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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铁施工测量控制因素及精度分析
陈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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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市地铁施工建设工程正式开始以前，需要对有关施工部分进行提前性的测量，对于城市地铁施工建造工程而

言，施工测量工作拥有极为显著的现实价值以及长远意义。与此同时，对于城市地铁工程整体质量以及施工阶段安全性而言，

施工测量工作的科学性以及有效性将会起着关键性的决定性因素。本文主要针对此，简要探讨并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地铁施

工建设项目施工测量工作中所具有的不足之处以及安全隐患，同时也对城市地铁施工项目测量工作的方法以及措施进行了

相应的优化以及完善，以此来增强测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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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地铁建设工程的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在城市

地铁施工建设阶段，前期进行准备的工程测量工作以及监

管工作之中，仍然拥有着较多的安全隐患以及问题缺陷，

相关隐患以及不足之处会从根本上影响到地铁施工进程以

及成本投入，严重时还会威胁到后期地铁正常运作时的安

全保障，因此进行城市地铁施工测量控制因素及精度分析

非常必要。

1 背景分析

近几年，我国社会经济实现飞速增长，同时也带动着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现有的城市路面情况已经无

法满足现阶段的城市交通压力，因此，诸多城市都在加强

地铁工程的修建力度，同时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地铁交通

建设工程已经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然而，地铁工程的

施工测量工作现阶段依旧不能紧随时代发展的脚步，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铁工程的发展以及进步。作为一项

城市基本交通建设工程，地铁项目与人民的基本生活以及

日常工作紧密相关，从而得到了大众的广泛关注 [1]。在地

铁管理工作之中，监管部门、业主方以及施工方等三个部

门协同监管，是我国现阶段地铁主要管理模式。相关管理

部门要共同协调，并真正意识到在地铁建设工程项目之中

建设施工测量工作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以及后期影响，同时

还要实时管控地铁施工测量工作的整体流程以及重要环节，

监管部门要与施工部门进行有效配合，从而真正增强施工

测量工作中各个细节以及步骤的把控和监督。可见三方监

管部门要加强交流协作，积极落实施工测量工作，如此才

能在地铁施工建设工作中发挥监督作用，并进一步促进地

铁施工测量工作的深入发展，最终确保地铁施工建设工作

安全性以及整体工程质量得到有效保障。由此可见，要想

增强地铁施工工程监管效果，增强施工项目整体质量，有

关地铁施工部门以及其他监管部门就要加强对于城市地铁

施工测量管控因素以及精确度影响分析力度。

2 地铁工程的施工测量过程中存在的误差标准

在我国的地铁施工测量工作之中，一定范围内的误差

是允许存在的，相关误差范围在我国的《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测量范围》之中做出了明确的规划，例如，地铁建设工

作之中竖向贯通施工测量工作的误差要低于 25 毫米，也就

是施工误差要管控在 25 毫米之内，除此以外，横向贯通施

工工作的误差范围在 50 毫米以内。合理的误差范围能够使

得施工测量工作有着一定的操作空间，能够确保施工阶段

有关工作的安全性以及地铁后期运作阶段的质量得到有效

保障。然而，目前精度分配模式也存在一定差异，竖向贯

通以及横向贯通误差范围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数值特殊性。

首先，要对地铁施工测量工作之中，竖向贯通工作误差范

围进行分析。总体上看，竖向贯通的误差范围总共可分为

以下三种：第一点就是面向地下的高程测量传递误差范围

要稳定在 9 毫米以下，这一部分对于误差范围的精度有较

高水平的要求；第二点就是地面以上的高程测量工作误差

管控范围在 15 毫米以下；第三点就是地下高程测量工作的

误差管控范围也要低于 15 毫米。上述三方面就是地铁测量

工作之中，三种常见的竖向贯通误差标准。除此以外，还

要探究横向贯通工作中的合理误差范围。同上，横向贯通

工作误差状况也共分为三种情况：第一就是横向贯通的联

系测量工作误差管控范围要低于 20 毫米；第二，地面上方

的平面测量工作误差管控范围要确保低于 25 毫米；第三就

是横向贯通测量工作中，地下部分的测量工作误差管控范

围要广控在 30 毫米以内。

3 地铁施工测量中产生误差的原因及影响因素的

分析探究

对于地铁建设项目整体工程而言，地铁施工测量工作

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并且相关工作的精确度要求水平较

高，如此一来，才可以确保有关建设工作能够平稳完成，

并且工程完成过后地铁运营阶段质量才可以得到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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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现实实施过程之中，地铁施工测量工作极易产生

