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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统一电力工程测量精度的技术标准，做到技术先进、经 

济合理、质量可靠、安全适用，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电力工程勘测设计、施工及运行等阶段的测 

量工作。

1.0.3  电力工程测量工作除应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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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测量精度   accuracy of surveying
测量结果中误差(系统及偶然)分布的密集及离散程度。

2.1.2 中误差   root mean square error 
带权残差平方和的平均数的平方根。

2.1.3     限差   tolerance
在一定观测条件下规定的测量误差的限值。 

2.1.4     最弱点   weakest point
控制网中精度估算或平差计算中精度最差的点。

2.1.5     容许偏差   allowable deviation
实际位置或尺寸与标准值或设计值容许的最大偏差量。

2.1.6     点位中误差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 point
点的位置的中误差，是点位在两个互相垂直方向的中误差的平 

方和的平方根。

2.1.7 相对点位中误差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 point rela- 
tive to another point

两点间相对位置的中误差。

2.1.8  点位相对中误差    relativ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two points

两点间相对位置的中误差与两点间距离的比值。

2.1.9  高程中误差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height 
点的高程的中误差。

2.1.10 高差全中误差    total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eleva- 
tion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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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线闭合差和相应环的高差测量路线周长而计算的中误 

差 ，也称每千米高差全中误差。

2.1.11      测 量 点  surveying point
为获得空间位置而进行测量的点。

2.1.12      放 样 点  laying out  point

与设计图纸位置对应的实地上的点。 

2.1.13     放样精度    accuracy of laying
放样点实际位置与设计位置的接近程度。

2.1.14      描 绘 精 度 accuracy of describing
测量描述和绘制的地物地貌与实际地物地貌的接近程度。

2 . 2  符 号

CH         高程控制精度等级代号；

CP———平面控制精度等级代号；

LH         放样点高程精度等级代号； 

LP——放样点平面精度等级代号； 

MH——地形图高程精度等级代号； 

MP——地形图平面精度等级代号； 

PH——断面图高程精度等级代号；

PP-         断面图平面精度等级代号； 

SH——测量点高程精度等级代号； 

SP        测量点平面精度等级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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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电力工程测量应以中误差作为衡量精度的指标，并应以二 

倍中误差作为测量限差。

3.0.2  电力工程测量精度等级的选择应保证最弱点中误差满足 

相应工程的精度要求，并应在满足当前阶段需求的前提下兼顾后 

续需求。

3.0.3  电力工程测量应根据其精度要求选择合适的仪器设备，使 

用的仪器设备应在检定有效期内，作业前应进行检视或检测并 

合格。

3.0.4 用于测量计算和精度评定应使用合格的软件，测量原始数 

据和计算结果应进行校核。

3.0.5  电力工程测量宜采用现行的国家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同 

一工程的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应保持一致。

3.0.6      电力工程测量中的测量精度(m) 的选择应满足下式要求： 

m≤0.2T                         (3.0.6)
式中：m——测量中误差(mm);

T——容许偏差(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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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面控制测量

4.0.1  平面控制测量中两点的点位相对中误差应按下式计算：

(4.0.1)

式 中 ：F—— 待计算点间的点位相对中误差；

mp—— 待计算点间的相对点位中误差(mm);

D——待计算点间的水平距离(mm)。

4.0.2  平面控制测量的精度等级应根据平差后控制网中最弱边两 

端点的点位相对中误差进行确定，精度等级划分应符合表4.0.2的 

规定。

表4.0.2 平面控制测量精度等级划分

等  级 最弱边两端点点位相对中误差(F)

CP3 F≤1/80000

CP4 F≤1/40000

CP5 F≤1/20000

CP6 F≤1/10000

CP7 F≤1/5000

4.0.3  平面控制测量等级应依据测区中互为最远点的平面位置 

测量允许误差、点位相对中误差及本标准表4.0.2的平面控制测 

量精度等级划分要求进行选择，点位相对中误差应按下列公式进

行估算：

(4.0.3-1) 

(4.0.3-2)



