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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勘察设计阶段，测绘工作人员要测设平面和高程控制网，

测绘带状和块状大比例尺地形图。在定线施工阶段进行定线

、放样、线路纵横断面图、变形观测等测量工作。工程竣工

后，要进行市政工程竣工图测量及长期变形观测。80年代以

来，上海市政工程测量单位完成了一大批重大市政工程测量

任务，包括2条高速公路，2条过江隧道，世界一流的南浦、

杨浦大桥，内环线高架路，沪宁、沪杭2条铁路复线及较为完

善的地下管线网等。一、公路、铁路工程测量1956年，上海

市人民政府为了改善上海老城区的交通，开辟了河南南路，

作为上海市区南北干道，从人民路老北门向南直通中华路小

西门。上海市政院测量队承担测量任务，他们改变图解定线

方法，首次采用坐标定线法取得成效，在以后定线工作中得

到推广。1957～1959年，上海积极开展闵行、吴淞、嘉定、

安亭、松江5个卫星城建设，辟筑和改建市区通向卫星城的干

道，向南有沪闵路、龙吴路，向北有共和新路、逸仙路，向

西有沪嘉路、曹安路，浦东有杨高路、川南奉公路等，使卫

星城与中心城沟通。当时，工作特色是勘测、设计、施工一

条龙，测量工作以工种分组，分头并进，白天野外测量，晚

上计算整理绘图，取得了快节奏的道路测量经验。来源

：www.examda.com1965年，为加强“小三线”地区经济发展

，新建沪青平公路。上海市政院测量队完成该干道道路和167

座桥梁测量工作，从而取得了山区道路测量的经验。1972



～1978年，上海勘察院承担石化总厂及宝钢的道路测量中，

采用钢尺量距、经纬仪测角、水准仪测标高，尽管完成了任

务，但在作业速度上，尚不能满足工程进度的急需。1984年

，上海开始兴建莘松高速公路，全长24公里，全线有5座立交

桥，32座桥梁。上海市政院测量队采用电磁波测距仪测距，

报话机作线路前后联络，可编程序计算器进行数据处理，工

效和测绘精度大大提高。1987年，上海内环线一期工程建设

，采用预制拼装方法施工，对测量要求精度高，纵横向定线

精度控制在1/10000，高程控制从严，水准闭合差20（L公里）

，按要求提高一个级差。上海市政院测量队在工作中，除对

中线点位（主点）及距离校核外，每隔300米左右，进行测距

仪测定距离，以验证加桩桩位的正确性。对每个环节从严控

制，各主点误差限制在2厘米以内。上海市内环线二期工程，

于1991年全面开始动工，上海测绘院负责控制测量任务，由

南浦大桥起沿中山路到金沙江路再达杨浦大桥，全长29.2公里

（不含浦东段）。在市区Ⅱ等三角点下布设13个点Ⅲ等控制

网，并沿内环线，又布设11条49点的空中导线，作为高架道

路施工定位的依据，各标段施工测量，由各施工单位组织放

样工作。内环线二期工程于1994年底建成通车。1992年8月起

，浦东新区需新建大量道路，仅金桥出口加工区19平方公里

范围内就有22条。上海市政院测量队充分发挥电磁波测距仪

和更新型仪器设备的优势，胜利完成了任务。1993年，在沪

宁高速公路建设时，由上海市政院测量队和同济大学联合进

行测量，在工程中，采用GPS技术，布设20个控制点及6条一

级导线，在测量速度、劳动强度上，远远优越于测角测边网

和激光导线网，是国内较为先进的测量技术。解放前，上海



铁路工程测量基础薄弱，专业测量人员少，仪器设备简陋。

解放后，上海铁路局于1950年开始组织测量队，进行旧铁路

线复测工作，1958年进行沪宁复线勘测设计，线路长276.5公

里，1976年建成通车。同年，上海铁勘院又进行了沪杭铁路

双线勘测工作。70年代初，徐州煤矿60公里铁路线测量，都

采用小平板仪测图，钢尺丈量距离，光学经纬仪测角，遇到

曲线测量时，采用算盘、计算尺、事先编制曲线偏角计算表

，进行实地放样定线工作，定线速度慢，测量效率低，劳动

强度大。1983年铁道部为提高铁路工程测量效率和质量，先

后引进了电磁波测距仪、电子经纬仪、全钻型电子速测仪

、PC-1500计算器、微机、自动绘图仪等，使测量工作走向光

电化、自动化。1984年，上海铁勘院首次应用了KRVN

