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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RTK技术在道路工程测量中的应用

杜永盛

中铁十九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 成都  611833

【摘 要】为了保障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步伐，相应的道路工程项目数量也水涨船高，与此同时，环境状态也不
断地下滑，急需更先进的技术出现来改善这种发展现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道路工程测量工作数据的准确程

度，保证测量工作的有序进行对工程项目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现有的 GPS技术已经无法满足道路测量工作的要求，
GPS-RTK技术应运而生，较之于GPS技术优势十分明显，一方面可以为道路工程测量提供准确的二维空间坐标数据，
一方面也提升了道路测量的数字化和自动化水平，极大程度节省了人力，并且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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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PS—RTK 技术的工作原理
GPS-RTK技术是在GPS全球定位系统的基础之上，

通过 RTK 技术对指定位置坐标系进行三维坐标测量，

测量的最高精度可达到厘米级。GPS-RTK 技术的硬件

组成主要有三部分，GPS 接收机、流动站、基准站，而

软件组成主要有两部分，实时差分软件和数据链。不同

的测量工程环境，可以根据不同的精度要求，控制测量

精度，针对性地提高工作效率。GPS-RTK 技术的工作

原理实现起来极其简单，只需要 GPS 接收机的基准站、

人员流动站和对应的实时差分元件和数据链即可。整个

测量工作的流程也较为简单，首先需要找到精度较高的

控制点放置 GPS 接收站的基准站，根据基准站的情况确

定流动站与基准站的距离和信号接收较为方便的位置，

确定基准站和流动站的位置之后，GPS 接收机会通过卫

星监测工程范围内的观察点的坐标信息，同时将信息通

过数据链传送到流动站，流动站配备的实时查分软件就

可以进行信息处理，得到完整的三维坐标及精度，从而

实现完整的测量工作的反馈。

2 GPS-RTK 测量技术在道路工程测量中的应用
2.1 在控制测量中的应用

不同于传统道路工程测量控制网的导线布设形式，

GPS 测量技术的道路工程控制网更加灵活，测量精度与

点位分布、导线长度等没有直接的关系，影响因素也更

为客观，无须考虑主观的因素，只与简单的 GPS 卫星

分布、观测时段、信号质量和对于各条基线的处理相关。

只要施工现场布设的控制点位之间不影响全站仪的通

视，能够进行施工放样即可。此时，布设 GPS 控制网只

需要考虑工程项目的要求，即测量精度、现有的仪器设

备、专业人员及实际的经费成本。

对于外业观测在进行数据分析处理时，应提前对各

控制点进行查看，对于信号质量有一个整体的把控，对

于信号质量差的控制点位重点查看，若出现不合格情况

需要及时进行补测来提高数据分析的准确性。

2.2 在地形图测图中的应用

在道路工程测量中应用 GPS-RTK 技术可以提升测

量精度至厘米级，在保有高度的精度的准确的同时，还

可以实时进行定位显示。在道路工程的地形测图中应用

能够实现更加全面的监控，并且可以通过专业化软件进

行绘图呈现，更加直观，只要在工作人员稍加辅助的情

况下，并且测站点与地方碎部点与被测地三者之间形成

通视即可。应用过程较为简单，第一将 GPS 基准站架设

好，流动站可以移动到各碎部点进行流动的数据测量和

记录工作，工作人员辅助流动站稳定立杆过程，并且绘

制出较为准确的草图作为整图绘制的依据，不过这一切

工作都要在控制点已推算出七参数或四参数的前提之下

进行。

2.3 在纵、横断面测量中的应用

在纵、横断面测量中，GPS-RTK 技术也可以发挥

很大的效用，在进行测量的过程中，通过确定中线、中

线坐标及绘图软件可以对各个桩点的横纵断面都进行确

定。首先，标注出来中线上的各转点位置，通过中线桩

的里程高程数据，结合绘图软件，可以直接生成道路工

程项目的某段道路的纵横断面图，通过图示可以直接获

取到纵横断面的相关数据，节省了一定的人力物力，不

再需要户外作业，即使进行户外作业也可以通过 R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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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辅助以数据采集，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也

