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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水利工程测量而言,GPS-RTK技术是其测量手段

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该项技术能够将控制点测量、放样测

量以及数字化绘图等工作一步完成, 特别是在技术不断更

新发展的今天 , 全球定位系统的完善性越来越高 , 使得

GPS-RTK技术由于高精度、实时性的特点,在水利工程的

施工测量当中被广范应用, 对水利工程的有效建设起到了

很大的推动作用,以此,有必要针对该项技术的相关内容进

行具体的研究。

1 GPS-RTK技术的主要原理

GPS-RTK是 Real-time kinematic的简称, 其本意是实

时动态差分法, 在 GPS测量方法当中属于较为新颖和常用

的一种方法,传统的动态、静态以及快速静态等测量方法都

需要在事后才能得到细化到厘米的精度,而通过 RTK能够

在野外测量过程中,实时获得厘米级的定位,它主要是对载

波相位实时查分方法的一种应用, 对 GPS的应用来说是一

项巨大的突破。GPS-RTK系统是由三部分构成的,具体包

括通讯系统、流动站以及基准站等,而基准站以及流动站的

发射和接收电台则是组成数据传输系统的重要内容, 而这

也是实时动态测量得以实现的关键。可以说 RTK测量系

统, 是由 GPS测量技术以及数据传输技术进行有机结合获

得的,通过 RTK技术,可以在指定坐标系当中实时获取是三

维定位结果,并将定位结果精确到厘米。GPS-RTK系统的

主要原理是：设置好流动站和基准站之后,对五颗以上卫星

载波相位观测数据进行接收, 基准站对载波相位进行跟踪

测量,并将接收工作状态、卫星跟踪状态、观测值以及观测

站坐标等数据发射出去, 而流动站不但要对 GPS卫星产生

的载波相位进行观测, 还需要通过数据连接对基准站发出

的信息进行接收, 同时将基准站点相对应的基线向量结算

出来, 通过设置好的投影方法和转换参数将流动站坐标计

算出来。

2 RTK测量技术特点

2.1 RTK测量技术的优点

与传统形式的工程测量以及常规 GPS 测量相比,RTK

测量技术具有较大的优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RTK测量技术在平面精度上能够达

到 1cm+1ppm,在高程精度上能够达到 2cm+1ppm；第二,能

够对三维坐标进行实时的传输, 使用 RTK技术, 能够在 2s

当中得出三维坐标, 而这也是水利工程测量广泛应用该项

技术的主要原因；第三,操作较为简单,能够有效提升测量工

作的质量。通常情况下 ,RTK 技术的工作范围能够覆盖

15km,具有较远的作业距离,而且在该项技术当中集合了较

为先进的自动化技术, 只需要工作人员将基准站固定好,仪

器就能够对卫星进行自动的跟踪观测, 发挥实时捕捉的作

用,例如对 1+3的配置加以应用,通过 1台基准站以及 3台

移动站进行同步检测,有效降低测量人员的工作量,使工作

效率得到有效的提升；第四,各个移动站之间不需要进行通

视,在观测值方面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在传输过程中并不

存在累积误差问题。

2.2 RTK测量技术的缺点

2.2.1容易受到卫星状况的影响

在卫星系统处于特定位置时,某一个时间段当中,卫星

难以对全世界范围进行有效的覆盖,从而产生假值,而这种

情况就可能会对作业的时间造成一定的限制, 造成这种现

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树林、峡谷等区域容对卫星信号造成

长时间的遮挡,对 RTK测量技术加以应用,能够将假值问题

及时的发现,此外,对作业时间进行合理的选择同样能够解

决这种限制问题。

2.2.2会受到天空环境的影响

一般在中午时段, 往往会有较大的电离层形成干扰问

题,加上共用卫星较少,会有 5颗卫星无法进行有效的接收,

导致初始化时间较长,甚至初始化无法进行,影响测量工作

的顺利实施,而根据实践发现,在 11时以前和 15时以后,同

种条件下,采用 RTK进行同一位置的测量,会快速获得准确

的结果,但在中午时段却无法达到这样的效果,因此对作业

时间进行合理的选择非常重要。

2.2.3高程异常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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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RTK技术进行作业需要保证高程转换的精确性,

但在部分地区已经有高程异常图存在较大的误差问题,当

然也有空白地区存在, 导致 GPS在从大地向海拔高程进行

转换时,存在工作困难的问题,而且精确度无法得到保证。

3在水利工程渠道测量当中 GPS-RTK技术的应用

3.1测量加密控制点

一般来说,在对工程进行测量时,首先应该进行控制测

量工作,由于水利工程大多在较为偏远的地区,高等级控制

点的已知数量非常有限, 使用常规性的控制测量方法主要

是通过测距仪导线以及三角网测量来完成, 这种测量在精

度方面存在很多限制条件 , 而且工作量相对较大 , 而对

GPS-RTK加密测量控制点加以应用则非常简单,只要掌握

3个测区范围内的高等级控制点就能够将测量工作顺利完

成,各项操作非常简单,每天平均可以对 30-40各加密控制

点进行测量,具有较高的工作效率。

3.2测量水下地形

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 水下地形测量是一项困难程

度较高的工作,对水下地下进行准确的测量,关系到水利工

程的顺利建设,传统测量方法主要是应用三杆分度仪、全站

仪以及六分仪相互配合进行水下地形的测量, 但由于水下

地形条件具有较高的复杂性且工作条件差, 实际测量范围

非常有限,又无法保证测量的精度,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在水下地形测量方面已经开始广泛应用 GPS-RTK技术,该

项技术主要通过 GPS、探测仪以及笔记本电脑进行测量,利

用导航软件进行定位,并对测量船只进行引导,使其在指定

水面上航行, 通过 GPS以及探测仪向笔记本电脑实时传输

数据,并使用相关软件完成数据处理,将水下地形图绘制出

来,从近些年的实践情况来看,应用 RTK 测量技术,使水利

工程的测量效率以及测量精度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而且水

下地形图的数字化绘制, 为地理信息系统的构建奠定了基

础。

3.3施工放样测量

对 RTK转件当中的放样功能加以应用,完成施工放样

测量,将已经设计好的坐标输入其中,作为目标点及参考点,

并将流动站坐标当做修正点, 在电子屏幕当中将实际特定

点相对应的目标点偏差显示出来, 根据指示对流动站进行

移动,指导精度满足需求位置,也可以对已知坐标点进行寻

找,具体寻找方法与上述方法相同。

3.4地形图数字化测量

对 RTK坐标结果的实时获取以及快速定位特点加以

应用, 可以在测量环境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对地形进行测量,

可以将数据采集功能作为基础测量地形点, 也可以结合现

场的实际情况完成测量设定, 采集之后的地形点在经过成

图处理以后,能够生成数字化的地形图,在采集地形点时,可

以通过单人作业来完成,能够使工作时间和人力、物力得到

有效的节约。

4结语

综上所述,GPS-RTK技术的诞生,为水利工程的渠道测

量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技术保障, 对其进行大力的推广

和应用, 能够使水利工程建设的测量效率以及测量质量得

到很大的提升, 对水利工程的快速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

用,因此,相关人员应该针对该项技术进行深入的研究,不断

提升自身的技术应用水平,使 GPS-RTK技术能够在水利工

程建设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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