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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研究 

李奕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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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各行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已进入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各种科学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工

程测量技术也得到了飞速发展。在工程测量过程中，利用数字测图技术可以快速获取测量数据，操作简单。还可以保证工程

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和提高工程施工质量。在以往的工程测量过程中，必须对测量数据进行人工分析、分类、整理，并对所有

测量数据进行汇总，形成完整的数据库，以保证测量精度，从而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并且人工测量中的各种误差

往往会导致测量数据的不准确，影响结果。因此，在工程测量过程中，数字技术的有效应用可以减少人工测量中的数据误差，

为工程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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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Surve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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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ndustries. At present, our country has 

entered the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and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technology has also been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process of engineering survey, the use of 

digital mapping technology can quickly obtain survey data, simple operation. It can also ensure the accuracy of engineering survey 

data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the past engineering survey process, the survey data must be analyzed, 

classified and sorted manually, and all survey data must be summarized to form a complete database to ensure the measurement 

accuracy, which requires a lot of manpower, material resources and funds, and various errors in manual measurement often lead to 

inaccurate measurement data and affect the results.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can reduce the data error in manual measurement and provide a strong guarantee fo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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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测量中引入数字测绘技术，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工程建筑中工程测量存在的问题。在工程项目中，工程测

量是工程项目顺利开展的保障。工程测量精度直接关系工

程进度和质量，数字化测绘技术的诞生说明了工程测量的

精度推动了工程建设的高速发展，提高了工作效能，能够

确保工程项目的顺利开展，更有利于在我国数字化的发展

趋势。从事测量的工作人员其自身技术也必须改革创新。 

1 数字化测绘技术概述 

从测绘工程技术应用的角度来看，大数据时代的发展

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使传统的测绘技术已不能满足工程

测绘发展的需要。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利用先进的技术

来辅助测绘工作。数字化测绘技术是以计算机网络和测量

仪器为基础的新技术。在应用过程中，有效地解决了传统

测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逐步推广应用。随着数字化测

绘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创新，人们越来越重视工程质量，为

数字化测绘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然而，在具

体的测绘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困难和障碍，影响着数字

测绘技术的应用效果。为此，必须结合时代发展，将测绘

技术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提高测绘技术的应用效果，

更好地为工程建设服务。 

2 数字化测绘技术内容 

2.1 地形图数字化 

随着技术的发展，地形图的数字化已经实现，通过有

效的描述实现了地形图的精确绘制。在地形测绘过程中，

需要对常用地形图进行计算机数字化和矢量化处理，将常

用地形图转化为矢量数据，形成可重复修复和使用的地形

图数字变换。通过这种方式转换的地形图可以满足各种紧

急情况下的要求。进行地形图的设计和制作需还需要考虑

到不同地区的差异，一些时间和成本较低的地形图可以用

这种方法绘制。总体来说，它使用方便，绘制速度快，但

在执行快速的转换过程中，很容易得到数据偏差。对于地

形图的精确应用，其精度不高。为了保证地形图的精度，

需要采用其他补偿方法来提高地形图的精度，以满足更多

的要求。 

2.2 地面数字测图法 

该方法是目前最常用的方法，在我国土地调查技术中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TU198.2&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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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数字地面测绘方法有助于建立大比例

尺地图。通过该方法，保证了精度要求。传统的土地调查

方法精度不高、速度不快，推广应用时间长，相关数据也

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平面位置误差就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误差太大，就不能满足许多需要。采用数字地面测绘

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测量精度。
[1]
 

2.3 航空测量法 

目前，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航天器

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测绘的效果和质量，空间设备给测绘

带来了良好的前景。航空测量方法是利用飞机形成一定的

图像，通过对图像的分析和提取，得到相关数据，可以将

大量的室外测绘工作转移到室内进行。通过图像显示，可

以提取出可用的数据，然后通过计算机计算、多角度、全

方位的分析。采用这种绘图方法，成本高，操作复杂，计

算量大。但在实际应用中，应用效果良好，不受外界条件

的限制，可以随意改变加工方式，保证绘图精度，满足各

方面的应用要求。 

2.4 无人机倾斜摄影 

无人机倾斜测量凭借自身精准度较高、灵活性较强的

优势，在城镇地籍测量中收到良好成效。随着无人机与数

码相机的高速发展，基于无人机平台的数字航摄技术可显

著提高地籍测绘效率及精准性。无人机航测技术主要以无

人机系统为核心介质，集成处理多项先进技术并赋之无人

机、影像航拍设备、应用软件等，最终实现高分辨率影像

目标。该技术在实际应用中操作便捷，测量精准度高，能

够满足地籍图的实际要求。此外，无人机航测可对影像进

行初步处理，确保影像拥有较高质量。应用初期，技术人

员需结合实际状况，规划无人机的飞行范围和航线，做好

报备工作；合理布设测量区域内像控点，严禁测端接头部

位存在漏洞，以验证空三加密精度；无人机起飞前，应积

极调整飞行角度，防止整个摄像镜头移动影响地籍测量数

据的精准性，并及时做好摄像设备的加固。
[2]
 

