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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测量中导线控制与碎部测量同步进行的数据处理

      王礼华，郑红艳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江苏南京210008)

摘 要 在施工测量中，利用全站仪开展导线控制测量与碎部测量同步进行的数据处理。该方法可提高施工测量

的工作效率和测量精度，并可拓展全站仪的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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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施工中，开工前需要对施工区域进行导线控

制点加密并测绘施工区域1，200原始地形图及纵

横断面图，作为工程施工的依据。因工程需要必须

全部做完施工区域的控制网加密与地形图测绘。

当施工区域的特点是宽度窄，距离远(一般2 km以

上)时，可认为是带状地形图测绘。

    因此，在工作中尝试使用导线加密控制测量和带

状地形图测绘的同步测量，即野外施测中导线加密控

制点与碎部测量同时完成，内业利用微机进行数据处

理，得到导线加密网成果与施工区域原始地形图。在

附合导线加密控制测量中，因附合导线线路较长，不

可避免地在全部控制量完成后会与导线附合点产生

偏差。当偏差在测量规范允许的限差之内时，本文提

出一种利用微机进行测量后数据的处理方法，对导线

进行平差，且对所有碎部点自行进行改正。

2 野外测量

    首先按测量规范要求选点、造标、埋石。在施

工区域一般是布设附合导线加密网，选点时尽量布

设成等边直伸形状，相邻边长不宜相差过大。

    野外测量时，在起始已知测量等级控制点上架

设仪器，按测量规范要求观测水平角度及水平边

长，测回数与测量要求按所布设测量点等级确定。

野外绘制出测量草图，标注上本测站点号、后视点

点号、下一站导线点点号、地形草图等。导线控制

点观测完成后，计算出下一站导线点的初始坐标。

接着全站仪重新后视，开始测量本测站的地形地物

特征点(即碎部点)，直到完成本测站的全部碎部测

量工作。然后在下一个导线点架设仪器，同样先观测

下一站导线控制点，再用全站仪测量碎部点三维坐标

(X ,Y, H)。最后附合到已知导线控制点上。计算出

本附合导线加密网的方位角闭合差和全长相对闭合

差，当闭合差在限差之内时可进行导线平差。

3 导线平差

3.1 原始数据处理

    先计算出各测回测得的导线点平均坐标。根据

各导线点的平均坐标(石，歹)反推出各导线边的坐标
方位角A:与测量边长D;(参见图一)。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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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2,3-二n测站数，坐标方位角A根据(Y++，一从)与

(X,+，一X;)的正负号取相应象限的坐标方位角值。

3.2 导线平差

    计算出各导线点的最终平差坐标(X=,Y=)。计

算过程为:

3.2.1 坐标方位角的计算与调整

    计算坐标方位角闭合差介，当斤小于限差时，

因各角度属于同精度观测，将角度闭合差介反符号
平均分配给各导线折角上。

各角度改正数vR_ 九，__-4, "1111 N卜。、
— — — } it /71T.7笋口一穷久j

    改正后各边坐标方位角A=,=A=+vgXi, i=
1,2,3-二n测站数。

    利用改正后的坐标方位角计算出坐标方位角

调整后各导线控制点的平差初始值(X;' ,Y,' )

            X,‘一Xt-,+D; -t X cosA;-,‘
            Y,‘一Y_,+Di-, X sinA;-,‘

3.2.2 坐标增量闭’合差的计算与调整

    当为方向附合导线时，令N=n。坐标附合导线，

令N=n+l,抵’=虱，殊’=瓦由坐标方位角调整

后的已知附合导线点的平差初始值(XN’ l YN)和已知

坐标(寿，殊)计算坐标闭合差(几，方)，将fx与f,

分别按导线边长加权反符号平分到各导线方位角调整

后的平差初始值上，得到各点的最终坐标(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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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计算出原始测量数据中测站点尸，与后视点

尸;一，、碎部点c。之间的水平夹角96 .
    ③计算出平差后测站点尸、与坐标平移后的碎

部点C*的水平边长Sa

    ④计算平差后测站点到碎部点的坐标方位角

as o a,i =ai+风
    ⑤根据平差后测站坐标(X= , Yi)及其到碎部

点Cl,的坐标方位角as、边长S。即可计算出导线网

平差后的碎部地形点的最后坐标(X1;, Yl;)o

戈

矶

Pi-1W-1
Pi+1(xi+lvi+l)

=X +Sa X cos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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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4 碎部点的坐标转换

    导线平差后，各测站点(即导线控制点)坐标发

生变换。各碎部点坐标也应做相应的变换才能得

出正确的碎部点坐标。因各测站观测是相互独立

的，所以碎部点坐标修正就是碎部点的坐标变换。

因坐标方位角及坐标闭合差进行了平差，碎部点的

转换就需要进行坐标系统的平移和旋转。

4.1 坐标系统平移
    假设第 2测站测量时，所用测站点 尸‘坐标

(X;" Y,,)，平差后测站点尸‘坐标(X;，Y,)，碎部点

C原始测量坐标(Xi11, Yi11)，坐标系统平移后的碎

部点C坐标(Xa', Ya')，导线平差后碎部点C坐标

(XI7，Ya )。坐标系统平移计算公式:

5 内业处理过程

    上述数据处理过程可在计算机中处理完成。

首先设置正确的通信接口参数，将全站仪的原始数

据通过传输发送到计算机中。按上述平差公式计

算各导线控制点的平差后坐标。

    用EXCEL打开原始数据后，根据上述公式在

EXCEL中编制公式计算碎部点的坐标数据(X,

Y)，高程不变。最后在AutoCAD中，利用专业测绘

成图软件将碎部地形点进行展点、绘制等高线及纵

横断面图等。

6 结 语

    在工作中，采用本文所介绍的方法大大提高了

施工测量的进度，及时完成了等级加密导线控制点

与原始地形图，同时拓展了全站仪的使用范围和工

作效率。但是根据精度要求，本方法适用于附合导

线长度小4 km的施工区域。

=xa”+(x一x‘)

=vri”十(.v一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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