和巩固所学知

识，提升实际操作能力。 

另外，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测绘技术也在不断更

新换代。因此，需要定期组织测绘人员参加新技术培训，了解

并掌握最新的测绘技术和设备。鼓励测绘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尝

试应用新技术和新方法，通过实践来检验新技术的可行性和效

果。同时，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对在技术创新方面表现突出

的测绘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只有不断的优化人员，提升人员

技术水平，才能够更好的提升整体的监测水平。 

（三）建立智能测绘体系 

近几年，我国数字化技术不断发展，进入到了智能发展时

代。2023 年 5 月，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

《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地图研究报告》中显示，中国研发的大

模型数量排名全球第二，说明我国正在从数字化时代迈向智能

化时代。建筑经济是我国的经济基础，因此，为了保障建筑经

济的长效稳定发展，建筑工程质量要提升，数字化测绘技术也

要向智能化发展。 

可以建立智能测绘体系，从“智能感知处理”、“生态构

建与服务”两个角度出发，通过关键技术的研发，建立智能测

绘体系。思路见下图 2： 

 

图 2  智能测绘体系建立思路 

从图 2中可见，在“智能感知处理”层面，其核心在于确

保测绘工作的精准性、高效性以及智能化水平。可以加强研究

并应用全球时空定位技术，借助高精度的卫星导航系统与实时

定位算法，大幅提升测绘数据的精确度和可靠性。同时，还需

深入探索时空大数据管理技术，通过高效的数据存储、处理与

分析手段，实现对海量测绘数据的快速响应与智能处理，从而

进一步推动智能感知处理向更加科学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生态构建与服务”层面，关键在于构建一个既智能又开

放、共享的测绘体系不仅要注重技术层面的创新与融合，更要

关注测绘体系在实际应用中的生态效应与服务能力。比如，可

以研究自适应地理信息技术，使测绘体系能够根据不同应用场

景的需求，自动调整与优化测绘策略与数据处理流程，提升测

绘服务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此外，还需积极探索地理知识化服

务技术，通过挖掘测绘数据中的深层信息，为用户提供更加丰

富、精准的地理知识服务，推动测绘技术在城市规划、工程建

设、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与深入融合。 

通过智能测绘体系的建立，持续推动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应

用，显著提升建筑工程测绘技术的整体水平，为行业的可持续

发展注入动力。 

五、总结 
综上所述，研究对数字化测绘技术的应用价值展开了阐

述，发现了数字化测绘技术的优势，并通过具体的工程项目，

就数字化测绘的应用作出了研究讨论，最后提出了几点数字化

测绘技术的发展建议。通过研究发现，测绘技术应用于建筑工

程施工的各个阶段，只有加强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进一步优化

数字化测绘技术的使用，才能够更精准的做好测量工作，为建

筑工程的施工提供指导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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