3 工程测量特点 

测绘技术在应用中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工程建设

测绘工作要分析工程建设的具体需要，结合当地有关工程

测量政策，了解工程建设的有关制度，贯彻执行工程建设

质量管理和设计的有关规定。而建设监理部门和地方政府

的指导是工程勘察过程中直接影响测绘市场发展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工程勘察过程中，必须充分了解政府

有关政策，选择有资质的测绘机构进行工程勘察。由于各

地的工程测量政策不同，工程测量的管理方法也不同，在

使用过程中，测量技术相对具有地域性。工程测量采用大

型测量设备，保证工程测量数据结果的可靠性，测量数据

可为工程施工提供保证。但在施工过程中，一些工程会出

现跨区域测量，增加了测量难度。大型测量设备运输成本

的增加也给不同地区的测量协调和管理带来了许多问题。

我国测量市场化程度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该行业还没

有建立完善的测量工艺流程，测量技术还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在工程测量中，影响测量数据的因素很多，导致测量

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由于工程测量行业门槛不高，行业

体系相对简单，测绘行业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相关机构也出台了改革政策，促进测绘行业的发展。 

4 应用优势 

以往测绘技术应用中存在许多问题，不能满足工程建

设的需要。数字测绘技术的应用可以保证工程建设的质量。

应用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测量和绘图精度高。在工程测量过程中，现场

测量人员可以根据测量点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数据采集方

法，有效地实现了数据的精确采集。例如，利用全站仪自

动采集的方法，可以在三维环境中定位和测量目标环境，

以获得更准确的数据。同时，由于这种操作方式更方便，

可以减轻现场测绘人员的工作量。 

（2）数字测绘技术是在自动化技术、电子信息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先进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

传统的工程测绘技术相比，具有较强的自动采集功能。例

如，在现场测绘过程中，可以通过自动操作软件对测量现

场的地质数据、空间数据、气象数据等进行实时自动分析。

同时根据测绘现场实际情况，自动选择合格的测绘符号、

图形等工具，充分保证测绘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3）测量得到的图形属性信息非常丰富。在工程测

量过程中，利用数字测量技术不仅可以准确地绘制试验场

地的地理位置，而且可以表现出试验场地地理位置特征，

具有丰富的图形属性信息。这些图形属性不仅可以充分显

示测试点的基本信息，还包含特殊的属性符号。通过这些

符号，可以更有效地恢复勘察现场的地形地质条件，提高

勘察构造图的显示效果。
[3]
 

5 数字化测绘技术的应用 

5.1 数字化原图技术 

数据地图理论是对原始地图的并行处理，使试验者对

基本图像有更清楚直观地了解，有利于工作人员生产加工

原始地图的时间、时节等多种因素的改变。根据国标，对

原始地图开展智能化测量，保持其精度，智能化测量科技

的精度能使测量机器设备自始至终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

更有助于测量的内容精确性。测绘技术的发展需要测绘工

作人员把握专业测绘知识，测绘工作人员需要不断具有专

业素养，提升技术革新。相关部门理应强化专业知识技能，

高度重视专业技术队伍管理、科技实力，使工作人员能在

工作上合理生产加工原图，并且以数字形式展现实际原图。 

5.2 数字地图 

数字地图主要是指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的基础上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数字地图能够更好地反映现

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有效地实现各部门、各种技术的

参与与合作。通过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技术的合作，可以

更准确地获取地理坐标信息，合理利用遥感技术采集目标

的空间信息。目标位置测量数据的结果可以通过计算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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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排序，并均匀重叠，构成非常丰富的信息数据源。然后