工作失误，施工测量阶段如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及关

注，就会造成测量失误的情况产生 [2]。面对这种状况，不但

要对测量误差范围进行有效管控，还要对测量误差情况的

主要诱因进行全方位严格分析，以此来确保能够做出针对

性的预防措施以及管控计划。

全面剖析地铁施工测量工作整体，可将其分为两大部

分：第一部分，就是地铁线路规划及其周边沿线地铁站的

规划。这一模块的测量工作重难点之处就是地铁线路以及

地铁站的复杂关系，以及地面上下两部分的复杂关系。第

二部分，就是地铁站之间的联系状况，这一模块测量工作

的重难点，主要就是整体地铁线路规划工作，以及地铁站

之间的线路联系工作要构成具有较高水平精确性的坐标系，

从而依据相关坐标系，对所有地铁站的具体位置进行标注，

然后进行高效精密的施工工作，以此来确保施工工作测量

误差达到最小值。对于地铁项目工程整体而言，绝大部分

施工阶段都处于地下空间之中，因此就要对相关地下空间

施工工作做好提前性的测量，从而确保施工工作能够顺利

进行，以及施工线路之间的连贯特征得到有效保障。首先

就要将地面管控点安置在施工位置的正上方，施工管控点

的具体作用，就是确保地下空间施工工作的精确性以及合

理性得到保障，如果地面管控点的构建科学性不足，就会

在极大程度上导致地铁工程施工阶段误差情况的产生，从

而在根本上破坏正常的工程进程。

地铁工程项目之中，地下施工工作占有极大一部分，

因此，在众多误差产生情况之中，地下暗挖工作也是主要

诱因之一 [3]。在地下暗挖工作之中，有关工作人员一般情况

下都会依据已有的地铁站以及竖井等装置，来确保地下暗

挖工作能够真正连接到地面设施之中，从而确保能够形成

一个整体。地铁施工项目工程规模较大，需要各个工程阶

段之间实现有效的配合，如此一来，不但要确保地铁站部

分能够实现精密施工，同时还要保证各个地铁站与地铁线

路之间能够实现合理对接，并确保地铁走向符合前期工程

规划。由此可见，地下暗挖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对隧道进

行正确的引导连接，以此来确保地下地铁工程的合理性以

及连贯性得到有效保障 [4]。

4 地铁施工测量的误差控制措施及精度分析

在地铁工程施工测量工作之中，为了增强测量工作的

精准程度，使误差得到有效管控，就要加强创新工作并积

极运用现代高新技术。首先就要确保地面控制点的精确度

得到有效保障。在精确度管控工作之中，要合理运用 GPS

技术，实现数据资料的实时性接收以及发射工作，然而，

在现实测量工作之中，会存在诸多建筑物或是遮挡物影响

信号的传播，从而干扰测量工作的精确性。要想上述情况

得到有效避免，就要在测量工作之前，确保测量点位 45 度

高度范围内不存在能够影响信号的遮挡物，总体上看就是

要确保测量工作中不会有建筑物干扰到卫星信号，因此就

要加强地面导线布局的管控力度 [5]。

除此以外，在施工测量工作之中，要积极借助先进设

施取代以往人工测量，例如将全站仪以及垂准仪等先进设

施科学运用于地铁工程中，确保诸多设备共同配合的同时

进行竖井的定向安置工作。上述测量方式最大特点就是不

受空间限制，并且相比于人工测量工作，仪器设备测量工

作的精确性水平要显著更高，可见科学合理地运用相关仪

器设备，并确保其能够实现有效配合，不但能够显著增强

工作效率，同时还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投入。

抛开上述方式，引入导航设备测量方式以及钻孔定向

控制方式，都是借助先进仪器设施，在地铁导航基础之上，

增加导航控制点，从而降低施工测量工作的误差。同时还

能依据施工测量工作误差以及现实精度标准，借助分级别

测量的模式，在一次布局结束过后，可以进行二次的观察

测量。整体测量工作结束过后还可以做好平差分析工作。

而钻孔定向控制方式，就是将钻孔工作落实于地面之上，

并将原本位于地面之上的坐标点，借助孔洞引入地下施工

空间，然后运用垂准仪以及陀螺仪做好定位工作，最终实

现全方位测定工作的有效落实 [6]。

5 结语

近几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而地铁工程的普及

以及发展能够极大地缓解地面交通压力，并为城市增添活

力，但是目前地铁施工测量工作中仍然具有诸多不足之处，

对此，施工部门就要及时排查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完善工作，

确保施工测量误差满足相关标准，从而最终使得施工项目

能够顺利完成施工后，地铁质量得到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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