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TK技术在铁路工程测量中的应用探究

王利波

中交三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 210011

【摘要】RTK技术在当今社会有着较好的发展前景,该技术在铁路工程的测量工作中有着广泛而深远的运

用,RTK技术具有较大的突破性,尤其是实时动态定位技术会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所以对于RTK技术在

铁路工程测量中的运用分析尤其重要,本文将重点分析RTK技术在铁路工程探测中的运用,并对该技术

的优势特点进行阐述,希望能给从事铁路工程测量工作的人员一些帮助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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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以往铁路工程在测量过程中主要使用常规型的

光电测量仪器,借助其他测量工具,光电测量仪器主

要有电子全站仪、水准仪等设备。这种常规型的大

地测绘技术需要投入很多设备和人力资源,并且要

开展大量的野外作业,不具备较高的工作效率。除

此之外,铁路工程在实际测量的过程中会存在一些

误差,这将严重影响施工现场的实际测量效果,进而

不利于铁路工程的全自动化作业。这些年来,我们

国家推出了一项新技术,那就是RTK技术,它具备

更高的实时性能、更高的精准度和更少的野外工作

量,具备控制点少和高度自动化的优势。它与以往

的测量技术有所区别,也就是打破了通行和通视上

的限制,从而更好地服务于铁路测量与测绘工作。

1 RTK 技术在铁路工程测量过程中
的运用

1.1 基站设备的建设
就当下收集的信息和数据来看,很多已知的控

制点偏离了工程本身的路线。根据铁路工程测量的

有关说明,工程路线附近需要建立18个平面控制

点,而且这些控制点是GNSS的基准站。所以铁路

工程 在 布 置 平 面 控 制 点 的 时 候,应 该 使 用
 

C 级

GNSS静态相对测量精度为标准的技术,并且使用

GNSS接收机来切换模式,从而更好地进行静态

GNSS的切换操作,还要以三等精度为标准,联合测

试好基站的水准。

1.2 坐标转换参数的计算
因为铁路工程测量工作较为复杂琐碎,运用以

往的测量方法难以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无误,所以

铁路工程务必要使用RTK测量技术,然后借助相应

的仪器设备辅助开展测量工作。对于坐标转换参数

的计算,可以使用如下办法,首先,在铁路工程的测

量现场运用RTK测量控制器来计算,在原本的平面

控制点中选择三个高程控制点。然后把这些控制点

的坐标导入测量控制器里面,并且对每一个控制点

进行五到十分钟的定位测量操作,完成以上工作之

后就可以利用控制器里面的软件自动形成坐标转换

参数。这有助于更好地提高参数确定的准确率,但
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所以在铁路工程实际测量过

程中很难确保测量的进度,不具备较强的实用性能。
其次,要运用点校正法来保留下转换参数,不需要每

次都校正同一个地方的控制点,观察其测量结果可

以发现,这种方法有助于提高参数计算的准确度,还
能加快计算的速度,从而达到铁路工程测量速度与

准确度的要求。

1.3 运用RTK技术开展分项测量工作
1.3.1

 

常规的控制与测量

RTK技术自身具备优越的技术优势与特点,能
够对已知控制点进行观察和控制,并且利用静态技

术来持续观察和测量加密的GPS控制点,要将观察

和测量的时间控制在三至五分钟之内。要进一步保

证全站仪与铁路工程的实际要求一致,就要对一些

测设的控制点进行加密控制操作。
1.3.2

 

定线和放样操作

铁路工程中放样和定线之前需要把线路输入控

制器里面,然后利用控制器产生放样的线路图。这

样便有助于控制器更好地实时监控,也能够明确测

点的里程和偏移的距离,有助于开展放样和定线

操作。
1.3.3

 

测绘地形

利用RTK测量技术开展地形的测绘工作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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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因为有的地方地形较为复杂,
会影响和干扰到GPS信号,也会不利于地形测绘的

实际效果。所以通过全站仪和RTK技术的结合能

够更好地处理复杂的地形条件下地形的测绘问题。
1.3.4

 

测量横断面和纵断面

因为铁路工程中需要测量的部分较多,而纵断

面和横断面的测量工作量较大,又因为铁路工程测

量工作中存在一些难以回避的问题,于是加剧了横

断面和纵断面的测量难度。如果使用常规的地形测

绘技术,会耗费较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而且很难

有效地确保工程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容易引发断面

失真的现象。通过RTK测量技术和一些仪器的辅

助,可以更好地提升纵断面与横断面的测量效果,保
证测量的精准度。
1.3.5

 

调查测绘的专业化

铁路工程在开展测量工作之前,测量人员要仔

细分析和研究工程中每个分项,主要是路基、涵洞和

桥梁的施工工作,之后还要调查和测绘好铁路工程

测量项目附近的建筑物,保证铁路工程的测量和施

工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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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K技术在铁路工程实际测量中的注意事项

2.1 对中杆运用于流动站
铁路工程要进一步地提高工程测量效果,就应

该将带支架的对中杆运用于流动站,这样能够更好

地提升流动站天线的稳定,还能够减小对中整平的

误差大小。在收集数据的时候要等待数据的跳动变

化位于设计标准之内才可以开展数据的收集工作。

2.2 及时调整电台发射频率
铁路工程在使用RTK测量技术的时候,会出现

一些数据链动荡的现象,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与电台

频率相同的外界无线电在流动站附近,对数据的传

输产生了干扰作用,所以工程人员要告知基准站的

测量人员及时调整好电台发射频率,流动站也要重

新修改和调整好接收频率。另外,如果电台的电量

不够也要对其进行充电,保证电台的正常运行。

2.3 监测基准站和流动站的参数
RTK测量技术具有实时性和动态性特征,它与

卫星的分布和数据链的性能有着紧密的关联,每个

观测值是独立观察的结果,所以工程测量人员在开

展测绘工作之前要将观测值与已知点进行联测和对

比,从而保证基准站和流动站的参数设置更加精准,
也能够确保数据链能具备正常通讯的能力。还要及

时检查好设备是否出现故障或其它潜在问题,要定

期进行维修和护理,从而保证参数监测的准确和

有效。

2.4 固定双差解的问题
铁路工程在使用RTK测量技术的时候,在一些

地区或时间段中测量与计算时间太长,从而难以获

得固定双差解,而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工程

周围存在反射性强的建筑物和水面,有些临时停车

的反射物带来的多路径现象。故工程测绘人员需要

等待复位之后再进行观测和记录。其次,很大可能

是因为可使用的卫星数量不够,或者是卫星的分布

状况不合理,所以需要合理地提高截止高度或是减

少卫星的使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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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K技术优势

RTK测量技术能够较大程度地减少布设控制

点的数量,使工程量大大降低;RTK测量技术还能

够实现二十四小时的实时监督和测量;RTK测量技

术需要根据不同的精度标准来调整测量的参数;
RTK技术在运用过程中的测量直观性较强;地形高

低起伏较大以及植被种植密集的地方进行测量和勘

探,通过GNSS-RTK测量技术能够解决通视上的

问题;参与GNSS-RTK测量工作的技术人员相比

之前的测量工作人员数量更少。

4 结束语
这些年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RTK测量技术

具备实时、高效和迅速的特点不断地运用于铁路测

量工作中,RTK 测量技术和一般的测绘技术相比

较,具有更加省时和省力以及高精度的优势,通过数

据处理程序能够更好地减轻测量人员的工作量和难

度,促进铁路工程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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