利用计算机的 internet 技术将数据通过网络传输，实现

数据的存储。这使得数据挖掘更加方便快捷，节省了施工

时间和相应的成本，对工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5.3 数据处理和测绘 

数字测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测绘工作中，使用了

不同类型的测量设备，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数据。保存时，

由于设备不同，数据格式也会出现不同。因此，将测量数

据导入计算机时，必须根据相关格式传输测量数据。为了

方便绘图，统一格式应转换成 SCS 格式文件，便于后期制

作和分析使用。在实际测绘中，街道、房屋、河流等通过

不同的顺序设计点，为测绘提供方便条件，最终形成实用

的地形图。为了保证绘图的正确性，可以在后期完成，将

原始扫描图与实际对象完全比较，填充以前没有的空白区

域，完成整个扫描图。 

5.4 地面数字测绘 

在工程测量过程中，数字测绘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是工程测量中常用的一种测量方法。利用地面测绘技术可

以提高数字地图的精度，利用地面测绘技术可以减少地面

测绘过程中的误差，根据测绘技术的发展，该技术的主要

内容是采集室内空间信息。分析和处理收集到的数据，然

后将其保存在输出图中。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提高工程项

目的测量精度具有重要意义。绘制数字地图时，有关单位

应根据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积极选用数字测绘技术，在

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有序地进行工程测绘工作，以节约

更多的人力资源。改变传统手工测绘过程中不准确的数据

采集方式，提高测绘数据的准确性。 

5.5 3S技术 

3S 技术主要包含 GPS 技术、GIS 技术和 RS 技术。在

运用过程中，能够对数据测绘工程技术的应用质量产生积

极主动的影响。在 GPS 测绘工程运用中，也可以进行高精

度的检查，所测数据和结果更为精确、迅速、实用，用途

广泛。比如，在工程实施中运用 GPS 技术进行检验，会迅

速获得精确的检验结果，不但缩短施工步骤，而且提升了

工程施工质量，展现了 GPS 技术的实用价值。GPS 技术要

融入社会的发展必须要产生重要影响，必须要在运用过程

中逐步完善。在运用过程中，GIS 技术通常是收集信息，

提升数据库的管理与储存，提高资料库的处理量，能够充

分发挥重要作用。GIS 技术运用覆盖面广，能够在本地测

量，会获得高精度的测量结论，减少项目实施难度和质量，

使新项目向着正确的道路前行，确保项目实施的质量和可

靠性。遥感技术是一门新起技术，具备观察同歩、测量结

论精确、科学、合理的特性，具备运用的优点。在使用过

程中，要大力加强和优化该技术的应用优势与该技术实效

性，处理工程施工存在的问题。
[4]
 

5.6 采点测量 

采集点的测量是测绘中最重要的任务。操作时应事先

确定中心位置坐标，合理划分输出点，测量相关点，得到

数据结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剩余地形点的计算。

此时应注意边界点和地形点的精度。测绘时应保证数据质量，

避免不必要的误差。在实际应用中，数字测图技术需要精确

的采集点，相关技术人员必须记录和记忆边界点和地形点，

以便能够表示材料属性，完成表面物体的准备，合理调整顺

序，确保相关测量顺序满足分析要求。并通过合理的散点连

接将相关数据转换成地图，以满足后期生产的需要。 

5.7 GPS技术的应用 

在工程测量的过程中，GPS 技术的使用能够推动工程

建设的顺利进行。工程建设中对区域的定位测量可以选择

使用 GPS 技术，能够保障工程数据的精确度。为保证工程

建设的整体质量以及建设的效率，可以充分利用 DPS 测绘

技术定位测量的作用，利用卫星与 GPS 技术之间的关联性，

对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进行跟踪测量，收集实时数据，使

测量的数据能够更加符合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保证数据

的准确，为工程建设提供数据支持。 

6 我国数字测绘技术的发展趋势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应用意义。在数字测

绘技术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加强信息技术

建设，不断提高测绘技术应用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方便施

工人员使用。了解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定施工中需

要改进的地方，以提高施工质量。在数字测绘技术发展的

过程中，需要对其定位技术进行改进，以促进测绘工作的

顺利进行，确保工程建设的有效推进。测绘技术可以探测

空间和气象条件，提高检测精度和效率，为促进工程建设

的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起到良好的推广作用，充

分发挥数字化测绘技术的应用价值。 

7 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土地利用的精度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土地调查显得

尤为重要，数字化测绘在城市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

测绘技术在土地调查中的应用十分频繁，它可以有效地提高

土地调查测绘效率的质量，为以后的土地开发工作提供良好

的基础保障，从本质上提高城市规划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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