DM502测距仪，在全长12.5公里的南京城北环线，采用激光导

线和三角高程测量方法，进行铁路测量，实测结果导线

达1/10000，三角高程测量精度达到铁路测量Ⅳ等的要求。在

测设圆曲线时，将圆曲线数学模型事先编制程序，输

入PC-1500计算器，采用极坐标法在现场定线，代替了手编曲

线偏角计算表。用测距仪代钢尺量距，又采用了TXD-28型无

线电对讲机，取代了以往信号旗联络，使铁路工程测量，提

高了效率和精度。1984年，上海新客站开始兴建，站场工程

测量，由上海勘察院负责基线和方格网测量，细部测量由上

海铁勘院负责。上海勘察院采用瑞典电磁波测距仪及T2经纬

仪自动安平水准仪施测基线和方格网，边长测距精度

达1/27000万，远超过1/8000设计要求，新客站3场15股线路测

量由上海铁勘院测定，测量精度均符合《铁路测量技术规范

》的要求。到1990年，上海铁勘院除完成沪宁、沪杭两条干



线及9条支线测量外，旧线复测工作共进行3次，总计完成

了6482公里。1993年，由上海铁勘院浦东分院承担浦东铁路

的测绘工作，总长为81.1公里，其中控制测量由上海测绘院承

担。二、桥梁工程测量1974年，泖港大桥兴建，由上海市政

院承担工程测量任务。桥位1/500地形图，采用平板仪人工测

量方法，大桥轴线采用钢卷尺量距及T2经纬仪测设，设1条基

线组成三角网测定大桥控制网，高程采用N3精密水准仪测量

，1982年6月通车。1989年，兴建南浦大桥，对工程测量精度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主桥纵向相对误差允许1∶50000，

横向误差允许±6毫米，要求分引桥纵向相对误差允许1

∶10000，横向误差允许±20毫米。承台点位误差允许±5毫

米。大桥工程区域内要求采用二等水准控制，每公里高程中

误差允许±2毫米。大桥测量的突出问题，是建立一个有足够

密度和高精度的施工控制主网，这是保证大桥建筑施工严格

按照设计要求的最基本条件，是保证大桥顺利建设的关键。

负责南浦大桥测量总监理的上海勘察院测量队，于1989年初

进场后，在上海测绘院布设工程控制网基础上，建立了平面

和高程精密施工控制主网。网中设控制点15点，点位大多选

设在大桥附近已建成10年以上高建筑物屋顶上，通视条件好

，点位稳定，全网组成16个三角形和2个四边形，平均边

长500米，经控制网优化设计，取用最佳边角网测量方案，边

长观测，采用标称精度为1mm＋1ppmDwild DI2000精密电磁

波测距仪，全网共测31条边，主网平差计算后，单位权方向

中误差为0.94秒，单位权边长中误差＝±0.80毫米，近主引桥

的点位中误差±2.0毫米以内，网最弱点中误差＝4.76毫米。

在控制主网的基础上，又测设有西边墩、西主墩、东边墩、



东主墩及TP1五点组成长1251米的主、引桥中心线主轴线，测

设后在东主墩西主墩相对误差为1/170万，东西边墩点位误差

椭圆（A，B）在0.9～1.5毫米内，均小于设计误差要求。高程

测量采用NA2自动安平水准仪观测，也满足Ⅱ等精度要求。

测量作业的程序是施工单位进行桥位点放样，监理单位进行

实测检查。大桥检测工作就是对各桥墩和上盖梁等在施工过

程中各环节不断检测和修正，使其始终控制在允许的误差范

围内，保证各施工标段的衔接与总拼装，检测内容较多是控

制点，桥墩中心（桥墩底板及承台中心），上盖梁空间位置

等，特别300多个上盖梁空间位置检测，高度由几米到44米，

高空作业条件差，难度大，且要求高，点位平面误差在20米

范围内，允许±6毫米，高程误差允许±5毫米。测量人员严

格把关，保证了大桥安装就位。在检测上盖梁高程时，开始

采用钢尺引吊测高法，常受风力等影响，难以满足精度和效

率的要求。后通过理论估算，拟制了“不等权三角高程测量

”的方法，经过试验，获得了成功。该法不受风力及外界条

件影响，精度高、速度快，为以后建大桥提供了有效的高程

测量方法。在主桥墩施工中，上海市建三公司又拟制“天顶

测角法”，有效地控制不同高度、不同斜率主桥墩施工的垂

直度，保证主桥墩竖向偏差达1/3000高度的要求。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