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例解析建筑施工测量方法及技术要求

一、工程概况

建设用地为一东西长 580m，南北进深 380m 的长方形地块。

占地面积约 25 公顷。联塔高层住宅，共七个单塔。

工程概况一览表

1 工程名称 ××工程住宅楼

2 建设单位 ××房地产开发公司

3 施工单位 ××建筑公司

4
工程地理

位置
××

5 建筑面积 总建筑面积(㎡) 48235
地下每层

面积(㎡)
2098．83

占地面积

(㎡)
2097.95 标准层面积(㎡) 2097

6 层 数 地下 2 地上 21

7 层 高 B1（m) 3.6 B2（m) 3.3

首层（m) 4.2 标准层（m) 3

机房层（m) 4

8 建筑高度 ±0.000绝对标高（m） 34.8
室内外高

差（m)
0.3

基底标高

（m)
-7.75 檐口高度（m) 64.2

建筑总高

（m)
68.2

9
平面与立

面
横轴编号 1轴～66轴 纵轴编号 A轴～T轴

平面尺寸

（m)

长：116

宽：23.7
建筑立面

阳台、飘窗、

线条

10 结构形式 基础类型 筏形基础

结构类型 剪力墙



11
室内外装

饰
室内 初装修

室外
外墙贴面

砖

12
施工流水

段

地下划分四个流水段，地上划分为两个独

立施工段平行施工，每段划分三个流水段

13 施工工期 395日历天

二、施工测量方法及技术要求

1 起始依据点的检测

1.1 在进场并办理控制点移交手续后， 依据测绘院提供的

三个基准坐标点和施工总平面图进行复测，经核对无误后，依据

施工图纸及控制点进行施工主要轴线的测设。

1.2 依据建筑总平面图和测绘院所提供的三个水准点进行

复测。

2 建筑物平面控制网的布设

2.1 建筑物平面控制网的建立，应符合下列规定：

2.1.1 控制点，应选在通视良好、土质坚实、利于长期保存、

便于施工放样的地方。

2.1.2 控制网加密的指示桩，宜选在建筑物行列线方向上。

2.1.3 主要的控制网点，应埋设固定标桩。

2.1.4 桩位网保护，需要时进行保护，并用红油漆作好测量

标记。

2.1.5 矩形网的角度闭合差，不应大于测角中误差的 4倍。



2.1.6 根据施工需要将建筑物外部控制转移至内部时，内控

点设置在已建成的建筑物预埋件或测量标志上，投点允许误差为

1.5mm。

2.2 根据甲方委托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在现场建筑物周围提

供的三个基准坐标点：D1、G2、G3 测设建筑物平面控制网。平

面控制桩点引测到基坑开挖边线 1m 以外。

2.3 在建筑物的周围布设建筑物平面控制网（矩形），设置两横

两纵四条主控轴线形成建筑物平面控制网，见下图。

建筑物平面控制网

2.4 根据《建筑施工测量技术规程》（DB11/T446-2007）4.3.2

的规定，本工程建筑物施工平面控制网的精度等级见下表。

建筑物施工平面控制网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测角中误差(〞) 边长相对中误差

二级 ±12″ 1／15000



2.5 轴线控制网的加密

建筑物主轴线控制网经校测精度指标符合要求后，根据施工

组织设计中施工流水段的划分，对主轴线控制网进行加密，以满

足施工的需要。加密办法在原主轴线方向上采用内插法进行。轴

线控制网加密图见下图

轴线控制网加密图

3 建筑物高程控制网的布设

3.1 根据北京市测绘院和建设单位提供的高程点 BM1（绝对高

