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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施工测量前的准备工作 

   （1）熟悉设计图纸  设计图纸是施工测量的主要依据，在测设前，应熟悉建

筑物的设计图纸，了解施工建筑物与相邻地物的相互关系，以及建筑物的尺寸和

施工的要求等，并仔细核对各设计图纸的有关尺寸。测设时必须具备下列图纸资

料： 

1）总平面图  如图所示，从总平面图上，可以查取或计算设计建筑物与原

有建筑物或测量控制点之间的平面尺寸和高差，作为测设建筑物总体位置的依

据。 

 

2）建筑平面图  从建筑平面图中，可以查取建筑物的总尺寸，以及内部各

定位轴线之间的关系尺寸，这是施工测设的基本资料。 

3）基础平面图  从基础平面图上，可以查取基础边线与定位轴线的平面尺

寸，这是测设基础轴线的必要数据。 

4）基础详图  从基础详图中，可以查取基础立面尺寸和设计标高，这是基

础高程测设的依据。 

5）建筑物的立面图和剖面图  从建筑物的立面图和剖面图中，可以查取基

础、地坪、门窗、楼板、屋架和屋面等设计高程，这是高程测设的主要依据。 

（2）现场踏勘  全面了解现场情况，对施工场地上的平面控制点和水准点

进行检核。 

（3）施工场地整理  平整和清理施工场地，以便进行测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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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制定测设方案  根据设计要求、定位条件、现场地形和施工方案等因

素，制定测设方案，包括测设方法、测设数据计算和绘制测设略图，如图所示。 

 

（5）仪器和工具  对测设所使用的仪器和工具进行检核。 

 

                  二、定位和放线 

1．建筑物的定位 

建筑物的定位，就是将建筑物外廓各轴线交点（简称角桩，即上图中的 M、

N、P和 Q）测设在地面上，作为基础放样和细部放样的依据。 

由于定位条件不同，定位方法也不同，下面介绍根据已有建筑物测设拟建建

筑物的方法。 

（1）如图 2所示，用钢尺沿宿舍楼的东、西墙，延长出一小段距离 l得 a、

b两点，作出标志。 

（2）在 a点安置经纬仪，瞄准 b点，并从 b沿 ab方向量取 14.240m（因为

教学楼的外墙厚 370mm，轴线偏里，离外墙皮 240mm），定出 c点，作出标志，再

继续沿 ab 方向从 c 点起量取 25.800m，定出 d 点，作出标志，cd 线就是测设教

学楼平面位置的建筑基线。 

（3）分别在 c、d 两点安置经纬仪，瞄准 a 点，顺时针方向测设 90˚，沿此

视线方向量取距离 l+0.240m，定出 M、Q两点，作出标志，再继续量取 15.000m，

定出 N、P两点，作出标志。M、N、P、Q四点即为教学楼外廓定位轴线的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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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检查 NP的距离是否等于 25.800m，∠N和∠P是否等于 90˚，其误差应

在允许范围内。 

如施工场地已有建筑方格网或建筑基线时，可直接采用直角坐标法进行定

位。  

2．建筑物的放线 

建筑物的放线，是指根据已定位的外墙轴线交点桩（角桩），详细测设出建

筑物各轴线的交点桩（或称中心桩），然后，根据交点桩用白灰撒出基槽开挖边

界线。放线方法如下： 

（1）在外墙轴线周边上测设中心桩位置  如图 2所示， 在 M点安置经纬仪，

瞄准 Q点，用钢尺沿 MQ方向量出相邻两轴线间的距离，定出 1、2、3、…各点，

同理可定出 5、6、7 各点。量距精度应达到设计精度要求。量出各轴线之间距离

时，钢尺零点要始终对在同一点上。 

（2）恢复轴线位置的方法  由于在开挖基槽时，角桩和中心桩要被挖掉，

为了便于在施工中，恢复各轴线位置，应把各轴线延长到基槽外安全地点，并做

好标志。其方法有设置轴线控制桩和龙门板两种形式。 

1）设置轴线控制桩  轴线控制桩设置在基槽外，基础轴线的延长线上，作

为开槽后，各施工阶段恢复轴线的依据，如图 2所示。轴线控制桩一般设置在基

槽外 2～4m处，打下木桩，桩顶钉上小钉，准确标出轴线位置，并用混凝土包裹

木桩，如图 3所示。如附近有建筑物，亦可把轴线投测到建筑物上，用红漆作出

标志，以代替轴线控制桩。 

 

