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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形测量工艺流程图 

 

技术设计包括踏勘、选点、建标、埋石、仪器检校、控制

测量（含图根点测量）、碎部测量数据采集、建库打印蓝晒、

检查验收、技术总结报告、内业编绘成图或清绘、数据传输与

处理。 

 

二、地形测量方法及要求 

 

本指导书适用于工程施工中局部范围内的大比例尺地形图

测量。地形测量控制网点是在施工控制网基础上加密得到的，

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应与施工坐标系、高程系统相一致。比例

尺为 1：200、1：500、1：1000和 1：2000，按正方形或矩形

法分幅。地形测量由于外业数据采集和内业成图所使用的仪器

和软件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方法，不论采用何种方法，成图都必

须满足规范要求和用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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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图根控制点的测量 

 

图根点是直接供测图使用的平面和高程控制点，可在各等

级控制点上采用经纬仪交会法、测距导线法、全站仪坐标法、

三角高程、水准测量、GPS 等方法测量。图根点或测站点的

精度以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中误差来衡量，其点位中误差不应

超过图上±0.1㎜；其高程中误差不应超过测图基本等高距的

1/10.为了节约，图根点可以采用临时地面标志。图根点的密

度因测图使用的仪器不同要求也不同，只要能够保证碎部点的

平面高程精度即可。测站点可以在测图过程中根据需要随时测

放。 

 

四、地形测量测绘内容及取舍 

 

地形图应表示测量控制点、居民地和垣栅、工矿建筑物及

其他设施、交通及附属设施、管线及附属设施、水系及附属设

施、境界、地貌和土质、植被等各项地物、地貌要素，以及地

理名称注记等。并着重显示与测图用途有关的各项要素。地物、

地貌的各项要素的表示方法和取舍原则，除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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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图图式执行外，还应符合有关规定。测量控制点是测绘地

形图和工程测量施工放样的主要依据，在图上应精确表示。各

等级平面控制点、导线点、图根点、水准点，应以展点或测点

位置为符号的几何中心位置，按图式规定符号表示。居民地的

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及主要附属设施应准确测绘实地外围轮廓

和如实反映建筑结构特征。 

2.2 在绘制房屋轮廓时，应以墙基外角为准，并根据建筑

材料和性质分类，注明层数。对于比例尺为 1:500和 1:1000的

测图，应逐个标示房屋，临时性房屋可以省略；对于比例尺为

1:2000的测图，可以适当综合取舍，不需要标示宽度小于

0.5mm的小巷。 

 

2.3 在绘制建筑物和围墙轮廓时，如果凸凹在图上小于

0.4mm，简单房屋小于 0.6mm，可以用直线连接。 

 

2.4 对于比例尺为 1:500的测图，应该区分表示房屋内部

天井；对于比例尺为 1:1000的测图，图上 6mm2 以下的天井

可以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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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测绘垣栅时，应该清楚分类，取舍得当。城墙应按

城基轮廓依比例尺表示，城楼、城门、豁口均应实测；围墙、

栅栏、栏杆等可以根据其永久性、规整性、重要性等综合考虑

取舍。 

 

2.6 对于长度大于 3M 毫米，宽度大于 1M 毫米的台阶和

室外楼梯，应在图中表示。 

 

2.7 对于永久性门墩、支柱大于 1M 毫米的，应依比例实

测，小于 1M 毫米的可以测量其中心位置并用符号表示。对于

无法测量中心位置的重要墩柱，应量取并记录偏心距和偏离方

向。 

 

2.8 在测量建筑物上突出的悬空部分时，应测量最外范围

的投影位置，主要的支柱也要实测。 

 

3.1 在测绘工矿建（构）筑物及其它设施时，应准确表示

其位置、形状和性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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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于依比例尺表示的工矿建（构）筑物及其它设施，

应实测其外部轮廓，并配置符号或按图式规定用依比例尺符号；

对于不依比例尺表示的，应准确测定其定位点或定位线，用不

依比例尺符号表示。 

 

4.1 在测绘交通及附属设施时，应准确反映陆地道路的类

别和等级，附属设施的结构和关系；正确处理道路的相交关系

及与其它要素的关系；正确表示水运和海运的航行标志，河流

和通航情况及各级道路的通过关系。 

 

4.2 对于铁路轨顶（曲线段取内轨顶）、公路路中、道路

交叉处、桥面等，应测注高程；对于隧道、涵洞，应测注底面

高程。 

 

4.3 公路与其它双线道路在图上均应按实宽依比例尺表示。

公路应在图上每隔 15~20mm 注出公路技术等级代码，国道应

注出国道路线编号。公路、街道按其铺面材料分为水泥、沥青、

砾石、条石或石板、硬砖、碎石和土路等，应分别以砼、沥、

砾、石、砖、碴、土等注记于图中路面上，铺面材料改变处应

用点线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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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准确注出各种名称、说明注记和数字注记。在地形图

上，所有自然地理名称如居民地、道路、街巷、山岭、沟谷、

河流等，以及主要单位等名称，都应经过调查核实，并应正确

注记。高程注记点应均匀分布，丘陵地区高程注记点间距为图

上 2~3cm。在山顶、鞍部、山脊、山脚、谷底、谷口、沟底、

沟口、凹地、台地、河川湖池岸旁、水涯线上以及其他地面倾

斜变换处，都应测高程注记点。城市建筑区高程注记点应该测

设在街道中心线、街道交叉中心、建筑物墙基脚和相应的地面、

管道检查井井口、桥面、广场、较大的庭院内或空地上以及其

他地面倾斜变换处。基本等高距为 0.5米时，高程注记点应注

至厘米；基本等高距大于 0.5可注至分米。  

 

