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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路工程建设，可以划分前期勘测设计、项目施工、竣

工后的安全监护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离不开测绘，测量是

所有工程环节中必不可少的。测量实际上就是一种数据的采

集、处理、放样、校对以及最终达到监测目的的综合操作过

程，应用于建设工程中的所有测绘日程中，在土木建设工

程中的应用更加广泛。下面简要介绍公路勘察建设中测绘工

作，重点强调公路施工中的隧道贯通测量。

公路勘察建设中的测绘工作包括线路勘选中的测绘、公

路施工中的测绘和公路建设完成及运行维护中的测绘。

2 道路勘选中的测绘
道路勘选包括公路选线、线路勘测等。

2.1 公路选线
公路选线一般采用室内图上和野外实地相结合的方法，

根据需求确定公路等级、起讫点和途径路线等。选线一般按

需要使用 1 ∶ 10000 至 1 ∶ 100000 或比例尺更小的地形图，

线路一般选择两条，此过程涉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地形图的

使用，地形图来源一般为申领或购买已有测绘资料。

2.2 线路勘测
公路建设工程的线路勘测通常分为初测和定测两个阶段。

2.2.1 初测阶段
根据选线结果，对勘选线路开展测绘工作，包括控制测

量、地形图测制，控制测量的任务是建立整条路线的统一的

平面和高程控制网，埋设和测量满足后期工程需要的平面和

高程控制点，平面控制网一般采用全球卫星定位 (GPS) 测量，

高程控制测量采用水准测量、三角高程测量，平面和高程控

制网的等级依项目的具体情况和国家规范确定。地形图测制

为采集项目设计施工地形图数据，一般采用航空摄影测量或

野外采集等方法，地形图比例尺选择为线路 1 ∶ 2000 比例

尺、隧道出入口和桥涵部分为 1 ∶ 500 比例尺，地形图的表

达内容除项目特殊需求外，按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相关规

范和图式要求执行 [1]。

2.2.2 定测阶段
定测阶段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将设计的公路中线测设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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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行线路的纵、横断面测量，即测量线路中线的纵断面

高程数据和规定间隔的垂直于中线的横断面高程数据，采用

野外水准仪和全站仪全野外采集的方法。现在大多使用采集

中线两侧规定范围内地面数字高程模型（DEM）方法替代

纵横断面测量的传统方法。

3 公路施工中的测绘工作
公路施工中的测绘工作包括控制网复测与补测、施工放

样、隧道贯通测量等。

3.1 控制网复测与补测
公路施工前按有关技术要求对线路勘测初测的控制点进

行复测，对丢失或不满足道路施工测量的进行补测，复测和

补测的技术要求原则上不低于线路勘测初测的技术标准。

3.2 施工放样
根据施工设计图纸及有关资料，在实地放样路线中线、

桥梁起止点、隧道出入口等中心线数据，也包含线路工程的

边桩、边坡、桥墩及其他的有关点位，指导施工，保证线路

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施工放样一般采用全球卫星定位（GPS）

实时定位（RTK）技术，高程放样使用光学或数码水准仪 [2]。

3.3 隧道贯通测量
公路隧道一般采用对向开挖方式掘进，即分别从隧道两

端的出入口向中间挖掘。隧道贯通测量是隧道施工中的重要

测绘工作，根据隧道的长短、开凿隧道地区的地质和自然环境，

隧道贯通测量的方法略有差异。隧道贯通测量包括：①选择

适合的中央经线和高程投影基准面建立隧道施工控制网坐标

系统，要求投影变形小；②洞外平面和高程基础控制测量，

平面一般采用 GPS 静态定位技术，高程采用高精度水准测量；

③洞内平面和高程测量，平面采用测角精度 2″或更高的全

站仪导线测绘方法进行，高程采用水准测量方法。

公路隧道贯通测量的作业依据是 JTG/T F60—2009《公

路隧道施工技术细则》和 GB50026—2007《工程测量规范》。

隧道贯通测量有如下注意事项：

①每次向洞内延伸测量时，以同精度检测原导线的角度、

距离，检测结果与原测结果角度限差值不超过 3.0s，按项目

测量设计测角精度计算的极限值为 4.2s，平距检测也应满足

设计精度要求。确认点位无误后使用原测成果。

②仪器在检定有效期内使用，观测前对其轴系关系进行

检验，作业过程中经常对棱镜支架和觇牌光学对中器进行检

校，使设备始终保持良好状态。

③洞内高程控制点一般利用平面控制点的埋石，特殊需

求可加密，施测路线布设成符合路线。洞内高程必须由洞外

高程控制点起算，每 100~150m 设立一对高程控制点，洞内

高程采用水准仪进行往返观测，定期进行复测。

④定期组织测量人员与相邻施工单位共同进行洞内外控

制点联测。保证控制点的准确性。

⑤各种测量的原始记录，必须在现场同步完成，严禁事

后补记、补绘，原始资料不允许涂改，不合格时应当补测或

者重测；测量的外业作业必须采用多测回观测；内业工作坚

持两组独立平行计算和相互校核；重要的定位和放样必须采

用不同的测量方式或测量环境下进行；利用已知点必须坚

持先检测后使用的原则，即已知点检测无误或合格时才能 

利用 [3]。

4 公路运行维护（变形监测）
公路运行维护阶段的测绘包含：①绘制竣工平面图和断

面图；②道路及相关构筑物的监测。

公路工程竣工后，对已竣工的工程，要进行竣工验收，

测绘竣工平面图和断面图，为工程运营做准备。在运营阶段，

还要监测工程的运营状况，评价工程的安全性。包括公路自

身和大型桥涵、边坡、路堤（一般包括在公路自身）、路堑

等建构筑物做周期性变形监测。

竣工平面图和断面图一般采用全野外实测或无人机航飞的

航测法的测制方法。变形监测即采用测绘的手段，对公路自身

和大型桥涵、边坡、路堤（一般包括在公路自身）、路堑等建

构筑物做周期性形变监测，即对前述构筑物进行沉降和位移（水

平位移、倾斜、挠度、裂缝、收敛变形、风振变形、日照变形

等）定期测量，对观测结果进行处理、表达和分析工作。

5 公路勘选测绘的意见建议
①工程项目涉及航空摄影测量时，如国情允许，建议春季

耕地种植阶段航摄，减少植被覆盖对项目成果高程方面的影响。

②建议采集地面数字高程模型（DEM）方法替代传统

纵横断面测量，数字高程模型采集可采用无人机航摄后内业

采集，减少野外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

③严格执行项目技术标准，规范工序操作，确保项目成

果质量。公路勘选测绘是一项很严谨的工作，成果中的缺陷

和错误可能为后期项目施工造成巨大损失，所以项目参与人

员要牢固树立质量第一意识，掌控项目成果质量，确保测绘

成果满足项目需求。

6 结语
随着中国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公路施工工程将

会越来越多，也更加重要，这就要求测绘地理信息工作者要

努力学习行业领域先进科学知识和技术，提升自身素质和能

力，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提高本职工作效率，更好地

为公路工程建设和各种工程建设服务，为自然资源事务服

务，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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