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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量依据 

1.1 观山御景台施工设计图纸； 

1.2 淮北市勘测院提供的控制测量成果（11-1 号地块） ； 

2．执行的技术标准 

2.1《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07）； 

2.2《淮北市基础测绘技术规程》； 

2.3 平面采用重庆独立坐标系；高程采用 1956 年黄海高程系。 

3．建筑物控制测量规划部署 

3.1 工程概况 

3.1.1 观山御景台位于淮北市渝北区迎宾大道 210 国道，总建筑面积

60935.91平方米。建筑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工期为 425 天

（不包括 4 号楼及其车库）。1、2、3 号楼分别为 26、25、28 层高层

住宅，另含一栋 2 层幼儿园及地下 2 层车库。 

3.1.2 该工程建设单位为重庆中渝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中

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设计单位为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地

勘单位为重庆川东南地质工程勘察设计院，总承包施工单位为中兴建

设有限公司。 

3.2 控制测量规划 

3.2.1 根据场地情况、设计与施工的要求，按照便于控制全面又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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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保留的原则，拟采用布置三级控制测量网，首级为淮北市勘察测绘

院提供的测量控制网，二级为布置在基坑周边的测量控制网，三级为

施工场地内依据建筑物形状和轮廓建立的轴线内控网。 

3.2.2 高程控制统一以首级测量控制点 OB1446 为基点，通过高程传

递法的方法向上传递 

3.3 测量管理 

3.3.1 测量工作内容 

1）维护业主提供的首级控制网； 

2）测设场地内的次级控制网； 

3）负责建筑物内首层及转换层的三级控制网主轴线的测设工作； 

4）负责场地内基准标高的测设工作； 

5）楼板平整度测量。各层板浇混凝土前必须在柱筋上测两点（对角）

500 ㎜线，墙筋每约 5 米及阴角、阳角必须测一点 500 ㎜线，同时对

模板面根据标高实测模板平整度，±误差不得大于 5 ㎜否则整改。当

楼板进行砼浇注时应对砼面标高派人全程监控。浇注完毕初凝后，即

对板面测量标高每约 10 平方测一点，其±误差不能大于 8MM。 

6）负责测量资料的整理归档工作。 

3.3.2 控制点及控制网定义 

1) 一级控制点：规划部门放设的原始用地红线点、建筑红线点及

参照控制点等，具有书面权威报告。用于校核一级控制网及基

准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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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级控制网：按照测量方案参考一级控制点所建立的可靠参照

网点及备用网点及形成的控制网，用于二级控制线投测及校核。 

3) 二级控制网：按照测量方案依据一级控制网所建立的基本建筑

控制点网及楼层主控制网。 

4) 三级（轴线）控制网：按照施工图依据二级控制网所建立的轴

线及主要放线控制点等控制网。 

5) 墙柱控制线：按照施工图依据三级（轴线）控制网弹出墙、柱、

梁等构件的控制线。 

6) 放样线：按照墙柱梁（异形构件）控制线弹出实际模板线。 

7) 1 米标高控制线：参考可靠标高引测点在混凝土拆模后及砌筑

墙体完成抹灰后在墙柱上弹出楼面标高+1 米高程线。 

4. 控制网的建立 

4.1 平面控制网的建立 

4.1.1 首级控制网的建立 

首级控制网由业主委托淮北市勘测院建立，控制点布设在被工程

南侧道路两侧。 

4.1.2 二级控制网的建立 

二级控制网布设在基坑周边，并与首级控制网进行联测，精度为

二级导线并布置成环型网，观测一测回，距离往返观测，联测精度导

线全长相对闭合差小于 1/10000，测距相对中误差小于 1/14000。在

地下室完成后，将主要采用三级控制轴线网进行主体结构的控制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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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4.1.3 三级平面控制轴线网的建立 