当两个地物中心重合或接近，难以同时准确表示时，可以

将较重要的地物准确表示，次要地物移位 0.3mm 或缩小 1/3表

示。独立性地物与房屋、道路、水系等其它地物重合时，可以

中断其它地物符号，间隔 0.3mm，将独立性地物完整绘出。

房屋或围墙等高出地面的建筑物，直接建筑在陡坎或斜坡上且

建筑物边线与陡坎上沿线重合的，可用建筑物边线代替坡坎上

沿线；当坎坡上沿线距建筑物边线很近时，可移位间隔

0.3mm表示。悬空建筑在水上的房屋与水涯线重合，可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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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涯线，房屋照常绘出。水涯线与陡坎重合，可用陡坎边线代

替水涯线；水涯线与斜坡脚线重合，仍应在坡脚将水涯线绘出。

双线道路与房屋、围墙等高出地面的建筑物边线重合时，可以

建筑物边线代替路边线。道路边线与建筑物的接头处应间隔

0.3mm。境界以线状地物一侧为界时，应离线状地物 0.3mm

在相应一侧不间断地绘出；以线状地物中心线或河流主航道为

界时，应在河流中心线位置或主航道线上每隔 3~5cm 绘出

3~4 节符号。主航道线用 0.15mm 黑实线表示；不能在中心线

绘出时，国界符号应在其两侧不间断地跳绘，国内各级行政区

划界可沿两侧每隔 3~5cm 交错绘出 3~4 节符号。相交、转折

及与图边交接处应绘符号以示走向。地类界与地面上有实物的

线状符号重合，可省略不绘；与地面无实物的线状符号（如架

空管线、等高线等）重合时，可将地类界移位 0.3mm 绘出。 

11.9 当等高线遇到房屋及其他建筑物、双线道路、路堤、

路堑、坑穴、陡坎、斜坡、湖泊、双线河以及注记时，应中断

等高线。 

11.10 当图式符号不能满足测区内测图要求时，可以自行

设计新的符号，但必须在图廓外注明。 

 

四、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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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板仪白纸测图 

1.1 将平板仪置于测站上，进行整平、对中、量取仪器高、

定向，使照准仪的直尺边准确地通过图板上测站点的位置；用

已测地物点或图要点检查定向。 

1.2 用照准仪瞄准碎部点上立的视距尺，读出碎部点的视

距和中丝切尺数，读取垂直角。 

1.3 使用计算器计算水平距离和碎部点高程。公式（内调

焦望远镜）如下：测站点至立尺点水平距离：S=KL·COS2α；

立尺点高程：H=H+I+h’-B。其中，h’=0.5Klsin2α，L 为两视距

丝间标尺读数差，K 为视距乘常数（通常为 100），H 为测站

点高程，I 为仪器高（H+I 即为视线高），B 为中丝读得的切

尺数，α为垂直角（视准轴的倾斜角）。 

1.4 使用卡规和斜分比例尺按测图比例尺截取碎部点在图

上的长度，沿照准仪直尺边沿，使卡规一脚对准测站点，另一

脚在图上刺点，即可得到碎部点在图上的点位，并注记高程。 

1.5 测量完一点后，指挥立尺员进行下一点的观测，直到

本测站上应测的碎部点全部测完为止。 

1.6 在每个测站上测出部分碎部点后，应随时进行勾绘，

尽量实现随测随绘，避免绘错或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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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测站上勾绘地物地貌结束后，应立即进行巡视检查，

发现漏、错或综合取舍不当，等高线与高程注记相矛盾时，应

立即纠正。务必使成图清晰易读、主次分明、取舍恰当、图式

运用正确。 

1.8 在测图过程中和收站前要检查图板定向。 

 

2.经纬仪配合板仪白纸测图 

2.1 将经纬仪置于测站旁约 2 米处，进行整平，后视测站，

计算视线高。 

2.2 将板仪置于测站上，进行整平、对中、定向、检查定

向后，用测斜照准仪瞄准经纬仪的垂球线，量取到经纬仪的距

离，按测图比例尺在图上定出经纬仪的位置。 

2.3 使用测斜照准仪瞄准碎部点上的视距尺，通过图上测

站点的位置，以测斜照准仪的直尺边沿定出碎部点的方向。 

2.4 使用经纬仪观测碎部点的标尺，读取视距和垂直角，

计算碎部点的高程和碎部点到经纬仪的距离。 

2.5 按测图比例尺使用卡规自经纬度仪在图上的位置截取

经纬仪至碎部点的长度与直尺边相交，刺出碎部点的位置，并

注记高程。 

2.6 重复 2.3、2.4、2.5的过程，测出本站其他碎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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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在测图过程中，每测 20~30 个点之后需要检查图板定

向是否变动。 

 

3.1 将经纬仪放置在测站上，对准中心、整平、量仪器高

度，后视附近的一个控制点作为起始方向（零方向）。 

 

3.2 将板放置在测站附近的任意位置，固定测图板，在图

上测出测站点位置，插入绣花针，并将量角器圆心小孔套在针

上，画出测站点至后视点的方向线。 

 

3.3 利用经纬仪观测碎部点的水平角、立角和视距。 

 

3.4 计算碎部点的高程和碎部点至测站点的水平距离。 

 

3.5 使用量角器和比例尺，按照水平角和水平距离刺点，

并标注高程。 

 

3.6 重复 3.3、3.4、3.5的操作，完成其他碎部点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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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15522313001

101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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