小钉 
 

混凝土 
 

木桩 
 

图 3 轴线控制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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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龙门板  在小型民用建筑施工中，常将各轴线引测到基槽外的水平

木板上。水平木板称为龙门板，固定龙门板的木桩称为龙门桩，如图 4所示。设

置龙门板的步骤如下： 

 

在建筑物四角与隔墙两端，基槽开挖边界线以外 1.5～2m处，设置龙门桩。

龙门桩要钉得竖直、牢固，龙门桩的外侧面应与基槽平行。 

根据施工场地的水准点，用水准仪在每个龙门桩外侧，测设出该建筑物室内

地坪设计高程线（即±0标高线），并作出标志。 

沿龙门桩上±0 标高线钉设龙门板，这样龙门板顶面的高程就同在±0 的水

平面上。然后，用水准仪校核龙门板的高程，如有差错应及时纠正，其允许误差

为±5mm。 

在 N点安置经纬仪，瞄准 P点，沿视线方向在龙门板上定出一点，用小钉作

标志，纵转望远镜在 N点的龙门板上也钉一个小钉。用同样的方法，将各轴线引

测到龙门板上，所钉之小钉称为轴线钉。轴线钉定位误差应小于±5mm。 

最后，用钢尺沿龙门板的顶面，检查轴线钉的间距，其误差不超过 1：2 000。

检查合格后，以轴线钉为准，将墙边线、基础边线、基础开挖边线等标定在龙门

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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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基础工程施工测量 

1．基槽抄平 

建筑施工中的高程测设，又称抄平。 

（1）设置水平桩  为了控制基槽的开挖深度，当快挖到槽底设计标高时，

应用水准仪根据地面上±0.000m 点，在槽壁上测设一些水平小木桩（称为水平

桩），如图 5所示，使木桩的上表面离槽底的设计标高为一固定值（如 0.500m）。 

 

为了施工时使用方便，一般在槽壁各拐角处、深度变化处和基槽壁上每隔

3～4m测设一水平桩。 

水平桩可作为挖槽深度、修平槽底和打基础垫层的依据。 

（2）水平桩的测设方法  如图 5 所示，槽底设计标高为－1.700m，欲测设

比槽底设计标高高 0.500m的水平桩，测设方法如下： 

1）在地面适当地方安置水准仪，在±0 标高线位置上立水准尺，读取后视

读数为 1.318m。 

2）计算测设水平桩的应读前视读数 b 应： 

±0.000 
 

－1.700 
 

图 5  设置水平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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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槽内一侧立水准尺，并上下移动，直至水准仪视线读数为 2.518m时，

沿水准尺尺底在槽壁打入一小木桩。 

2．垫层中线的投测 

基础垫层打好后，根据轴线控制桩或龙门板上的轴线钉，用经纬仪或用拉绳

挂锤球的方法，把轴线投测到垫层上，如图 6所示，并用墨线弹出墙中心线和基

础边线，作为砌筑基础的依据。 

 

 

由于整个墙身砌筑均以此线为准，这是确定建筑物位置的关键环节，所以要

严格校核后方可进行砌筑施工。 

3．基础墙标高的控制 

房屋基础墙是指±0.000m以下的砖墙，它的高度是用基础皮数杆来控制的。 

图 6  垫层中线的投测 
1—龙门板  2—细线 

3—垫层  4—基础边线  5—墙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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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皮数杆是一根木制的杆子，如图 7 所示，在杆上事先按照设计尺

寸，将砖、灰缝厚度画出线条，并标明±0.000m和防潮层的标高位置。 

（2）立皮数杆时，先在立杆处打一木桩，用水准仪在木桩侧面定出一条高

于垫层某一数值（如 100mm）的水平线，然后将皮数杆上标高相同的一条线与木

桩上的水平线对齐，并用大铁钉把皮数杆与木桩钉在一起，作为基础墙的标高依

据。 

4．基础面标高的检查 

基础施工结束后，应检查基础面的标高是否符合设计要求（也可检查防潮

层）。可用水准仪测出基础面上若干点的高程和设计高程比较，允许误差为±

10mm。 

 

 

 

 

 

 

 