·6 ·

式中：F          相邻点点位相对中误差估算值；

(4.0.3-3)

m₀—— 相邻点相对点位中误差估算值(mm); 
D—— 控制网平均边长(mm);

mp——测区中互为最远点的平面位置测量允许误差(mm); 
S—— 测区中互为最远点的距离(mm);

72   测区中互为最远点控制测量边数估算值。

4.0.4  联系测量的精度等级不宜低于首级控制网精度等级。

4.0.5  各等级平面控制测量适用范围宜符合表4.0.5的规定。

表4.0.5 各等级平面控制测量适用范围

工程建设阶段 测 量 项 目 适用等级

核电厂 CP3、CP4

火力发电厂、光热电站、海洋能电站、换流站、 

750kV及以上变电站
CP4、CP5

风电场、光伏电站、生物质电站 CP4、CP5

输电线路 CP4、CP5

500kV及以下变电站 CP5、CP6

勘测设计阶段

图根控制 CP7

核电厂 CP3、CP4

火力发电厂、光热电站、海洋能电站、换流站、 

750kV及以上变电站
CP5

500kV及以下变电站、风电场、光伏电站、生物 

质电站
CP5、CP6

一、二、三级基坑水平位移监测 CP3、CP4、CP5

主要建(构)筑物水平位移监测 CP3、CP4

施工阶段

附属建(构)筑物水平位移监测 CP4、CP5

发变电工程水平位移监测 CP3、CP4
运行阶段

架空输电线路杆塔、风机水平位移监测 CP4、C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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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程控制测量

5.0.1  高程控制测量的精度等级应根据高差全中误差确定，等级 

划分应符合表5.0.1的规定。

表5.0.1 高程控制测量精度等级划分

等   级 高差全中误差m₀ (mm)

CH2 mo≤2

CH3 m≤5

CH4 mo≤10

CH5 mo≤15

CH6 mo≤20

5.0.2首级高程控制测量等级应根据估算的高差全中误差及本 

标准表5.0.1的规定进行选择，高差全中误差应按下式进行估算：

(5.0.2)

式 中 ：mo——高差全中误差(mm);

m₁——测区中互为最远点的高差测量允许误差(mm); 
S—— 测区中互为最远点的距离值，以km 计。

5.0.3  高程控制网的联测精度不宜低于测区首级高程控制等级。

5.0.4  各等级高程控制测量适用范围宜符合表5.0.4的规定。

表5.0.4 各等级高程控制测量适用范围

工程建设阶段 测 量 项 目 适用等级

核电厂 CH3

勘测设计阶段
火力发电厂、换流站、750kV及以上变电站、地 

热电站、地下电缆工程、海底电缆工程、光热电 

站、生物质电站、海上风电场、海洋能电站

C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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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0.4

工程建设阶段 测 量 项 目 适用等级

500kV及以下变电站、陆上风电场、光伏电站 

长度大于50km的架空输电线路、架空输电线路  

大跨越工程

CH5
勘测设计阶段

长度不大于50km的架空输电线路 CH6

施工期垂直位移监测、核电厂施工测量 CH2

火力发电厂、换流站施工测量 CH3

变电站、地热电站、地下电缆、光热电站、生物 

质电站
CH4

施工阶段

陆上风电场、光伏电站 CH5

发变电、地下电缆工程的垂直位移监测 CH2
运行阶段

架空输电线路杆塔、风机垂直位移监测 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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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测  量 点

6.0.1 测量点平面精度等级应根据点位中误差确定，精度等级划 

分应符合表6.0.1的规定。
表6.0.1 测量点平面精度等级划分

等   级 点位中误差mp(mm)

SP1 mp≤1

SP2 mp≤5

SP3 mp≤10

SP4 mp≤50

SP5 mp≤100

SP6 mp≤500

SP7 mp>500

6.0.2 测量点高程精度等级应根据高程中误差确定，精度等级划 

分应符合表6.0.2的规定。

表6.0.2 测量点高程精度等级划分

等   级 高程中误差mh(mm)

SH1 mH≤2

SH2 mH≤5

SH3 H≤20

SH4 mh≤50

SH5 mH≤100

SH6 mH≤300

SH7 mH>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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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  各等级测量点适用范围应符合表6.0.3的规定。

