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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层建筑悬高测量的讨论‘

赖志礼

(成都市勘察All绘研究院，四川 610081)

[摘 要〕 本文简要分析了高层建筑悬高的基本形式，针对不同的形式时悬高提出了不同的测量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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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

      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各城市中高层

建筑物亦纷纷落成，对这些高楼大厦，有关行业

进行了相应的物业管理，对高层建筑物的有关

高度提出了较为精密的测量要求;例如:成都市

根据航空部门及建委管理需要，规定了十层及

以上建筑物必须测定房屋之屋顶高及最高点

(各类天线)之高程，笔者据工作经验对有关问

题加以讨论。

    一、悬高的基本形式

    悬高即指空中某点距地面的高度;推广而

言，可理解为空中某点的高程与其地面投影点

的高程之差。由于当今高层建筑结构十分多样，

因而建筑物的最高点及其投影点亦出现多种形

式;在这里我们将建筑物的最高点与其地面投

影点的高差称为建筑物的悬高;根据建筑物结

构，可将建筑物悬高分成以下形式:

    1、直接悬高:建筑物最高点与其地面投影

点均直接显现，当中(投影线)及周边无其它障

碍阻隔，如图((1):最高点A、投影点A’均直接

显现出现;

    2、隐蔽悬高:由于建筑物出现主楼、裙楼结

构，建筑物最高点的地面投影点被相关建筑所

围，投影线被阻隔不能直接审视，如图(2):最高

点B的投影点 B'由于被周围建筑所围，因而建

筑物的悬高BB'在隐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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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各项建设工作中，悬高的基本形式

主要是以上两种，具体到每个高层建筑或构筑

物时，其结构形式十分多样，应注意分清。

    二、悬高的测里要求

    在实际工作中，建筑物悬高的测量随不同

行业的管理需要，其测量精度要求不相同，在此

只能浅略讨论:在高层建筑的施工测量中，各部

件安装精度较高，主体建筑亦有严格控制，要求

较为严密，测量精度应取至毫米;在其它行业

中，悬高的数据主要是满足各种管理需求，测量

的精度限差也相应宽松，精度可取至厘米，(具

体准确度规范无明确标准、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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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离建筑物较远处选择一条基线，C,C2;测

出C,C:之距离并假设某点坐标如C, , C,C:之

方位角，求出另一点坐标如CZ;同时假定某点

高程测出另一点之高程，以上工作其实质是在

建筑物周围建立一个平面、高程控制基线，如其

周围有城市控制点，则不必设此基线，可直接将

原有点用于悬高测量;

    分别在c,, c:上设置经纬仪，按前方交会

的方法测出角R,几及相应于B点竖角a, , az

仪高h,, h:备用，根据前方交会公式求出B点

坐标(XB,YB) ;

一

    三、悬高的测A方法

    由于建筑结构形成悬高的多种形式，生产

中必须采取灵活的方式才能完全将悬高进行准

确测量，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

    1、直接测距法:主要针对直接悬高进行测

量，可用钢尺或其它测距工具悬吊于投影线上，

直接施测建筑物最高点与其地面投影点的距离

(应注意悬线偏离投影线)，此方法施测高层建

筑困难较大，不宜采用;

    2、竖直角施测法:也是针对较高的高层建

筑(直接悬高)如图(3)选择一能直视最高点A

及其投影点A‘的地点c架设经纬仪，测定c点

至悬高 AA‘的水平距离，并观测A, A‘两点的

俯、仰角a , (3，根据图上可知悬高的求解公式

为:

    AA'=Dtga+Dtg俘 ···············⋯⋯ (1)

X,JctgP2+X}2ctgRl+(Y12一Ya)
        ctgp,+ctgpz

Y}ictgP2+Yczctgp，一(X,，一X, l)
ctgP,+ctg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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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出B点坐标后，可反算出设站点Cl, C,

分别到B点的水平距离:

    3、高程转换法:主要针对大型建筑及隐蔽

悬高的建筑物，原理为分别施测最高点及其地

面投影点的高程，通过两点高差求出悬高如图

(4);

    SBei= V (Xd一XB)Z+(Yc;一YB)z···⋯⋯ (3)

    根据竖角a;、水平距离Sam;、仪高h;、设站点

高程HC;可求出两组B点高程公式为:

    HBi = K,十h; +SBc;·tga;·········⋯⋯ (4)

    比较B点的两组高程，若无粗差则可取其

平均值为B点的最后高程;

    对于B点之地面投影点B’，由于其隐蔽于

建筑物中，如有必要可按B点坐标将其测放于

实地，再用直接水准测量方式施测其高程;实际

工作中，往往由于建筑物底层均为平坦地面，因

而很多情况下，均用直接施测的建筑物底层

B
.。。。一。.。。。!lB’

奥

(5) (下转 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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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D.DAT文件包括境界点、一般地物 点。

点、DEM中地形特征点控制点的数据成果。

KZD. DAT文件仅包括控制点数据码，可 CAD

4.编制接口文件，将测点展绘在A UTO-

屏幕上

用来进行坐标计算、形成成果表和供展绘控制

子高程点识别
二一薄班别
」 1 一

一一

CORD. DAT 读取x, Y, H, ID 卜一 {控制点识别! 一地物点

碎部点识别 {~ 口
习
_到

    5.数字化图形的形成

    根据不同的编码，自动确认点的分类，并赋

予不同的图层，然后根据编制的连点文件自动

连点成图或采用人际对话方式进行点与点的连

接，完成最后的数字化图形。

    四、总结

    本文介绍的运用AUTOCAD技术实现半

站仪一体化成图方法具有以下特点:

    1.可充分利用已有仪器和技术人员力量，

避免浪费。

    2.坐标文件可根据编码识别实行自动计算

和自动归类，为管理、使用提供了方便。

    3.在精确测定点位的过程中，如界址点点

位的测定，观测时在距离和角度中可以直接加

人棱镜位置的偏距离改正，从而可提高测点的

数字精度。

    I.如果某些测量过程中的错误可对错误数

据重新测定和输入处理，因而具有有效的纠错

功能。

    5.可处理使数据与全站仪数据格式一致，

在当前流行测绘成图软件中直接应用。

    6.需手工记录，测站观测时间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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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0)地面高代替投影点B‘的高程，测放B‘位置的情

况十分少见;在求出建筑物最高点B及其投影点B，的

高程后，即可求出该建筑物的悬高:

    BB' = H。一H�'·······，···········。·············⋯⋯ (5)

    4,测站转移法:图(5)，若不愿远离高层建筑物观

测，可在其周围寻找低矮建筑，并在低矮建筑物顶上

(或阳台上)选测点A,B,A,B必须与地面控制点通视，

同时也能方便地观测高层建筑物的最高点(实际上A,

B为地面控制点的支桩);根据三角高程方法求出A,B

点的高程，用极坐标法或前方交会法求出A,B点的坐

标，此时已将地面控制点的数据传递至新点，A, B点平

面坐标及高程己具备，即可按高程转换的方法求出高

层建筑物的悬高。

    总之，在建筑物的悬高测量中。应充分认识建筑物

的结构，结合现场条件灵活采用各种方法，巧妙掌握各

类计算手段和测量技术.才能快速、准确施测各类建筑

物之悬高;另外相应房顶高程也可参见前述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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