四、墙体施工测量 

1．墙体定位 

（1）利用轴线控制桩或龙门板上的轴线和墙边线标志，用经纬仪或拉细绳

图 7  基础墙标高的控制 

1—防潮层  2—皮数杆  3—垫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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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锤球的方法将轴线投测到基础面上或防潮层上。 

（2）用墨线弹出墙中线和墙边线。 

（3）检查外墙轴线交角是否等于 90˚。 

（4）把墙轴线延伸并画在外墙基础上，如图 8 所示，作为向上投测轴线的

依据。 

 

 

（5）把门、窗和其它洞口的边线，也在外墙基础上标定出来。 

2．墙体各部位标高控制 

在墙体施工中，墙身各部位标高通常也是用皮数杆控制。 

    （1）在墙身皮数杆上，根据设计尺寸，按砖、灰缝的厚度画出线条，并标

明 0.000m、门、窗、楼板等的标高位置，如图 9所示。 

 

 

 

 

图 8  墙体定位 

1—墙中心线  2—外墙基础  3—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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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墙身皮数杆的设立与基础皮数杆相同，使皮数杆上的 0.000m标高与房

屋的室内地坪标高相吻合。在墙的转角处，每隔 10～15m设置一根皮数杆。 

（3）在墙身砌起 1m以后，就在室内墙身上定出+0.500m的标高线，作为该

层地面施工和室内装修用。 

（4）第二层以上墙体施工中，为了使皮数杆在同一水平面上，要用水准仪

测出楼板四角的标高，取平均值作为地坪标高，并以此作为立皮数杆的标志。 

框架结构的民用建筑，墙体砌筑是在框架施工后进行的，故可在柱面上画线，

代替皮数杆。 

 

五、建筑物的轴线投测 

在多层建筑墙身砌筑过程中，为了保证建筑物轴线位置正确，可用吊锤球或

经纬仪将轴线投测到各层楼板边缘或柱顶上。 

1．吊锤球法 

将较重的锤球悬吊在楼板或柱顶边缘，当锤球尖对准基础墙面上的轴线标志

时，线在楼板或柱顶边缘的位置即为楼层轴线端点位置，并画出标志线。各轴线

的端点投测完后，用钢尺检核各轴线的间距，符合要求后，继续施工，并把轴线

逐层自下向上传递。 

吊锤球法简便易行，不受施工场地限制，一般能保证施工质量。但当有风或

建筑物较高时，投测误差较大，应采用经纬仪投测法。 

2．经纬仪投测法 

在轴线控制桩上安置经纬仪，整平后，瞄准基础墙面上的轴线标志，用盘左、

图 9 墙体皮数杆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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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右分中投点法，将轴线投测到楼层边缘或柱顶上。将所有端点投测到楼板上之

后，用钢尺检核间距，相对误差不得大于 1/2000。检查合格后，才能在楼板分

间弹线，继续施工。 

 

 

 

六、建筑物的高程传递 

在多层建筑施工中，要由下层向上层传递高程，以便楼板、门窗口等的标高

符合设计要求。高程传递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利用皮数杆传递高程 

一般建筑物可用墙体皮数杆传递高程。具体方法参照“墙体各部位标高控

制”。 

2．利用钢尺直接丈量 

对于高程传递精度要求较高的建筑物，通常用钢尺直接丈量来传递高程。对

于二层以上的各层，每砌高一层，就从楼梯间用钢尺从下层的“+0.500m”标高

线，向上量出层高，测出上一层的“+0.500m”标高线。这样用钢尺逐层向上引

测。 

3．吊钢尺法 

用悬挂钢尺代替水准尺，用水准仪读数，从下向上传递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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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层建筑施工测量 

 

高层建筑物施工测量中的主要问题是控制垂直度，就是将建筑物的基础轴线

准确地向高层引测，并保证各层相应轴线位于同一竖直面内，控制竖向偏差，使

轴线向上投测的偏差值不超限。 

轴线向上投测时，要求竖向误差在本层内不超过 5mm，全楼累计误差值不应

超过 2H/10 000（H为建筑物总高度），且不应大于： 

30m＜H≤60m时，10mm；  

 60m＜H≤90m时，15mm； 

  90m＜H 时，20mm。 

高层建筑物轴线的竖向投测，主要有外控法和内控法两种，下面分别介绍这

两种方法。 

 