表6.0.3 各等级测量点适用范围

项    目 测  量  点 平面精度等级 高程精度等级

一般地区 SP4～SP7 SH4～SH7

城镇建筑区、工矿区 SP4～SP6 SH4～SH7

水域 SP5～SP7 SH5～SH7

地下管线 SP4～SP5 SH4～SH5

水井、机井、检修井孔 SP4～SP5 SH5～SH7

居民地 SP4～SP6 SH4～SH7

独立树、坟、路标、标志桩 SP4～SP6 SH5～SH7

铁路、公路、桥梁 SP4～SP6 SH4～SH7

路灯、电杆、变压器、风力发电塔 SP4～SP5 SH5～SH7

地形特征点

地貌碎部点 SP5～SP7 SH5～SH7

主要建(构)筑物

主要管道
SP4 SH3

一般建(构)筑物
总平面图细部点

一般管道
SP4～SP5 SH4～SH5

中线

边线

风偏断面

横断面

塔基断面

SP4～SP6 SH5～SH6
断面测量

水文断面 SP5～SP6 SH4～SH6

一等

二等

三等

SH1
沉降观测

四等

—

SH2

基坑 SP1～SP2 SH1

边坡 SH2

滑坡 SH2

变形监测

挠度

SP2

S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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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0.3

项    目 测  量  点 平面精度等级 高程精度等级

像控点

公共点
航测、遥感及激光 

扫描测量
检查点

转角桩

直线桩

塔位桩

SP4～SP5 SH5～SH6

交叉跨越 SP5 SH5～SH6

危险点 SP5～SP6 SH5～SH6

地下电缆 SP5～SP7 SH5～SH7

输电线路测量

海底电缆 SP5～SP7 SH5～SH7

格网点 SP4 SH5～SH6地理信息系统 

特征点测量 特征点 SP4 SH5～SH6

基础桩、桩基 SP3 SH3

沉井 SP2 SH3

预埋地脚螺栓、预埋件和牛腿 SP2 SH3

厂站房内部管线 SP3

沟槽内管线、架空管线 SP3

厂站内地上和地下管道 SP4

厂站外架空管道 SP5

厂站外地下管道 SP6

SH2～SH4

道路 SP4 SH4

放样测量

塔位分坑 SP4 SH5

洪痕点 SP6 SH3
其他测量

勘探点 SP6～SP7 SH5～S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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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放 样 点

7.0.1     放样点平面精度等级应根据点位中误差确定，精度等级的 

划分应符合表7.0.1的规定。

表7.0.1 放样点平面精度等级划分

等    级 点位中误差mp(mm)

LP1 mp≤1

LP2 mp≤5

LP3 mp≤10

LP4 mp≤50

LP5 mp≤100

LP6 mp≤500

LP7 mp>500

7.0.2 放样点高程精度等级应根据高程中误差确定，精度等级划 

分应符合表7.0.2的规定。

表7.0.2 放样点高程精度等级划分

等   级 高程中误差mg(mm)

LH1 mH≤1

LH2 mH≤5

LH3 mH≤20

LH4 mH≤50

LH5 my≤100

LH6 mH≤300

LH7 mH>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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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      勘探点放样精度等级选择宜符合表7.0.3的规定。

表7.0.3 勘探点放样精度等级选择

勘探点放样 平面精度等级 高程精度等级

可行性研究阶段 LP7 LH7

非核电工程 LP7 LH7

原始地形 LP7 LH7初步设计阶段
核电工程

平整场地 LP5 LH3

非核电工程 LP6 LH5

原始地形 LP6 LH6施工图设计阶段
核电工程

平整场地 LP3 LH4

载荷试验桩位 LP4 LH5

7.0.4  利用勘测设计阶段控制点放样施工平面控制点的精度等 

级不应低于 LP4。

7.0.5  建筑物施工放样、轴线投测、标高传递放样精度等级选择 

宜符合表7.0.5的规定。

表7.0.5 建筑物施工放样、轴线投测、标高传递放样精度等级选择

项    目 放 样 点 位 平面精度等级 高程精度等级

单排桩或群桩中的边桩位放样 LP3
基础桩

群桩位放样 LP3

L≤30 LP2

30<L≤60 LP3

外廓主轴线

长度L

(m)
60<L LP4

细部轴线 LP2 ----

承重梁、梁柱边线 LP2

非承重梁边线 LP2

各施工层上放线

门窗洞口线 LP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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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7.0.5