程：34.771）、BM2（绝对高程：34.916）、BM3（绝对高程：34.885），

用附合测量法把高程引测至施工现场,设置三个施工水准点,作

为建筑物施工高程控制的依据。

3.2 施工水准点应埋设在土质坚实，安全稳定，便于施测、使用

的地方，距基坑边缘不小于基坑深度的两倍。施工水准点的布设

见下图。



水准点平面布置图

3.3 水准点应采取保护措施，并在施工期间定期复测，如遇特殊

情况应及时复测。

3.4 水准点按四等水准测量要求施测。水准观测的主要技术要求

见下表

水准观测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

级

水准

仪型

号

视线长

度（m）

前后视的距

离较差（m）

前后视的距

离较差累积

（m）

视线离地面

最低高度

（m）

基、辅分划或黑、

红面读数较差

（mm）

基、辅分划或黑、

红面所测高差较差

（mm）

四

等
DS3 100 5 10 0.2 3 5

4 建筑物定位放线、验线

4.1 定位的基本原则：

依据测绘院所提供的基准坐标点为依据，并以较长的已知边

测设较短边，坚持以精定粗、以长定短、以大定小的基本原则。



4.2 定位的方法

4.2.1 本工程建筑物定位的方法采用直角坐标法。在控制网

上测定建筑物轴线控制桩。

4.2.2 建筑物平面控制网测定并经验线合格后,按照所计算

的建筑物主轴线坐标点，在控制网外廊边线上测定建筑物主轴线

控制桩,作为控制轴线的依据。测设精度按上表要求。

4.2.3 轴线控制桩应设立在其延长线上，距基坑边 1m 以外

的适当位置（轴线控制桩位置不宜离建筑物太近，以防基坑位移

造成控制桩位置偏差）。

4.2.4 根据主轴线控制桩，测设建筑物的外墙角点及各主轴

线的交点。

4.2.5 根据建筑物外墙角点位置，按基础图及土方工程施工

方案，标定基坑开挖边界灰线。

4.2.6 建筑物定位放线完成后，施工单位自检合格，报监理

单位审核，再由建设单位报请测绘部门验线，经批准后方可施工。

建筑物定位图



5 基础施工测量

5.1 基坑开挖中的放线与抄平

5.1.1 首先根据建筑物施工平面轴线控制桩和基础开挖图，

测设出基坑上、下口位置桩，放出基坑开挖上口线及下口线，并

用白石灰撒出。上口桩允许误差为＋50mm、－20mm，下口桩允许

偏差为＋20mm，－10mm。

5.1.2 当挖土接近基坑底设计标高时,在基坑底用经纬仪分

别投测出基坑下口边线和集水坑或电梯井控制轴线，并定出控制

桩指导开挖。

5.1.3 土方开挖施工

采用机械挖土，测量人员跟随挖土机随挖随测，标高抄测点

纵横间距 1～3米，并用白灰点标识，允许偏差为±100mm。集水

坑边线和边坡边线应根据控制轴线放线，并用白灰线标识，不允

许超挖。

5.1.4 人工清坑

进行人工清坑时，在基坑内每隔 3～5米钉入 40 厘米长的Φ

6钢筋，将标高抄测到距设计标高 100mm 处，并用红油漆标记到

钢筋上，每两根钢筋之间拉小麻线，以此严格控制清土标高，底

面标高严格控制在允许偏差之内，不允许超挖。集水坑清底时，

在坡顶上口线和下口线的位置钉入 400mm 长的Φ6钢筋，并拉小

麻线用于控制坑位。



5.2 基础放线

基础平面轴线投测方法采用基坑外控制桩两点通视直线投

测法。

5.2.1 垫层边线的投测

(1）在垫层上进行基础放线前，应以建筑物平面控制网为准，

检测建筑物外廓轴线无误后，再投测主轴线，允许误差为±3mm。

(2）基底清土完后，根据建筑物轴线控制网用经纬仪向基坑

内引测建筑物轴线控制网，再根据轴线控制网与基础垫层外边的

关系，放出垫层外边线，作为垫层外边支模的依据。