一、外控法 

外控法是在建筑物外部，利用经纬仪，根据建筑物轴线控制桩来进行轴

线的竖向投测，亦称作“经纬仪引桩投测法”。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1．在建筑物底部投测中心轴线位置 

高层建筑的基础工程完工后，将经纬仪安置在轴线控制桩 A1、A1′、B1和 B1′

上，把建筑物主轴线精确地投测到建筑物的底部，并设立标志，如图 1中的 a1、

a1′、b1和 b1′，以供下一步施工与向上投测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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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上投测中心线 

随着建筑物不断升高，要逐层将轴线向上传递，如图 1所示，将经纬仪安置

在中心轴线控制桩 A1、A1′、B1和 B1′上，严格整平仪器，用望远镜瞄准建筑物

底部已标出的轴线 a1、a1′、b1和 b1′点，用盘左和盘右分别向上投测到每层楼

板上，并取其中点作为该层中心轴线的投影点，如图 1中的 a2、a2′、b2和 b2′。 

3．增设轴线引桩 

当楼房逐渐增高，而轴线控制桩距建筑物又较近时，望远镜的仰角较大，操

作不便，投测精度也会降低。为此，要将原中心轴线控制桩引测到更远的安全地

方，或者附近大楼的屋面。 

A1 

 

B1 

 

A1′ 
 

B1′ 
 

a1′ 
 

b1′ 
 

a2′ 
 

b2′ 
 

a1 

 b1 

 

a2 

 

b2 

 

O1 

 

O2 

 

图 1  经纬仪投测中心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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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作法是： 

将经纬仪安置在已经投测上去的较高层（如第十层）楼面轴线 a10a10′上，

如图 2 所示，瞄准地面上原有的轴线控制桩 A1和 A1′点，用盘左、盘右分中投

点法，将轴线延长到远处 A2和 A2′点，并用标志固定其位置，A2、A2′即为新投

测的 A1A1′轴控制桩。 

更高各层的中心轴线，可将经纬仪安置在新的引桩上，按上述方法继续进行

投测。 

 

二、内控法 

内控法是在建筑物内±0平面设置轴线控制点，并预埋标志，以后在各层楼

板位置上相应预留 200mm×200 mm的传递孔，在轴线控制点上直接采用吊线坠法

或激光铅垂仪法，通过预留孔将其点位垂直投测到任一楼层，如图 4所示。 

1．内控法轴线控制点的设置 

在基础施工完毕后，在±0首层平面上，适当位置设置与轴线平行的辅助轴

线。辅助轴线距轴线 500～800mm 为宜，并在辅助轴线交点或端点处埋设标志。

如图 3所示。 

O30 
 

O10 
 

O1 
 

a30 
 

a30′ 
 

a10 
 

a1 
 

A1 
 

A2 
 

a10′ 
 

a1′ 
 

A1′ 
 

A2′ 
 

图 2  经纬仪引桩投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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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吊线坠法 

吊线坠法是利用钢丝悬挂重锤球的方法，进行轴线竖向投测。这种方法一般

用于高度在 50～100m的高层建筑施工中，锤球的重量约为 10～20kg，钢丝的直

径约为 0.5～0.8mm。投测方法如下： 

辅助轴线 
 

传递孔 
 

轴线 
 1 

 

2 
 

3 
 

4 
 

图 3 内控法轴线控制点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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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所示，在预留孔上面安置十字架，挂上锤球，对准首层预埋标志。当