提升了数据的准确性。

2.4 在中线放样的应用

道路工程测量工作有很多项不同的测量维度和方

向，这其中的关键部分便是道路中线放样工作，而 RTK

技术也同样可以辅助放样工作的进行，为道路工程的

中线放样工作节省成本。首先，设计人员进行定线操

作，利用带状地图完成定线，再对线路中心进行划分，

GPS-RTK 完成最后的收尾工作进行现场放样。工作人

员只需要进行简单的坐标录入，GPS-RTK 的移动站终

端设备就可以通过录入的信息进行位置、距离、方向的

综合参考，进行具体环境和情况的数据分析，从而快速

确定中线放样的准确位置，可以将原本的人工测量和定

点的工作环节极大地简化，从另一方面也是对于测量人

员的工作效率的间接提升。

3 提高 GPS-RTK 技术应用水平的措施
3.1 健全 GPS-RTK 测量的管理机制

GPS-RTK技术在给道路工程测量带来便利的同时，

还需要更为健全的管理机制，确保工作过程中的效率和

应用。第一，要加强管理强度，尤其是针对测量设备，

应制定更为完善的使用制度，对使用的前中后过程都需

要进行严格监管，使用前的校准工作，使用时要实行责

任人制度，使用后应及时进行设备检修和保养。在使用

过程中的出现的问题应及时进行汇报总结分析，避免在

下次使用时再次出现相同问题，影响工作效率和数据精

度。

3.2 提升测量人员的技术水平

GPS-RTK 技术作为一项新兴的测量技术，虽然工

作原理较为简单，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还是需要一

定的技术水平才能掌握。GPS-RTK 技术的测量过程并

不是人人都可以掌握的，需要更为专业的测量人员，现

有的人员配置不能保障所有测量人员都可以独立进行操

作，鉴于此种情况，应对测量人员进行相应的技术培训，

提高测量人员的测量水平及对于 GPS-RTK 技术的掌握

程度。另外，还应实行较为严格的奖惩制度，若出现误

操作行为需归责到个人。

3.3 做好 GPS-RTK 测量技术和设备的管理工作

现阶段，道路工程测量工作越来越呈现出现代化的

发展趋势，因此，运用新型的测量技术时，需要加强管

理水平。结合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将 GPS-RTK 技

术应用到更多相关的领域，开发出更为全面的测量技术

应用方案，发挥出 GPS-RTK 技术的应用水平。相关的

管理人员还需要对 GPS-RTK 技术的测量设备进行完善

的管理，制定出较为完善的设备管理方案，并且严格地

按照方案执行。从而实现 GPS-RTK 技术的应用深度和

广度。

4 结束语
随着 GPS-RTK 技术的优势越发凸显，其应用领域

也越来越宽阔，发展前景广大。但在实践过程中不难发

现，该技术在道路工程测量工作中的应用十分广泛，然

而在应用过程中依旧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不论是技

术应用管理还是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都需要得到进

一步的提升，这便要求测量人员和管理人员要对 GPS-

RTK 技术有足够的重视。原有的 GPS 技术已经对传统

的测量技术产生了深刻影响，促进了传统测量技术的变

革与更新，新型的 GPS-RTK 技术的出现，对于公路、

铁路等道路工程测量模式也造成了冲击。在实际的应用

过程中，RTK 技术的优势也十分明显，不仅提升了测量

精度，使得测量精度提升至厘米级，还极大地提升了测

量人员的工作效率，缩减了工期的同时也为道路工程缩

减了成本，而且能够应用到更为复杂的地形结构中，为

复杂地形的勘测和测量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数据依据，将

来，GPS-RTK 技术会在更多领域中发光发热，提高更

多工程项目的测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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