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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312011 熟悉施工测量的内容和方法 一、施工测量的基本工

作 对小型建筑工程，通常先要布设施工控制网，以施工控制

点为基础，测设建筑物的主轴线；然后，根据它再进行建筑

物的细部放样。 施工测量现场主要工作有已知长度的测设、

已知角度的测设、建筑物细部点的平面位置的测设、建筑物

细部点高程位置的测设及倾斜线的测设等。由此可见，测角

、测距和测高差是测量的基本工作。 三、施工测量的方法 （

三）建筑物细部点的平面位置的测设 1.直角坐标法 2.极坐标

法 3.角度前方交会法 4.距离交会法 5.方向线交会法 2A312012 

了解施工测量仪器的功能与应用 一、水准仪 水准仪主要由望

远镜、水准器和基座三个主要部分组成，是为水准测量提供

水平视线和对水准标尺进行读数的一种仪器。 水准仪的主要

功能是测量两点间的高差h，它不能直接测量待定点的高程H

，但可由控制点的已知高程来推算测点的高程。另外，利用

视距测量原理，它还可以测量两点间的水平距离D。 二、经

纬仪 经纬仪由照准部、水平度盘和基座三部分组成，是对水

平角和竖直角进行测量的一种仪器。 经纬仪的主要功能是测

量两个方向之间的水平夹角β；其次，它还可以测量竖直角

α借助水准尺，利用视距测量原理，它还可以测量两点间的

水平距离D和高差h。 三、全站仪 全站仪由电子经纬仪、光

电测距仪和数据记录装置组成。 全站仪在测站观测，必要的

观测数据如斜距、天顶距（竖直角）、水平角等均能自动显



示，而且几乎是在同一瞬间内得到平距、高差、点的坐标和

高程如果通过传输接口把全站仪野外采集的数据终端与计算

机、绘图机连接起来，配以数据处理软件和绘图软件，即可

实现测图的自动化。 2A312020 土方工程施工技术 2A312021 

掌握士方工程施工技术要求 一、土的工程分类 土方施工中，

按开挖的难易程度，分为八类：一类土（松软土），二类土

（普通土），三类土（坚土），四类土（砂砾坚土），五类

土（软石），六类土（次坚石），七类土（坚石），八类土

（特坚石） 三、土方开挖 1.挖方边坡的确定：应根据使用时

间（临时或永久性）、挖土深度、土的种类、物理力学性质

（内摩擦角、黏聚力、密度、湿度）、水文情况等确定。 5.

基坑一般采用“开槽支撑，先撑后挖，分层开挖，严禁超挖

”的开挖原则。 四、土方的填筑与压实 （三）土方填筑 1.填

土应从最低处开始，由下向上整个宽度分层铺填碾压或夯实

。 2.填方应分层进行并尽量采用同类土填筑。 3.填方的边坡

坡度应根据填方高度、土的种类和其重要性等确定。 4.应在

相对两侧或四周同时进行回填与夯实。 （四）填土的压实 1.

压实方法一般有：碾压法、夯实法和振动压实法以及利用运

土工具压实法等。 2.影响填土压实质量的主要因素：压实功

、土的含水量以及每层铺土厚度 3.当天填土，应在当天压实

。 4.填土压实质量应符合设计和规范规定的要求。 2A312022 

掌握基坑开挖与支护方法 一、浅基坑的开挖 3.基坑开挖程序

一般是：测量放线、分层开挖、排降水、修坡、整平、留足

预留土层等。 4.基坑开挖应尽量防止对地基土的扰动。当用

人工挖土，基坑挖好后不能立即进行下道工序时，应预

留15-30cm一层土不挖，待下道工序开始再挖至设计标高。采



用机械开挖基坑时，为避免破坏基底土，应在基底标高以上

预留一层由人工挖掘修整。使用铲运机、推土机时，保留土

层厚度为15-20cm，使用正铲、反铲或拉铲挖土时为20-30cm

。 二、浅基坑的支护 对于横断面不大的基坑（槽），其临时

支护通常可采用间断式、断续式或连续式水平支撑等。 三、

深基坑的开挖与支护 在深基坑土方开挖之前，要详细确定挖

土方案和施工组织；要对支护结构、地下水位及周围环境进

行必要的监测和保护。 深基坑土方开挖，当施工现场不具备

放坡条件，放坡无法保证施工安全，通过放坡及加设临时支

撑已经不能满足施工需要时，一般采用支护结构进行临时支

挡，以保证基坑的土壁稳定。支护结构的选型有排桩或地下

连续墙、水泥土墙、土钉墙、逆作拱墙或采用上述形式的组

合等。 2A312023 掌握基坑验槽及局部不良地基的处理方法 四

、验槽方法 （一）观察法 观察槽壁、槽底的土质情况，验证

基槽开挖深度，初步验证基槽底部土质是否与勘察报告相符

，观察槽底土质结构是否被人为地破坏。验槽时应重点观察

柱基、墙角、承重墙下或其他受力较大部位；基槽边坡是否

稳定。 （二）钎探法 钎探是用锤将钢钎打入坑底以下的土层

内一定深度，根据锤击次数和入土难易程度来判断土的软硬

情况及有无古井、古墓、洞穴、地下掩埋物等。钎探后的孔

要用砂灌实。 （三）轻型动力触探 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

在基坑底普遍进行轻型动力触探（现场也可用轻型动力触探

替代钎探）： 1.持力层明显不均匀； 2浅部有软弱下卧层； 3.

有浅埋的坑穴、古墓、古井等，直接观察难以发现时； 4.勘

察报告或设计文件规定应进行轻型动力触探时。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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