锤球线静止时，固定十字架，并在预留孔四周作出标记，作为以后恢复轴线及放

样的依据。此时，十字架中心即为轴线控制点在该楼面上的投测点。 

用吊线坠法实测时，要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如用铅直的塑料管套着坠线或将

锤球沉浸于水(或油)中，以减少摆动。 

3．激光铅垂仪法 

（1）激光铅垂仪简介  激光铅垂仪是一种专用的铅直定位仪器。适用于高

层建筑物、烟囱及高塔架的铅直定位测量。 

激光铅垂仪的基本构造如图 5所示，主要由氦氖激光管、精密竖轴、发射望

远镜、水准器、基座、激光电源及接收屏等部分组成。  

激光器通过两组固定螺钉固定在套筒内。激光铅垂仪的竖轴是空心筒轴，两

端有螺扣，上、下两端分别与发射望远镜和氦氖激光器套筒相连接，二者位置可

对调，构成向上或向下发射激光束的铅垂仪。仪器上设置有两个互成 90˚的管水

准器，仪器配有专用激光电源。 

（2）激光铅垂仪投测轴线  下图为激光铅垂仪进行轴线投测的示意图，其

投测方法如下： 

1）在首层轴线控制点上安置激光铅垂仪，利用激光器底端（全反射棱镜端）

所发射的激光束进行对中，通过调节基座整平螺旋，使管水准器气泡严格居中。  

2）在上层施工楼面预留孔处，放置接受靶。 

图 4  吊线坠法投测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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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通激光电源，启辉激光器发射铅直激光束，通过发射望远镜调焦，使

激光束会聚成红色耀目光斑，投射到接受靶上。 

4）移动接受靶，使靶心与红色光斑重合，固定接受靶，并在预留孔四周作

出标记，此时，靶心位置即为轴线控制点在该楼面上的投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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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物的变形观测 

 

为保证建筑物在施工、使用和运行中的安全，以及为建筑物的设计、施工、

管理及科学研究提供可靠的资料，在建筑物施工和运行期间，需要对建筑物的稳

定性进行观测，这种观测称为建筑物的变形观测。 

建筑物变形观测的主要内容有建筑物沉降观测、建筑物倾斜观测、建筑物裂

缝观测和位移观测等。 

一、建筑物的沉降观测 

建筑物沉降观测是用水准测量的方法，周期性地观测建筑物上的沉降观测点

和水准基点之间的高差变化值。 

1．水准基点的布设 

水准基点是沉降观测的基准，因此水准基点的布设应满足以下要求： 

（1）要有足够的稳定性  水准基点必须设置在沉降影响范围以外，冰冻地

区水准基点应埋设在冰冻线以下 0.5m。 

（2）要具备检核条件  为了保证水准基点高程的正确性，水准基点最少应

布设三个，以便相互检核。 

（3）要满足一定的观测精度  水准基点和观测点之间的距离应适中，相距

太远会影响观测精度，一般应在 100m范围内。 

2．沉降观测点的布设 

进行沉降观测的建筑物，应埋设沉降观测点，沉降观测点的布设应满足以下

要求： 

（1）沉降观测点的位置  沉降观测点应布设在能全面反映建筑物沉降情况

的部位，如建筑物四角，沉降缝两侧，荷载有变化的部位，大型设备基础，柱子

基础和地质条件变化处。 

（2）沉降观测点的数量  一般沉降观测点是均匀布置的，它们之间的距离

一般为 10～20m。 

（3）沉降观测点的设置形式  如图 1所示。 

 

 



 19 

 

3．沉降观测 

（1）观测周期  观测的时间和次数，应根据工程的性质、施工进度、地基

地质情况及基础荷载的变化情况而定。 

1）当埋设的沉降观测点稳固后，在建筑物主体开工前，进行第一次观测。 

2）在建（构）筑物主体施工过程中，一般每盖 1～2层观测一次。如中途停

工时间较长，应在停工时和复工时进行观测。 

3）当发生大量沉降或严重裂缝时，应立即或几天一次连续观测。 

4）建筑物封顶或竣工后，一般每月观测一次，如果沉降速度减缓，可改为

2～3个月观测一次，直至沉降稳定为止。 

（2）观测方法  观测时先后视水准基点，接着依次前视各沉降观测点，最

后再次后视该水准基点，两次后视读数之差不应超过±1mm。另外，沉降观测的

水准路线（从一个水准基点到另一个水准基点）应为闭合水准路线。 

（3）精度要求  沉降观测的精度应根据建筑物的性质而定。 

1）多层建筑物的沉降观测，可采用 DS3 水准仪，用普通水准测量的方法进

行，其水准路线的闭合差不应超过 n0.2± mm（n测站数）。 

2）高层建筑物的沉降观测，则应采用 DS1 精密水准仪，用二等水准测量的

方法进行，其水准路线的闭合差不应超过 n0.1± mm（n为测站数）。 

（4）工作要求  沉降观测是一项长期、连续的工作，为了保证观测成果的

正确性，应尽可能做到四定，即固定观测人员，使用固定的水准仪和水准尺，使

用固定的水准基点，按固定的实测路线和测站进行。 

 

