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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复杂条件下的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工作中，工程师以及技术人员需要对现有的管线勘测技术体系进行合理评估、分析。

在勘测活动开展前，技术人员需要及时结合过往的历史数据、历史资料，明确地下管线普查实施与质量控制的重心和方向。

地下管线普查，对合理利用城市地下空间资源、提高城市规划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论文对城市地下管线普查的实施

与质量控制进行研究分析。

Abstract: In the complex conditions of urban underground pipeline census work, engineers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need to 
reasonable evaluation of the existing pipeline survey technology system, analysis. Before the survey activities at the same time, 
technical personnel also need to timely combined with past historical data, historical data, clear underground pipeline census 
implementa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of the center of gravity and direction. The general survey of underground pipelin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urban	underground	space	resourc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level. This paper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of urban underground pipelin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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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对复杂条件下的城市地下管线进行普查实施的过程

中，工程人员需要结合科学高效的管理措施，参照相关区域

的地形、地况、地貌，开展科学高效的测绘工作，评估相关

区域的内外部环境，选取行之有效的探测方法，实现对管线

空间布局、走向更加科学合理的管控。

2 城市地下管线普查概述

2.1 城市地下管线普查项目
在对城市地下管线进行普查的过程中，其主要为查明其

管线属性（管线种类、材质、管径、埋深等）。通常情况下，

主要将地下管线探测的类型分为给水、排水、燃气、供电、

通信、综合管道的探查等几种类型。从管线材质上可分为金

属类管线和非金属类管线两大类。因此，采用不同的探查仪

器设备及探查技术手段对不同的管类进行探测，其中包括明

显管线点调查、金属管线的探查、非金属管道的探查方法等。

探测点的特征点以及附属物主要是指建筑物周边的水源、净

化池、水池、化粪池、暗沟、高压线杆、发射台、放大器、

煤气站等相关内容。特征点主要包括弯头、变径、预留口、

井边点等相关内容。附属物主要包括窨井、阀门、消防栓、

水表、调压器、电杆、电塔等相关内容 [1]，如表 1 所示。

2.2 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方法
在对城市地下管线进行探测的过程中，应当对不同种类

的管线探测点进行编号，其点号按“管线代号”+ 顺序号 +

小组代号进行编号，其中管线代号按《规程》规定执行，顺

序号用阿拉伯数字标记，“小组代号”按“A、B、C、D、E”

表示，分别代表第 1、2、3、4、5 组，如 L16E 表示为第 5

小组探测的电力管第 16 个管线点，DD23A 表示为由第 1 小

组探测的电信通信管第 23 个管线点。并且在编码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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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贯彻落实由上至下、由左到右、先主要管道线路后分支

线路的编号原则。

针对明显管线，点测量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点：应当对

管线的预埋深度以及横截面规格等相应数据进行记录；在对埋

线时深度进行测量的过程中，应当严格使用符合检验规格的钢

卷尺或者量杆对深度进行测量，并将读数维持在厘米；针对地

下管道的横截面尺寸，测量时假如遇到不规则、不规范的电力

或者电信管线，可以按照最大的横截面数据进行记录 [2]。

表 1 管线点成果表

2.3 地下管线测量
地下管线测量主要包括图根控制测量以及管线点联测两

种方式，针对图根控制点测量，其主要采用临时标志，在

水泥钉上刻十字，从而对地下管线进行测量，图根点编号

通常会按照 R001、R002、R003 等顺序进行编号。图根点

可以结合实际的作业状况，根据 RTK 测量方式，利用二次

复合图根导线或支导线对地下管线进行测量。管线点可以

根据实际的采集坐标，利用基点 RTK 测量模式，在不确定

测量值的状况下，通过全站仪对地下管线进行测量。

3 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实施
管线普查项目的技术工作可分为三大部分：管线探查、

管线测量、内业成图；工作流程为：技术准备—管线探查—

管线测量—内业整理，详见图 1。

3.1 技术准备工序
首先，前期技术准备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应当积极引进

先进的数据监理程序，对所有的资料及数据进行综合性分

析。其次，应当对以往的城市管线数据库图以及地形图进行

对照、检查、核对，一旦发现有问题的位置，则进行标记处理，

进而为后续外业核查奠定基础。再次，在开展抽检的过程中，

应当明确重点检查的环节、区域以及内容。最后，应当及

时标注管线点以及探物点进行编号，明确各种管线的预埋

深度、管径大小、断面尺寸、管孔的数量以及电压等相关 
状况。

3.2 城市地下管线探查工序
对城市地下管线进行探查主要分为实地探查、仪器探查

两种类型。在探查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应当明确城市地下

管线的铺设状况。通过在草图上标注各种关键信息及数据，

保证草图更加具备全面性、完整性。在利用实地调查对地

下城市管线进行探查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明确探查的实际

坐标；其次应当及时对标志进行设置，对深度进行测量，

对属性进行调查；最后应当对探查的结果进行详细记录，

并绘制完善的草图（见图 2）。探查的主要内容及比例详见 

表 2。

图 1 管线普查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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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探查工序流程图