三级主轴线根据二级控制网使用南方测绘 NTS310 全站仪进行准

确定位，做好标记。然后与周围导线点联测，进行平差，实测值与理

论值小于 3mm 时，即可进行三级主控制线的弹线工作。三级主控制轴

线点与二级控制导线点联测时应对周围导线点进行检测复核，二级控

制点的复核工作利用首级控制网进行，确定导线点精确无误后，方可

联测。三级主控制线联测时使用全站仪，观测一测回，距离往返观测，

联测精度导线全长相对闭合差小于 1/15000，如果平差后坐标改正较

大，可按平差后坐标与理论坐标的差值进行现场改正，并重复以上步

骤，直到满足上述要求时为止。 

本工程采用“内控”法，在首层楼板埋设永久控制点，为以后内

部施工和主控线提供坐标依据。内控主轴线可以根据外控线采用极坐

标进行准确定位，做好标记。然后与周围导线点联测，进行平差，实

测值与理论值小于 5mm 时，对点位做为永久标志。主控轴线精度为二

级导线。 

为保证精度必须主意几点： 

 轴线的延长控制点要准确，标志要明显，并要保护好； 

 尽量选用望远镜放大倍率大于 25 倍，2″级以上经纬仪施测为

宜。 

 仪器要进行严格的检校和校正。 

 测量时尽量选在早晨、傍晚、阴天、无风的气候条件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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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减少旁折光的影响。 

4.1.4 主轴线点的传递： 

利用主轴线点，按照建筑物柱列线与主轴线的关系逐一定出建筑

物的墙柱位置。建筑物下层的施工完毕，造成通视阻断，利用已有主

控点，采用苏州一光 DZJ2 激光垂直仪直接把主控点往上层投点，在

上层楼板相应位置留有 200×200mm观测洞口（以后封闭），具体位置

参考建筑物主控轴线及内控点平面布置图，在上一层建立主控点，利

用主控点，在楼层表面上作出精确测定的轴线。这样就完全保证在规

定的精度范围内进行精确定线工作。在楼面上放线，应根据实际情况

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进行，同时经过校对和复核，以确保无误。 

 

 

 

 

 

 

 

 

 

 

4.1.5 轴线加密： 

主轴线测定后，还不能满足定线需要，并经复核无误后，必须对

接收靶 

激光铅垂仪 
通光管 

150*150埋件 

0.000 

  激光投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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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线进行加密，在加密中，先建立边长较长的方格网，然后再加密中

间的方格网点，加密后构成的矩形，须进行调整，调整改正数按下试

计算： 

Δ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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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22

2

11 δδ 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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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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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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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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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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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出改正数后，在标板上图解出方向线，作出四边形，其对角线另一

端点，即为改正后的正确点位。方格网的精度要求必须满足：方格网

的精度 mu≤+0.45m0（m0=0.1m）,边长 1：50000、直线角误差+5″、

主轴线交角或直角误差+3″，方格网平差方法与导线网平差法一致，

I 级方格网采用严密平差法。 

4.2 高程控制 

4.2.1 为了满足施工需要，建筑物高程控制应在首层建立水准网点，

水准点必须满足整个面积之用，采用二等水准测量，才能确保高精度

的绝对标高。在整个建筑面积内根据需要，水准网的主要技术要求按

工程测量规范，前后视距尽量相等，II 等水准前后视距差不得超过

1m，累积差不得超过 2m，如只采用塔尺测量，应三丝法施测，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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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不需要水准气泡两端的读数。整个水准网必须附合在稳定的外部

控制水准点上，确保整个建筑物的标高控制精确、不超限。 

4.2.2 高程控制点引测在稳定可靠之处，利用可靠点 A3，采用往返观

测，引测到施工场区，闭合差小于 1 n 或 4 R（其中 n 为往（或返）

测的测站数，R 为附合或闭合水准路线长的公里数），采用不定期复

核、检查。  

4.2.3 水准测量必须作好外业记录，及时作好整理与复核，编制水准

测量成果书。 

4.2.4高程传递采用吊钢尺法或者利用楼梯板采用水准测量法向上层

传递。吊钢尺法是在电梯井或者楼梯间吊上钢尺，用水准仪读数，把

下层标高直接传到上层；水准测量法系采用二等水准测量，利用楼梯

进行往返观测，符合要求后，方可控制上层施工。 

5. 建筑物的竖向测量 

5.1竖向测量采用激光铅垂仪测量，利用已有主控点，往上一层投点，

建立主控点。垂准测量中误差的精度平定，目前是参照国际标准

“IS0/TC172/SC6N8E《垂准仪》野外测试精度平定方法”进行计算的，

计算公式如下： 

mx或 my=+ ( )1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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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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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j
 

m=+ 22
yx mm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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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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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改正数；N----测站数；n----测回数；m----垂准点