(3）垫层上建筑物轮廓轴线投测闭合，经校测合格后，用墨

线弹出各细部轴线。

5.2.2 基础底板轴线的投测

防水保护层施工完毕后，在防水保护层上进行基础定位放

线，根据地面上建筑物轴线控制网，用经纬仪向基坑内投测建筑

物各主控轴线，再根据主控轴线放出建筑物每条轴线，经角度及

长度复测合格后，作为墙、柱定位的依据。

5.2.3 基础外廓轴线的允许误差

基础放线的允许误差

长度 L、宽度 B的尺寸（m） 允许误差（mm）

L(B)≤30 ±5

30＜L(B) ≤60 ±10

60＜L(B) ≤90 ±15

90＜L(B) ≤120 ±20

120＜L(B) ≤150 ±25

150＜L(B) ±30



5.3 ±0.000 以下各层测量放线

5.3.1 ±0.000 以下各层平面轴线的投测方法：

±0.000 以下各层平面轴线的控制采用外控法，即采用基坑

外控制桩两点通视直线投测法。

5.3.2 具体的投测方法

根据基坑边上的轴线控制桩，将经纬仪架设在基坑边上的轴

线桩上，经对中、整平后，后视同一方向轴线桩，将所需轴线投

测到施工的平面层上，在同一施工层上投测的纵横轴线不得少于

两条，以此作角度、距离的校核。经校核无误后，依据主控制轴

线测设其余各条轴线。依据轴线放出墙、柱中心线、模板边线及

模板控制线（供模板位置检查使用）等细部施工线，经预检合格

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在各楼层的轴线投测过程中，上下层

的轴线竖向垂直偏移不得超过 3mm。

5.4 ±0.000 以下部分标高控制

5.4.1 高程控制点的联测

在向基坑内引测标高时，首先对高程控制网点进行联测，经

联测确认无误后，方可向基坑内引测所需要的标高。

5.4.2 ±0.000 以下高程的传递方法

±0.000 以下高程传递采用水准仪、悬吊钢尺法，将现场三

个施工用水准点高程分别向下传递到地下护坡面上，经过校测后

作为±0.000以下高程测量的依据。高程传递悬吊钢尺法见下图。



高程传递悬吊钢尺法

5.4.3 土方开挖标高控制

在挖最后 200～300mm 厚土方时，在基坑边悬吊钢尺配合水

准仪将高程传递至基坑内护坡面上。以此标高为依据，在基坑底

部架设水准仪，随清坑随时观测基底标高，进行槽底抄平。

5.4.4 地下部分各层标高控制

为保证地下部分竖向控制的精度要求，对每层所需的标高基

准点，必须正确测设，在同一平面层上所引测的高程点，不得少

于三个，并作相互校核，校核后三点的较差不得超过 3mm，取平

均值作为该平面施工中标高的基准点，基准点应标在便于使用和

保存的位置。根据基坑情况，在基坑内埋置固定的标桩，将高程

引测到标桩上，并标明绝对高程和相对标高，便于施工中使用。

墙、柱拆模后，应在墙柱立面抄测出建筑 1m 线（1m 线相对

于每层设计标高而定）。并注明其相对高程和绝对高程。

5.4.5 标高校测与精度要求

除每次引测标高需要作自身闭合外，对于同一层分几次引测

的标高，应该联测校核，测量偏差不应超过±3mm。



6 ±0.000 以上主体结构施工测量

6.1 ±0.000 以上平面轴线的投测方法

±0.000 以上平面轴线采用内控法进行轴线竖向投测。由于

本工程楼层较高，为保证主轴线投测精度，将用激光经纬仪从预

留孔洞把主轴线投测至施工层上，然后由主轴线控制线，控制各

细部轴线。

6.2 ±0.000 以上建筑物平面控制网的布设

6.2.1 本工程平面控制轴线选择在以下部位：

(1）建筑物外廊轴线

(2）施工流水段分界轴线

6.2.2 主轴线内控基准点的设置

根据首层以上各楼层的平面图及施工流水段的划分情况布

设内控基准点。其布设方法是：