表 2 探查的主要内容及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方法

明显点重复调查 实地重复量测

隐蔽点重复检查 实地探测仪重复探查

管线底图巡视 外业实地巡视

工作草图与机助草图核对 内业核实

小组间图幅接边探测 内、外业相结合

开挖验证 外业开挖或钎探

管线数据入库 内业人机交互检查

3.3 城市地下管线测量工序
在对城市地下管线进行测量的过程中，其主要包括控制

测量管线点测量两大过程。在此过程中，控制测量主要有测

量点、标志设置、数据记录、平差计算等相关程序组成；管

线点测量主要由测量点、数据记录、计算等相关过程组成。

具体来说，在对城市地下管线进行测量的过程中，其检测内

容主要包括平面控制检查、高程控制检查、外业巡视检查、

外业设站检查等相关内容，详见表 3。

表 3 测量的内容及方法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和方法

平面控制检查 点位质量：已知点校核精度：重复检查精度等

高程控制检查 重复检查精度：RTK 高程值与水准测量验证等

外业巡视检查 地形图修测

外业设站检查
每幅图不少于 3 个站，采集的地物点、管线点分

别不少于 30 点

3.4 数据处理与管线绘制工序
对数据处理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应当

及时对勘测的结果及数据进行详细记录，并且导入公区地下

管线资料库。第二，应当对检测的结果进行及时检查，保证

录入的资料更加全面、完整。第三，应当及时对城市地下管

线源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计算。第四，绘制城市地下管线

草图，并对图形进行严格检查。第五，绘制城市地下管线成

果表格。第六，搭建城市地下管线数据库以及属性数据库。

4 加强城市地下管线普查质量控制的具体实
施方案
4.1 由专业人员联合检验

在对城市地下管线进行普查的过程中，假如聘用不熟悉

管线探测知识及技术的人员对质量进行把控，则会导致检测

的结果无法满足预期效果。因此，应当将质量控制的权利及

责任交由专业的监理单位完成，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同时，可以让建设单位派遣专业探查人员对城市地下管道进

行普查，通过与监理单位的协调合作、相互作用，从而把控

质量关卡，保证探测的结果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城市地下管线

的真实状况。

4.2 现场同步检验机制
在对现场进行检验的过程中主要分为以下两点：第一，

监理单位、监理人员以及探测队伍应当共同推进城市地下管

线普查作业，让探测队伍开展实际的管线普查，而监理单位

可以在旁进行监督、指导，判断其探测作业是否具备科学

性、合理性、规范性。第二，开展现场检验主要是为了对城

市地下管线的外业成果进行管控，从而推进后续工作完成，

一旦工作人员完成某一项管道的探测之后，需要由专门的探

测单位对以上行为进行检测、验证，只有验证合格之后，才

能够绘制草图，打印草图复印件，并交由专门的监理单位对

检验成果进行判断、分析，从而及时发现检验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4.3 分步实施，循环推进
在对城市地下管线进行普查的过程中，施工单位在完成

某一项片区检验施工工作后，需要由专门的施工方通过自

检、自查的方式，保证项目合格之后，提交监理单位进行质

量管控，只有监理单位判定当前项目合格之后，才可以由甲

方单位对当前区域进行验收。在验收完成之后，需要与探测

单位对该区域的探测费用进行结算，才能够开展下一个区域

的探查任务。通过分片实施、循环推进，可以有效地对城市

地下管线普查实施的质量进度、成本、任务分配、责任划分

进行高效管控、有效管理 [3]。

4.4 关键作业环节质量控制
第一，应当通过定期开展专业技能培训，提高普查工作

人员的综合素养。第二，应当通过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

手段，开发地下管线普查实施程序，从而能够实现对关键环

节的有效把控，及时发现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制定科

学合理的解决方案，通过事前调查、结果核对的方式，保证

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实施的质量及水平不断提高。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对城市地下管线进行普查实施的过程中，

应当结合实际的需求以及普查地区的环境特点，选择更加科

学合理的普查方式，明确技术标准，从而制定全面、完善、

统一、规范的可行性方案，保证城市地下管线普查的质量控

制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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