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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推动中国建筑工程的进步与发展方面，工程测量技术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是，在建筑工程逐渐规模化、数量化、

高精度化的趋势下，对于工程测量技术的应用也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论文重点针对建筑工程测量技术及应用进行了详细

的分析，以供参考。

Abstract: In promoting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techn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However, under the trend of gradual scale, quantitative and high precision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ore 

demanding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application of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technolog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building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technolog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tailed analysi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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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所谓建筑工程测量技术，其实就是能够应用到建筑工程

前期设计阶段、勘测阶段、施工阶段以及经营阶段的一种测

量技术。在人们逐渐提高了对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要求的同

时，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的发展也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但是，

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的应用还存在着各

种各样的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并提出针

对性的解决措施，才能够促进中国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的发

展，为建筑工程质量与安全提供保证。

2 常见的建筑工程测量技术
2.1 平面控制测量技术

在建筑工程测量过程中，平面控制测量技术的应用非常

关键，不仅对于工程测量资料和数据的准确性有着直接的影

响，还与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息息相关。在平面控制测量技

术的应用过程中，最常用的测量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三角

测量法；第二种是交会法定点测量法；第三种是导线测量方

法。要想精准地控制测定控制点的平面位置，需要严格遵循

三大原则：第一，分级布网原则；第二，逐级控制原则；第三，

整体到局部原则。

2.2 GPS 测量技术
GPS 测量技术，又叫做全球卫星定位技术，也在建筑

工程测量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GPS 测量技术的应用优势主要体现在灵活性高、适应性好

等方面。

首先，将 GPS 测量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等进

行有效的融合，可以明显增强 GPS 测量技术的综合性，使

其在信息科学、空间科学以及测绘工作等技术领域中发挥重

要作用 [1]。在实际的建筑工程测量中，GPS 测量技术的应用，

可以明显提高测量效率与测量质量，并通过测量数据精确度

的提升来缩小测量误差，为施工单位的施工建设提供支持。

其次，在一些相对复杂的地形条件下，GPS 测量技术的

应用效果也非常好。所以，如果建筑工程项目将位置选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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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复杂地质条件中，单纯使用传统的测量技术，不仅无法保

证测量精度，还有可能对测量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产生威

胁。而使用 GPS 测量技术，不仅可以保证测量精度，保证

测量人员的人身安全，还可以加快测量工作效率，为整个建

筑工程的施工建设打好基础。

2.3 摄影测量技术
摄影测量技术的应用，依赖于高精度的摄影设备和测量

仪器，在中国建筑工程测量工作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在完成

测量工作之后，再利用计算机技术，就可以呈现出三维空间

显示效果，进而通过全面、实时、系统的测量数据，为建筑

工程测绘工作的开展提供支持 [2]。摄影测量技术的应用，不

仅可以减轻外业人员的工作压力，还可以在不与物体接触的

基础上，控制测量精度与测量准确性。摄影测量技术是一项

非常实用的高水平技术，可以呈现出多种不同的成果类型，

并且与其他测量技术相比，摄影测量技术所呈现出来的测量

效果更好，所以发展前景和应用前景非常广阔。

3 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的应用问题
3.1 没有意识到建筑工程测量的重要性

只有从思想意识层面上了解到建筑工程测量的重要性，

才能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改进技术，提升建筑工程测量技术

的应用水平。但是，很多建筑企业并没有意识到建筑工程测

量技术的重要性，不会积极主动地对建筑工程测量技术进行

改造。还有部分建筑企业虽然已经了解了建筑工程测量技术

的重要性，但是却不愿意在技术研发与改进方面投入时间和

资金。中国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的发展速度缓慢，自然而然的

也就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距离。

另外，测绘监理部门和质检部门需要对建筑工程测量结

果进行严格的监督。但是，部分质检部门仅在工程完工时检

测，并没有重视起工程前期规划设计阶段的监督和施工过程

的监督，致使这些阶段的质量问题，往往在竣工阶段才能够

发现。竣工后发现，就只能进行重修或者改造，并产生大量

的资源浪费。

3.2 缺乏专业素养高的建筑工程测量技术人员
技术人员是完成建筑工程测量工作的主要人员，他们的

专业素养高低，直接影响着整个建筑工程测量的工作质量。

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很多技术人员的专业素养普遍较低，

根本无法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首先，一部分技术人员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培训，

既不了解建筑工程测量的相关理论知识，也没有掌握高超的

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经常在实际测量工作中出现错误或者失

误。其次，很多技术人员并没有对当前最先进的建筑工程测

量技术进行了解学习，也没有学习相关测量仪器设备的操作

方法，依然使用濒临淘汰的测量仪器。由于这些测量仪器准

确度较低，致使最终的测量结果也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的

差距。

3.3 人员与设备管理不科学
在建筑工程测量工作中，技术人员管理与测量仪器设备

管理不够科学合理，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首先，建筑工程测量工作的开展在户外进行，所以这些

技术人员需要经常在外奔波，工作环境较差，工作方式比较

辛苦，工作时间较长超出了技术人员的忍受极限，就会导致

技术人员的流失。另外，技术人员在付出辛苦劳动的同时，

却没有从建筑企业拿到合适的薪水与福利保障，也会因为灰

心失望而转行。

其次，测量仪器设备的管理不够科学，主要体现在以下

两方面：第一，技术人员与测量仪器设备之间的配置不合理，

技术人员分配到的测量仪器设备，并不符合其专业特长 [3]。

第二，建筑企业并没有针对测量设备的引进、维修与使用制

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使得这些仪器设备的管理比较混乱、随

意，而这就会对建筑工程测量的准确性产生直接的影响。

4 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的应用原则
要想对建筑工程施工中涉及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管线

