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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流程 具体分析

定位测量点

定位原则是以安全便捷为前提，工作人员需要选择比

较广阔的环境中进行作业。另外，还需要避免一切会影

响 GPS定位系统传输和接收的影响因素，并准确记录

GPS 的测量点，作为以后工程测绘的依据

构建测量标点

在定位好测量点后，工作人员要在其位置上安装测量

标志，且测量标志会随着工程测绘环境的不同而不同，

一般情况下都是在测量点下埋入标石作为测量标志

测量观测
工作人员需要利用 GPS 测量技术进行室外的观测，从

而接收卫星定位系统传达的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

表 1 GPS 测量技术流程

1 引言

将 GPS 测量技术应用到中国的工程测量工作中，可以有

效提高工程测量的水平，尤其是体现在地形以及土地的测量

工作中，其应用效果更佳。因此，中国相关的工程测绘单位需

要加强对 GPS 测量技术的分析，明确其在工程测量工作中的

应用优势，进而实现 GPS测量技术的更好应用。

2 GPS 测量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优势

2.1 功能性较强，测绘范围较广

GPS测绘技术在工程测量工作中的首要优势就是功能性

较强，且测绘范围相对较广。中国传统的工程测绘技术，在实

际工程测量工作中，尤其是在较长距离的测量工作中，不仅需

要消耗较多的人力，而且在测量效率和测量精度上也相对较

低，而应用 GPS 测绘技术则可以很好地弥补这个缺陷。通过

应用 GPS测绘技术进行工程测量工作时，当基线在 20km以

内时，GPS测绘技术的精度也可以保持在 1伊10-6~2伊10-6；当基

线距离在 100~500km时，GPS 测绘技术则可以将测量精度保

持在 10-6~10-7。基于 GPS 测绘技术的这个优势特点，其在中

国的航空、大地、工程等各个领域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2.2 定位的精准度较高

GPS测绘技术可以分为动态测绘和静态测绘，这两种测

绘方式的测量精度都较高。GPS测绘技术从测量原理上来看，

主要是利用太空中的三个卫星来进行定位的，然后在定位的

基础上再对地球上的某一个位置进行可靠的测量，最终形成

空间星座、地面控制以及用户设备等三个部分，共同完成工程

测量工作。因此，GPS 测绘技术在实际的工程测量上更加便捷

和高效，可以为工作人员提供完善的测量信息，在一定意义上

也可以实现全天性的自动化测量。

3 GPS 测量技术流程

GPS测量技术流程分析见表 1。

4 GPS 在工程测量中的主要应用

4.1 GPS 测量技术在城市建设中的应用

针对中国城市的不同导线级别划分，工作人员需要开展

不同的控制点的设置，而通过应用 GPS 测量技术，可以有效

提高测量工作的准确度和测量效率。其实际应用过程如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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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也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那么煤田三维地震勘探

的工作就需要将这三部分工作一体化，在采集高质量数据的

基础上，高效、准确、及时地完成数据处理及资料解释的工作，

只有很好地完成这一系列的工作。

4.1 矿井周围的地震数据资料采集工作

煤田三维地震勘探测量是为了确定埋设位置做准备，开

孔就是为了埋藏炸药。基本的工作流程是地震波在遇到岩层

界面之后会反射回来，之前埋藏好的检波器会接收到这些地

震波，并通过之前布的线传回到仪器车上，仪器车上的工具会

将传回来的信号保存下来，这就得到了矿井周围的地震数据

资料。

4.2 所得到的地震数据的处理工作

所得到的地震数据的处理工作所说的是把矿井周围的地

震数据资料采集并输入到数据处理的电子计算机。然后根据

各不相同的要求，使用各不相同的工具将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处理。再然后将这些数据进行归类编排，重点展示出有效波信

号，删除或者隐藏那些干扰的没有用的信号。最后这些经过处

理的不同数据经过叠加形成三维的数据体，从而方便相关人

员得到不同的图。

4.3 处理后的地震资料解释工作

经过处理的地震数据再经过加工，最终变成地质成果，这

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处理后的地震资料解释工作过程。在

这项工作中相关人员需要熟知波动理论以及地质、地表以及

钻矿井和其他各种知识，以这些知识为基础，与之前所得到地

震书记进行分析研究，对所开矿区域地质、岩层以及岩性做出

分析并解释给相关的人员解释，最终将这些制成文件，从而为

煤田的开采工作打好基础。

5 结语

煤田矿井开拓及开采是煤炭行业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内

容，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三维地震勘探技术也广泛地应用在

煤田矿井开拓及开采中，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可以促进中国煤

炭行业的进步，也可以大大减少煤田矿井开拓及开采中的不

安全因素，为促进中国煤炭行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希望本文对

相关领域的研究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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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工作人员需要在城市配套设施建设中增加和 GPS 测量技

术相关的城市控制测量设备，为后期的工程测量工作奠定坚

实的基础；其次，工作人员在正式开始应用 GPS 测量技术进

行工程测绘之前，需要先对地形图中的一些细微部分进行详

细的测绘，从而为后期的地形勘探工作提供科学的参考数据；

最后，对于环境较为恶劣的工程测量，工作人员还需要增加优

化设备，以此来保证测绘城市的顺利进行[2]。

4.2 GPS 测量技术在监测工程中的应用

工程在实际建设过程中，经常会因为各种人为或者是环

境方面的因素出现地形或者是建筑物的变形，在这种情况下，

应用中国传统的工程测绘方法很难对其进行测量，而通过应

用 GPS 测量技术，工作人员则可以进行精准的三维定位，因

此，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强化所监测工程的细节。

另外，随着中国 GPS 测量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其在静

态系统的定位精度上也有所提高，其在实际的工程测量工作

中，基线精度也从 10-7 提升到了 10-6。在动态测量方面，精度

也已经突破了厘米级别，因此可以满足工程监测的需要。

4.3 GPS 测量技术在水下地形测绘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的测绘技术在进行水下地形测绘工作时，主要

是通过探测仪所发射出的超声波来实现对水深的测量，或者

是应用潮位仪进行测量，然后再对所测量的数据进行运算以

后，最终得出水下地形的高度。而通过应用 GPS测量技术，可

以实现和潮位仪、终端设备联合实验，从而完善水下测绘工作

的系统，提高水下地形测绘工作的精确度[3]。

5 结语

总而言之，GPS 测量技术和中国传统的工程测绘技术相

比较，具有很多的测量优势，具体表现为功能性较强，且测绘

范围较广以及定位的精准度较高。因此，在中国城市建设、监

测工程以及水下地形测绘工作中的应用也较为广泛，在很大

程度上也提升了测量精确度，故而，其应用前景也较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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