位中误差；r----垂准测量相对精度；ρ″----206265″。纵横

中心线投点误差≤+5mm。 

5. 2 竖向测量时，应在塔吊还未向塔楼吊运材料前进行，必要时，

可要求其暂停吊运。 

5.3 向上投测时，激光铅垂仪要严格对中整平，令仪器分别在 0 ° 、90

° 、180 ° 、270 ° 时，分别向上层投测点，取这四点的中心值作上标志，

复核无误后，作为最后采用的控制点。 

6. 测量资料 

总包方测设的控制网、建筑物控制主轴线及基准标高与各分包进

行现场及书面的移交工作，保证各专业队伍有统一正确的轴线、标高

进行施工，同时形成书面资料汇总并归档。 

本工程采用淮北市规定的测量记录及各种记录表格，由测量工程

师进行资料的汇总及存档工作，保证资料的完整、真实，确保竣工后

交工资料准确无误。 

7．测量质量保证措施  

7.1 测量控制的目的  

为了在施工过程中有效、准确地控制建筑物的轴线、标高、垂直

度情况，确保建筑物的垂直度、标高、几何尺寸符合规范规定和设计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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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测量控制的要求  

① 测量过程中提供的各项数据必须真实准确，不得虚编伪造原始数

据。 

② 测量的全过程必须如实记录各项数据。  

③ 测量误差必须控制在以下范围内：  

控制轴线：1/7000（＞20m）、±3 ㎜（≤20m）  

结构控制线相对于轴线：≤±3 ㎜  

标高：＜±5 ㎜  

垂直度：层高≤±3 ㎜，全高 1/1000 且≤±20 ㎜  

7.3 标高施测中的注意事项  

① 水准仪施测标高时，应根据现场条件选择合适的测站点，尽量做

到通视良好，前后视距等长，以避免水准仪 i 角误差对测量结果的影

响，从而减少误差。 

② 在进行基准点标高测量或重要部位标高测量时，要采用往返测量，

确保标高的准确性。 

③ 所用的钢尺须经过检查，量高差时，尺身应铅直并用标准拉力。  

④ 后视点和校核点的误差值应控制在 2 ㎜以内，并进行平差取中数，

各抄平点的最大误差不大于 3 ㎜。  

⑤ 当高差超过一整条钢尺，应分段进行，并精确测定第二条起始标

高引测线，作为向上引测的依据，防止误差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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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轴线测设中的注意事项  

① 各主控制轴线点和各轴线内的两对应点应可通视，减少后视通视

不佳引起测角过大而造成的引测误差。  

② 各主控制线校核线应闭合，或误差在允许范围内，否则应重新复

核，查明原因。  

③ 所用测量仪器要定期校验校正，架设仪器时一定要严格对中、水

平，仪器投测者和定点者使用对讲机联系。  

8 测量工作可视化 

土建测量工作应符合如下可视化管理要求，应逐项进行复核检

查。 

（1）首级控制网、标高控制点，在各个施工区内的控制网点的

维护（如下图所示）。 

 

 

 

 

 

 

（2）竖向高程控制:需对地下室、主楼，明确竖向内控、外控措 

施,并进行点位可视化。楼层内设置的竖向传递点必须采用激光铅垂

仪进行传递，并采用 10KG 线锤校核投射控制线。 

控制点埋设及保护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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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轴线标示、标高标示示意（标识与柱四个面）： 

 

 

     （4）沉降观测点埋板示意（右图为沉降观测点保护参考节点

图）: 

 

 

 

 

 



关山御景台                                                                  施工测量方案 

13 

 

（5）基础施工轴线引测采用龙门桩 

轴线在基坑上面每个方向需有两个以上引测点，并按照上述

第（1）条做保护，以便于随时复核。 

 

 

 

 

 

（6）主体结构施工在楼层内建立轴线控制网(内控法)，控

制点不少于批准的测量专项方案中规定的个数，结构转折无法通

视处增设，并在底板相应位置预埋埋件，用油漆做轴线相交标志。 

 

 

 

 

 

（7）结构标高传递在塔吊、建筑物外墙上同时设置互相校

对，每月利用场地内的高程控制基准点对建筑物、塔吊上的标高

进行复核，并形成书面复核记录报业主备案，严禁利用钢管脚手

架传递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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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建筑物大角位置设置垂直度控制线，控制线距墙边 100mm 

 

 

 

 

 