 

 

图 1 沉降观测点的设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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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沉降观测记录表 

观

测

次

数 

观测时间 

各观测点的沉降情况 施

工

进 

展

情

况 

荷载 

情况 

/（t/m2） 

1 2 3… 

高程 

/m 

本次 

下沉 

/mm 

累积

下沉 

/mm 

高程 

/m 

本次

下沉 

/mm 

累积

下沉 

/mm 

… 

1 1985.01.10 50.454 0 0 50.473 0 0 … 

一

层

平

口 

 

2 1985.02.23 50.448 －6 －6 50.467 －6 －6  

三

层

平

口 

40 

3 1985.03.16 50.443 －5 －11 50.462 －5 －11  

五

层

平

口 

60 

4 1985.04.14 50.440 －3 －14 50.459 －3 －14  

七

层

平

口 

70 

5 1985.05.14 50.438 －2 －16 50.456 －3 －17  

九

层

平

口 

80 

6 1985.06.04 50.434 －4 －20 50.452 －4 －21  

主

体

完 

110 

7 1985.08.30 50.429 －5 －25 50.447 －5 －26  
竣

工 
 

8 1985.11.06 50.425 －4 －29 50.445 －2 －28  
使

用 
 

9 1986.02.28 50.423 －2 －31 50.444 －1 －29    

10 1986.05.06 50.422 －1 －32 50.443 －1 －30    

11 1986.08.05 50.421 －1 －33 50.443 0 －30    

12 1986.12.25 50.421 0 －33 50.443 0 －30    

注：水准点的高程  BM.1：49.538mm； 

                  BM.2：50.123mm； 

                  BM.3：49.77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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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沉降观测的成果整理 

（1）整理原始记录  每次观测结束后，应检查记录的数据和计算是否正确，

精度是否合格，然后，调整高差闭合差，推算出各沉降观测点的高程，并填入“沉

降观测表”中（表 1）。 

（2）计算沉降量  计算内容和方法如下： 

1）计算各沉降观测点的本次沉降量： 

沉降观测点的本次沉降量=本次观测所得的高程－上次观测所得的高程 

2）计算累积沉降量： 

累积沉降量=本次沉降量+上次累积沉降量 

将计算出的沉降观测点本次沉降量、累积沉降量和观测日期、荷载情况等记

入“沉降观测表”中（表 1）。 

（3）绘制沉降曲线  如图 2 所示，为沉降曲线图，沉降曲线分为两部分，

即时间与沉降量关系曲线和时间与荷载关系曲线。 

 

1）绘制时间与沉降量关系曲线  首先，以沉降量 s 为纵轴，以时间 t 为横

轴，组成直角坐标系。然后，以每次累积沉降量为纵坐标，以每次观测日期为横

坐标，标出沉降观测点的位置。最后，用曲线将标出的各点连接起来，并在曲线

的一端注明沉降观测点号码，这样就绘制出了时间与沉降量关系曲线，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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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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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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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沉降曲线图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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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绘制时间与荷载关系曲线  首先，以荷载为纵轴，以时间为横轴，组成

直角坐标系。再根据每次观测时间和相应的荷载标出各点，将各点连接起来，即

可绘制出时间与荷载关系曲线，如图 2所示。 

 

二、建筑物的倾斜观测 

用测量仪器来测定建筑物的基础和主体结构倾斜变化的工作，称为倾斜观

测。 

1．一般建筑物主体的倾斜观测 

建筑物主体的倾斜观测，应测定建筑物顶部观测点相对于底部观测点的偏移

值，再根据建筑物的高度，计算建筑物主体的倾斜度，即 

                                                    

式中  i——建筑物主体的倾斜度； 

∆D——建筑物顶部观测点相对于底部观测点的偏移值（m）； 

H——建筑物的高度（m）； 

α——倾斜角（°）。 

由公式可知，倾斜测量主要是测定建筑物主体的偏移值ΔD。偏移值ΔD 的

测定一般采用经纬仪投影法。具体观测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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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图 3 所示，将经纬仪安置在固定测站上，该测站到建筑物的距离，

