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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 GNSS 技术的快速发展，RTK测量技术也日益成熟，

RTK测量技术逐步在测绘中得到广泛应用。RTK测量技术是

个全天性、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导航定位和定时传递系

统，具有准确度高、运算快、效率高、机动灵活、操作简便快捷、

受地形影响小等特点。

2 工程概况及测量设备的选用

在弥勒市北部矿区煤矿地面物探工作区面积 4.8km2，测

点 1614 个，地形切割较深。工作区面积大，测点多，加之测量

工作主要为放样、测点采集，选用传统的经纬仪或全站仪测

量，最少需要两个人合作，且要求测站点与放样点通视，若不

通视还需要进行转站。本工程测量选用 G990（RTK）高精度

GNSS 接收机，主要配套设备有三脚架、天线、MG758 手簿和

软件等。

3 RTK 操作及步骤

3.1 基准站操作

基准站的架设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架设在已知点，另一种

是任意架站。本次地面物探测量工程均采用任意架设基站，选

择视野开阔能覆盖本地面物探区块的位置，视场内障碍物的

高度角不宜超过 15毅，远离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源（电视台、电

台、微波站等）200m以上，距高压输电线和微波无线电信号传

输通道 50m 以上，附近无强烈反射卫星信号的物件（如大型

建筑物等）[1]。

基站选址完成，组装基站，三脚架整平架设稳固牢靠后，

开始操作基站：打开主机电源寅模式寅基站寅按电源键确认

选择；数据链寅外接数据链寅按电源键确认选择；差分寅差分

格式（RTCM3）寅按电源键确认选择；启动基准站（自动和手

动两种）寅按 F1 功能键进入设置菜单，选择“开始”（手动）寅
启动基准站（单点启动：当前 GPS 坐标为基准站坐标；上次坐

标：已保存的基准站坐标）寅保存基准站坐标（实现重复设站）

寅按电源键确认选择。

3.2 移动站操作

当基准站架设成功，开始移动站连接与设置：打开主机电

源寅模式寅移动站寅按电源键确认选择；数据链寅内置电

台寅更改通道（CHANNEL5 与基准站一致）寅按电源键确认

选择；差分寅差分格式（RTCM3 与基准站一致）寅按电源键确

认选择；启动移动站寅选择“开始”寅确认[2]。

3.3 MG758 手簿及 eSurvey 软件操作

基准站和移动站正常工作后，开始 MG758 手簿及

eSurvey软件操作：打开手簿电源寅运行 eSurvey软件寅新建

（或打开已有文件）寅确定寅修改中央子午线参数为当地子午

线数值寅确定寅确定寅关闭；作业寅设置寅仪器设置寅通信

设置寅蓝牙（选择配对机号）寅连接寅关闭（如没有匹配机号：

添加新设备寅搜索匹配的蓝牙设备选中寅下一步寅输入蓝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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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工作，这对于岩土工程稳定性和安全性有重要的意义。抽水

试验的具体流程是：淤做好抽水试验的准备工作。勘察人员可

以根据岩土工程基坑面积的大小，设置 2~3 个不同的抽水试

验对象，方便数据对比。一般来说，要最少设置 2组，2 组试验

均设置相同的抽水孔和检测孔，同时还可以在检测孔上布置

一根观测线，保证可以对试验数据进行直观的分析[1]。勘察人

员确保准备工作无误后就可以进行抽水试验。于抽水试验的

步骤是：首先勘察人员在抽水试验开始前要对水位进行标注

和记录，保证每组抽水试验的静水位起点一致，也就是静水位

检测；其次勘察人员要进行动水位检测和出水量计算，在此操

作过程中，勘察人员要将水位记录时间控制为每 30s/次，直至

水位稳定或者变化不明显方可停止记录，为了保证水位测量

数据的准确性，可以进行反复的抽水试验，求出平均值；对测

量到的数据信息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计算，绘制图标，将抽水试

验结果直观地展示出来，为岩土工程施工方案的制订提供数

据支持。

5 提升岩土工程基坑勘察水平的策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岩土工程施工数量在不断

增加，对基坑勘察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进一步提升岩

土工程施工质量和安全，勘察单位要结合基坑结构特征，选择

适宜的勘察技术进行基坑勘察。建筑企业要不断完善勘察体

制，加强勘察人员的技术培训，同时，引进专业的技术人才，提

升基坑勘察人员的专业技能。对于当前不规范的基坑勘察现

象，国家有关部门要制定科学有效的市场监管体系，确保岩土

工程基坑勘察数据真实准确。除此之外，岩土工程基坑勘察从

业人员要始终坚持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对现有的基坑勘察

技术进行创新和完善，获取更多精准的勘察数据信息，提升岩

土工程基坑勘察质量，减少基坑支护施工事故的发生。

6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岩土工程基坑勘察中所使用的勘察技术

主要有勘探孔、钻孔取样和原位测试及抽水试验三种，基坑勘

察技术的应用对保证岩土工程施工质量有重要的意义。所以，

施工企业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加大监控力度和创新力度，保证

岩土工程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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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对密码寅下一步，已配对完成；COM端口寅新建发送端口，

选中所需机身端口寅下一步寅分配选择一个端口寅完成寅选

择配对设备寅确定寅连接寅关闭寅关闭寅查看状态）；控制

点寅管理寅键入寅坐标点库寅增加寅输入相应的 X、Y、Z寅
属性选择“控制点”寅确定。

3.4 点校正（求参数）方法

手簿及软件正常工作状态时点校正操作，软件提供有两

种校准方式：淤利用基站点校准：利用变换前基站坐标和当前

基站的坐标进行校准；于利用标记点校准：利用站前已经采集

坐标点和站后该点的坐标进行校准，利用标记点校准流程。

3.4.1 同一第一次点校正（两个已知点及以上）

作业寅计算寅转换参数寅设置当前已知坐标（将移动主

机整平对中至已知点上）寅增加相应坐标点寅确定寅设置

WGS84 坐标寅获取当前 GPS 坐标寅停止寅确定寅确定寅确

定（以相同步骤增加其他点）寅计算寅查看参数（确定）寅四参

数（比例尺接近 1）寅确定寅确定寅应用（点校正）。

3.4.2 同一第二次点校正（一个控制点）

作业寅计算寅校正参数寅设置当前已知坐标（将移动主

机整平对中安设至已知点上）寅直接输入当前坐标点（或从点

库查找）寅确定；设置 WGS84 坐标寅获取当前 GPS 坐标寅确

定寅确定。

3.5 放样测量

点校正检核合格后，开始作业（软件操作可一台作业，也

可多台同时作业）：工具寅数据键入寅点坐标库寅导入，自定

义格式（点名，坐标 X，坐标 Y，坐标 H 与键入格式一致）寅导

入类型（放样点）寅找到拷贝到手簿存储器文件（格式与软件

支持相同）寅确定寅关闭（返回）；点击测量寅点放样寅找到放

样点寅选择寅根据提示找到位置寅测存（提供点坐标，并实测

检核）。点翻页键“襛”，继续下一点的放样，直至放样完成。

4 结语

在本项目测量中通过优化 GNSS RTK 操作方法及步骤，

精炼了基准站及移动站校正、放样测量及软件操作等操作程

序。更加体现了 GNSS RTK在地面物探工程测量中的高精度、

高效率、机动灵活及操作简便快捷等特点。对本项目工程测量

质量和效益起到决定性作用，在后来类似项目中得到科技工

作者的认可，并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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