质量予以严格的控制，就必须要对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的应用

予以高度的重视，并从思想意识层面上充分意识到建筑工程

测量工作的重要性，并严格按照“从整体到局部”的原则，

开展建筑工程测量工作。换句话说，在建筑工程测量工作中，

需要先以整体测量为接触点，然后再结合建筑工程设计开始

局部规划，当形成一个体系之后，再进行具体数据的填充，

将各个部位进行有机的结合。

首先，在施工现场，需要对元勘测设计方案进行分析，

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去粗取精，构建一个全新的测绘控制

网。之后再根据这一测绘控制网进行施工控制网的设计，并

提升施工控制网的科学合理性。只要施工控制网质量有保

障，就可以以此为基础对建筑物或构筑物的轴线进行测量。

而建筑物或构筑物的轴线，正是建筑物基础、建筑墙体以及

建筑门窗等细节的测设基础。由此可见，施工控制网不仅在

施工放样工作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还是变形观测、工

程扩建与改建等工作的主要参考因素。只有对相关测量原则

进行全面、严格的遵循，才能够获得准确的数据，为建筑工

程施工质量的控制提供保证。

其次，建筑工程测量工作的开展，需要以实际的施工环

境为基础。只有利用相应的工程测量技术对建筑工程施工现

场中的地理信息数据进行采集，明确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的地

势条件和地形特点，才能够确定建筑工程性质，并制定出针

对性的建筑工程施工建设要求 [4]。在完成施工现场地势、地

形数据以及地上建筑物相关数据信息的获取之后，对这些数

据进行整理，并形成表格，才能够为后续的工程施工、工程

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理论基础。

总而言之，只有对现代化的建筑工程测量技术进行合理

的应用，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施工控制网络的构建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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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借助一系列的施工技术手段将施工设计图纸变成具体

的建筑实物，才能够从根本上保证建筑工程的安全性与可

靠性。

5 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的应用强化策略
5.1 提高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的应用意识

思想决定行动，所以要想加强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的应用，

必须要提高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的应用意识。首先，相关质检

部门以及监理单位需要充分意识到建筑工程测量工作的重

要性，并积极主动指导建筑企业工程测量工作的开展，并对

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的落实情况予以落实 [5]。例如，质检部门

可以承担起技术宣传工作，专门提升建筑企业领导对建筑工

程测量技术的应用意识，使建筑企业领导充分意识到这一技

术在建筑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方面的作用。其次，建筑行业

协会也可以参与到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的宣传工作当中，通过

各种宣传活动的组织与开展，使建筑企业领导充分意识到这

一技术的先进性与实用性。

另外，为了提高建筑工程测量工作的监督管理质量，还

需要对质检部门的工作进行优化。为了做好建筑工程测量工

作的监督与控制，不仅要让质检部门和监理单位充分意识到

建筑工程测量的重要性，还需要从建筑工程的利润当中提出

一部分，专门用于质检部门和监理单位的测量监督支持。

5.2 加强建筑工程测量技术人员的培训
人才是技术的执行者与改进者。所以要想加强建筑工程

测量技术的应用，必须要加强建筑工程测量技术人员的培

训，提升技术人员的专业素养。首先，从社会中引进一批专

业素养较高的技术人员，借助这部分技术人员的专业素养对

企业内部的老技术人员进行刺激和引导，使其积极主动地学

习建筑工程测量技术，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其次，对建筑

企业的技术人员进行定期的技能培训和意识培训，将最先

进、最实用的建筑工程测量技术应用技巧与应用理念分享给

他们，使他们在提升自身专业素养的同时，积极主动投入建

筑工程测量工作当中，提高建筑工程测量工作质量。

5.3 加强人员管理与设备仪器的管理
加强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的应用，还需要对技术人员和设

备仪器管理予以高度的重视。首先，建筑工程测量人员需要

经常在外奔波，出现在各种类型的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所以

如果发给他们的工资水平与他们的付出不成正比的话，必然

会导致一部分人员流失掉，所以建筑企业需要提升他们的工

资水平和福利待遇。另外，根据他们的工作需求，为他们提

供一定的便利和支持，尽可能地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其次，

在测量仪器设备管理方面，要围绕设备的使用、维修养护以

及管理等方面，制定一套系统的管理规范，并将这一管理规

范落到实处。

6 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的发展趋势
传统的建筑工程测量技术，以徒步勘察和脑力思考等活

动来进行具体的测量工作，获取相应的数据信息。而随着时

代的不断发展，互联网技术、信息化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已

经渗透到了建筑工程领域当中，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将其与建筑工程测量技术融合在一起，可以明显提高建筑工

程测量技术的自动化水平。另外，数字化技术的核心是将数

字绘图与数据采集技术科学合理地结合在一起。随着数字化

时代的到来，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的数字化水平必然也会越来

越高。在数字化技术的支持下，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的测量效

率必然会越来越快，测量精度必然会越来越高，其在建筑工

程施工质量控制与施工安全保证方面的作用必然会突出，其

在物理性测量、建筑物变形观测等方面的应用也必然会越来

越广泛。所以，建筑工程测量技术也会逐渐朝着数字化的方

向发展。

但是，在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的

应用依然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鉴于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

加强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的研究，并不短的借助互联网技术、

信息化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数字化技术等先进的科学技

术，对建筑工程测量技术进行优化和改进。

7 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建筑工程领域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同

时，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的应用也必然会越来越广泛。鉴于当

前建筑工程测量技术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所

以要想将这一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质量与施工安全等方面

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就必须要提高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的应

用意识，加强建筑工程测量技术人员的培训，加强人员管理

与设备仪器的管理。与此同时，还要通过人才、资金等方面，

给予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的研究工作以大力的支持，确保借助

建筑工程测量技术的有效应用推进建筑领域的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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