      （9）水准基点或控制桩保护 

 

 

 

 

 

 

 （10）临时测量控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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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结构施工阶段控制线，包括如下内容: 

a）墙、柱定位线； 

b）梁定位线； 

c）楼层标高线； 

d）主次轴线、基准线； 

e）支模边线； 

f）门窗洞口十字线和标高控制线； 

g）打砼标高控制线； 

h）预埋件、预埋管定位线； 

i）起拱验收控制线； 

j）结构墙体和顶板浇筑拆模后实体检查线； 

备注：其中模板工程除了在地面上弹出控制线外，还需在模

板上口弹出控制边线以便随时复核检查。 

①所有主控线、轴线交叉位置必须采用红油漆做好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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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结构放线采用双线控制，控制线与定位线间距按照200mm

引测；轴线、墙柱控制线、周边方正线在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同时

引测 

 

③模板上弹出墙、梁控制线，采用扫平仪或经纬仪投测，

严禁直接从梁模进行引测放线 

 

 

 

 

④柱脚定位线、梁板定位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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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结构墙体内预留洞口采用建筑控制线、建筑 1 米线做精确

定位 

 

 

⑥模板安装完成后，按照预埋图纸在模板上（含墙柱）为机

电预埋提供精确定位线 

 

 

 

 

 

 

 

（12）装修阶段控制线,包括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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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楼层 1 米水平标高线； 

b）精装修面层完成控制线； 

c）砌体及抹灰方正度检查线； 

d）窗洞口十字线和标高控制线； 

e）抹灰前开关盒标高线； 

f）线管定位控制线； 

g）门垛、门窗洞口、风井等尺寸控制线； 

每面砌体正手墙要求设置砌筑控制线（对剪力墙则为抹灰控

制线）、线管定位控制线、水平标高控制线，反映砌筑、抹灰、装

修尺寸前期控制的偏差，以便控制砌筑、抹灰和装修的尺寸精度，

为砌筑、装修房集中加工等提供控制条件。 

其中，抹灰应采用双线控制，控制线距离墙体边线为 300mm，

便于房间套方，控制墙面平整度、垂直度。墙面抹灰结束后派专

人对完成面进行及时检查、修整、验收，并将控制线引测至抹灰

层表面，便于检查，并将检查数据上墙。 

门垛、门窗洞口、烟道等均应设置尺寸控制线，依据尺寸控

制线进行收边收口。示例如下： 

在地面上弹出砌体线和门洞位置，并引出 30cm 双向控制线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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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砌筑测量放线做法： 

砌筑定位放线必须采用双控线（定位线、控制线都要弹出），结构

墙体上弹出砌筑定位线 → 砌筑端头无剪力墙，采用竖皮数杆 → 

施工完成的砼墙面提前弹出建筑 1m线 → 门洞口采用对角线表示，

同时弹出门洞中线 → 每间房间控制线相交处采用红油漆标识。 

 

砌筑前，利用激光扫平仪将地面门洞定位线弹到梁侧，将建筑

1m 线传递到梁侧控制门洞标高。 

 

砌体及抹灰方正度检查线： 

管道井、烟道也须设置双控线。成品烟道和水电预留孔，在

结构施工阶段，土建须放定位控制线并移交机电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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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建筑控制线翻到砌体墙上，土建将建筑 1m 线移交给机电

专业以便于机电预埋进行精确定位。 

 

 

 

 

 

②抹灰测量放线做法 

抹灰利用结构控制线、砌筑控制线进行灰饼定点，并将地面控

制线弹到墙上，复核灰饼所定粉刷面的房间是否方正。 

 

 

 

 

 

 

 

门洞侧面、顶面利用砌筑门洞中线，采用扫平仪进行灰饼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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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洞口的尺寸、顶标高、对角线之差不得超过 5mm 误差。 

 

 

 

 

 

 

烟道、水电管井也须采用激光贴饼。保证现场与设计尺寸一致 

 

 

 

 

 

 

门窗洞口二次收口弹控制线 150mm，保证门窗侧面和顶面方正顺直 

 

 

 

 

 

抹灰完成后在墙面弹出建筑 1m 线，便于地坪、门窗、机电、顶棚各

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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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测量仪器/工具的标定、校验、维护 

（1） 测量必须在本工程中投入的测量仪器/工具（见下图），本工

程中要求配备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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