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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区路基测量探讨 

于晓龙 

（中建七局第一建筑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050000） 
 

摘要：近些年来，由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全国的基础设施类工程突飞猛进。但是在山区的路基的测量方案还是原

来的“老一套”，所以本人以平赞高速山区测量为例，阐述山区路基测量的一些注意事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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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概况 
本人于 2017 年 11 月至 2019 年 6 月在平赞高速一分部负责互

通区填方段的路基测量工作。平赞高速公路主线路线处于河北省西

部，太行山脉和华北平原交汇处，地形复杂。西高东低，北高南低，

坡度较大，分为山区和丘陵两类地貌。本标段属于山区地段。 

2-测量方法 
由于工程规模较大，兼地形、工程结构的复杂，测量工作任务

也较大，为保证测量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工程顺利完工，根据工

程需要我们做如下测量操作流程图，（采用 GPS 边联式静态相对定

位方式对现场布设的 GPS 控制点进行联测，全站仪进行测量放样，

用水准仪进行高程控制测量）。 

测量流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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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控制网复测、加密： 

根据交桩控制测量成果，作为首级平面控制网，为满足施工的

需要，对设计院提供的首级 GPS 控制点、精密导线点及精密水准点

进行复测，保证各级控制点、相邻点的精度要求作为测量工作的起

始依据。通常设计导线点和水准点的位置及数量都不能满足施工测

量的要求，因此根据现场踏勘进一步进行施工控制网的加密以满足

施工放样、高程联系测量、贯通测量的需要。为了便于施工，在隧

道进出口、桥、路基等施工段增设精密导线点及水准点，满足施工

控制测量精度的要求。 

首先应该了解工程现场需要，然后才进行加密导线点的埋设。 

埋设过程中应该选择视觉空间良好、交通方便、地基稳定能长期保

存的地方，考虑埋设的控制点是否便于施工放样，相邻控制点是否

能通视、距离是否太近。保证平均边长大于 250 米，最大 500 米。

并对做好的控制点做明显测量标志及围护等措施,然后根据已知点

与新增点的关系进行排名编号。加密导线点用现浇砼加带有十字刻

丝的钢筋形成测量标志，其砼浇筑体积不小于 30cm×30cm×50cm，

其基底应为原状土，如为回填土时要采取夯实措施，保证现浇砼基

底土壤达到最大密实程度。对导线点四周采用砖砌 40cm×40cm×

30cm 的砖墙进行妥善保护。并且每半年对基准点进行复测。 

加密点埋设图如下： 

 

在现场施工中直线段中线桩测设间距不大于 20m 进行布置，使

用全站仪采用极坐标法测量纵断面高程，作为原始数据。如果地形

复杂地区应增加断面，10 米或 5 米测量一个断面，根据测量数据绘

制纵断面图。   

填方段路基每填一层恢复一次中线、边线并进行高程测设。在

距路床顶 1.5m 内，按设计纵、横断面数据控制，达到路床设计高

程后准确放样路基中心线及两侧边线，并将路基顶设计高程准确测

设至中心及两侧桩位上，按设计中线、宽度、坡度、高程进行控制

并自检。 

在每层填筑的厚度的理论值在加上每层的松铺厚度就是每层

的填筑高程。在路基填筑两侧各留出 50cm 的超宽段，以便压路机

及时碾压到位，保证路基有效宽度的压实度合格。每三层填筑后上

报监理单位，并对不合格区域统一进行整改，不可薄层贴补。 

结语 
通过这次的山区路基测量的方法探讨，为以后类似条件的施工

作出了经验总结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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