项    目 放 样 点 位 平面精度等级 高程精度等级

每层 LP2

H≤30 LP2

30<H≤60 LP3
轴线竖向投测

总高H(m)

60<H LP4 -

每层 m LH2

H≤30 tm LH2

30<H≤120 LH3
标高竖向传递

总高H(m)

120<H LH4

桩基 轴线定位放样 LP3

沉井 中线投点、高程放样 LP2 LH2

基础开挖平面位置、高程跟踪放样 LP4 LH3
基坑

基础垫层模板轴线和高程放样 LP3 LH3

点位放样 LP3基础垫层轴线、承 

台轴线和柱头线 轴线间距放样 LP2

预埋地脚螺栓 轴线间距、高程放样 LP2 LH3

预埋件和牛腿 轴线间距、高程放样 LP3 LH3

7.0.6  管线施工放样的平面精度和高程精度等级选择宜符合表 

7.0.6-1、表7.0.6-2的规定。

表7.0.6-1 管线施工放样平面精度等级选择

项    目 放 样 点 位 平面精度等级

管线 厂站房内部定位 LP3

管线、架空管线 厂站内敷设在沟槽内定位 LP3

地上和地下管道 厂站内定位 LP4

架空管道 厂站外定位 LP5

地下管道 厂站外定位 L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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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0.6-2 管线施工放样高程精度等级选择

项    目 放 样 点 位 高程精度等级

自流管道定位 LH2

气体压力管道定位 LH2管道

液体压力管道定位 LH3

电缆 地沟定位 LH3

7.0.7  道路定测平面精度和高程精度等级选择宜符合表7 .0 . 7 

的规定。

表7.0.7 道路定测平面精度和高程精度等级选择

项    目 放 样 点 位 平面精度等级 高程精度等级

线路控制
线路起终点、千米桩、曲线要素 

桩、交点桩、转点桩、断链桩放样
LP4 LH4

中线 线路中桩、加桩放样 LP4 LH5

路基 路基边桩放样 LP4 LH2

7.0.8  道路施工放样高程精度等级选择宜符合表7.0.8的规定。

表7.0.8 道路施工放样高程精度等级选择

项    目 放 样 点 位 高程精度等级

中线高程 LH3

土路床 LH3
横坡

石路床 LH3
路基

沟底高程 LH4

中线高程 LH3砂石和碎石基层、沥青贯入式

基层、石灰土类基层、石灰粉

煤灰混合料基层 横坡 LH3

中线高程 LH3

基层

块石类基层
横坡 LH4



·16

续表7.0.8

项    目 放 样 点 位 高程精度等级

纵坡高程 LH3
水泥混凝土路面

横坡 LH3

中线高程 LH4
沥青路面

横坡 LH3

高程 LH3

面层

预制块路面
横坡(坡长) LH3

7.0.9  输电线路工程施工放样精度等级选择宜符合表7.0.9的

规定。

表7.0.9 输电线路工程施工放样精度等级选择

项    目 放 样 点 位 平面精度等级 高程精度等级

杆塔 杆塔中心 LP4 LH5

施工基面开方 桩位高程和每条腿的高程 LH6

塔位边坡净距 LP5 LH5
电气开方

风偏及对地净距 LP5 LH5

坑中心 LP4

坑深 LH5普通基础坑

坑底板尺寸 LP4

坑中心 LP4

坑深 LH5

坑底板尺寸 LP4

岩石基础、 

掏挖基础坑

立柱尺寸 LH5

坑底板尺寸 LP4

基础埋深 — LP5

顺线路 LP4整基基础 

中心位移 横线路 LP4

同组地脚螺栓中心 

对立柱中心
LP3 -

基础施工  

分坑、开挖

现浇混凝土 

铁塔基础

铁塔基础顶面间高差 L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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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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0241111360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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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book118.com/69702411113600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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