为建筑物高度的 1.5倍以上。瞄准建筑物 X墙面上部的观测点 M，用盘左、盘右

分中投点法，定出下部的观测点 N。用同样的方法，在与 X墙面垂直的 Y墙面上

定出上观测点 P和下观测点 Q。M、N和 P、Q即为所设观测标志。 

（2）相隔一段时间后，在原固定测站上，安置经纬仪，分别瞄准上观测点

M和 P，用盘左、盘右分中投点法，得到 N′和 Q′。如果，N与 N′、Q与 Q′不

重合，如图 3所示，说明建筑物发生了倾斜。 

（3）用尺子，量出在 X、Y墙面的偏移值ΔA、ΔB，然后用矢量相加的方法，

计算出该建筑物的总偏移值ΔD，即： 

                                                 

根据总偏移值ΔD和建筑物的高度 H，即可计算出其倾斜度 i。 

    2．圆形建（构）筑物主体的倾斜观测 

对圆形建（构）筑物的倾斜观测，是在互相垂直的两个方向上，测定其顶部

中心对底部中心的偏移值。具体观测方法如下： 

M 
 

N 
 

P 
 

Q 
 

X 
 

Y 
 

H 
 

∆A 
 ∆B 

 

N′ 
 

Q′ 
 

∆A 
 

∆B 
 

∆ 
 

图 3  一般建筑物的倾斜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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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图 4 所示，在烟囱底部横放一根标尺，在标尺中垂线方向上，安置

经纬仪，经纬仪到烟囱的距离为烟囱高度的 1.5倍。 

（2）用望远镜将烟囱顶部边缘两点 A、A′及底部边缘两点 B、B′分别投到

标尺上，得读数为 y1、y1′及 y2、y2′，如图 4 所示。烟囱顶部中心 O 对底部中

心 O′在 y方向上的偏移值Δy为： 

 

（3）用同样的方法，可测得在 x方向上，顶部中心 O的偏移值Δx为： 

 

（4）用矢量相加的方法，计算出顶部中心 O对底部中心 O′的总偏移值ΔD，

即 

y 
 

y1 

 

y2 

 

y1′ 
 

y2′ 
 

x1′ 
 

x2′ 
 

x1 
 

x2 
 

x 
 

O 
 

O′ 
 ∆x 
 ∆y 

 

A 
 

B 
 

A′ 
 

B′ 
 

图 4  圆形建（构）筑物的倾斜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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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总偏移值ΔD和圆形建（构）筑物的高度 H即可计算出其倾斜度 i。 

另外，亦可采用激光铅垂仪或悬吊锤球的方法，直接测定建（构）筑物的倾

斜量。 

3．建筑物基础倾斜观测 

 

建筑物的基础倾斜观测一般采用精密水准测量的方法，定期测出基础两端点

的沉降量差值Δh，如图 5 所示，在根据两点间的距离 L，即可计算出基础的倾

斜度： 

                                                           

对整体刚度较好的建筑物的倾斜观测，亦可采用基础沉降量差值，推算主体

偏移值。如图 6所示，用精密水准测量测定建筑物基础两端点的沉降量差值Δh，

在根据建筑物的宽度 L和高度 H，推算出该建筑物主体的偏移值ΔD，即 

                        

 

 

 

∆h 
 

L 
 

L 
 ∆h 

 

∆D 
 

H 
 

图 5  基础倾斜观测 
 

图 6 基础倾斜观测 

测定建筑物的偏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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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筑物的裂缝观测 

当建筑物出现裂缝之后，应及时进行裂缝观测。常用的裂缝观测方法有以下

两种： 

1．石膏板标志 

用厚 10mm，宽约 50～80mm 的石膏板（长度视裂缝大小而定），固定在裂缝

的两侧。当裂缝继续发展时，石膏板也随之开裂，从而观察裂缝继续发展的情况。 

2．白铁皮标志 

 

（1）如图 7所示，用两块白铁皮，一片取 150mm×150mm的正方形，固定在

裂缝的一侧。 

（2）另一片为 50mm×200mm 的矩形，固定在裂缝的另一侧，使两块白铁皮

的边缘相互平行，并使其中的一部分重叠。 

（3）在两块白铁皮的表面，涂上红色油漆。 

（4）如果裂缝继续发展，两块白铁皮将逐渐拉开，露出正方形上，原被覆

盖没有油漆的部分，其宽度即为裂缝加大的宽度，可用尺子量出。 

 

白铁板 
 

图 7 建筑物的裂缝观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