（1）预埋铁件的埋设

在首层±0.000 处楼板浇筑混凝土之前，预先在首层各内控

基准点位置楼板上预埋一块 150mm×150mm×8mm 的钢板，在钢板

下面焊接φ12 的钢筋，且与楼板钢筋焊接浇筑， 钢板片下用混

凝土灌实抹平，但不能覆盖钢板面,并保证钢板上表面与混凝土

面持平。埋件制作见下图。



埋件制作图

（2）内控基准点设置数量

根据施工组织设计中施工流水段划分，本工程划分 1～30

轴、31～66 轴两个独立的施工区域，共七个流水段。控制点的

布设位置见图(a)、 图(b)。

(a) 平面内控点布设图



(b) 平面内控点布设图

（3）注意事项

严禁在内控基准点 1m2 范围内堆放钢筋、模板、钢管等杂物，

严禁任何人员用任何物体砸、撬钢板片。

6.2.3 ±0.000 以上建筑物平面控制网的测设

预埋铁件埋设完毕后，利用经纬仪对原有地面控制点进行校

核，并把控制主轴线投测到首层预埋铁件上形成内控点网，然后

对各轴线组成的方格网进行角度、距离测量，经校核无误后,用

钢针在预埋钢板上沿轴线方向刻划“十”字内控线定点，线宽

0.2mm，其交点即为首层布设的内控基准点，并在内控线的钢板

交点上钻打φ1mm 小坑并点上红漆，作为以上各楼层平面控制的

基准点，这些点所组成的方格网即为±0.000 以上各楼层的平面

控制网。内控基准点见图 5-7(a)、 图 5-7(b)。

6.2.4 预留测量孔



在首层内控基准点正上方各楼层对应位置预留 200mm×

200mm 孔洞(激光束通过孔)，作为内控基准点向上传递的窗口。

测量孔不得偏位，不得掩盖，保证上下通视,并严防杂物从预留

洞口坠落。

6.2.5 激光接收靶

激光接收靶由一块 300mm×300mm×5mm 的有机平板玻璃制

作而成，接收靶上由不同半径的同心圆正交坐标线组成。激光接

收靶见下图。

激光接收靶

6.2.6 采用内控法具体的测设方法（激光控制线投测方法）

（1)每层楼板混凝土浇筑后,将激光经纬仪架在首层内控基

准点上，将接收靶放在待测楼层的相应预留洞口上，调置仪器对

中整平后,置竖向度盘为 0º00ˊ00",启动电源，打开发光电源并

调整激光束，使激光经纬仪发射出可见的红色光束，投射到上层

预留孔的接收靶上，直至接收靶标明到的光斑最小、最亮。适当

挪动接收靶，接收靶的“十”字交点移至激光斑点上，轻轻转动

激光经纬仪，激光斑在接收靶上形成一个激光圆，当该圆直径小



于 3 mm 时，圆心即为该控制点的接收点，此点即作为第二层上

的一个控制点。然后依次按同样的方法将其余各点投测到同一施

工层上。操作方法见下图。

轴线竖向投测图

（2）控制点投测后，采用经纬仪和 50 米钢尺对待测楼层的

接收点所组成的方格网进行角度、距离的测量。将经纬仪分别置

于各点上，检查相邻点间夹角是否为 900 ，然后用 50m 钢尺校

测相邻两点间水平距离是否与相对应的控制点间距离相等，分析

边、角是否与图纸相符，若相符则证明投测准确，否则应重新投

测，直至准确。各边角符合施工精度要求后，即作为该楼层的平

面控制网，以此再测设其他各轴线和施工线。



6.2.7 轴线竖向投测的允许误差

轴线竖向投测前，应检测控制桩、基准点，确保其位置正确，

投测的允许偏差应为 3H/1000，且符合下表的规定。

轴线竖向投测允许误差

项 目 允许误差(mm)

每 层 3

总高 H（m） H≤30 5

30＜H≤60 10

60＜H≤90 15

90＜H≤120 20

120＜H≤150 25

150＜H 30

6.2.8 施工层平面放线

首层平面放线直接依据首层平面控制网，其他楼层施工层平

面放线，应从首层控制网引投到高空。

施工层的控制点投测准确后，用经纬仪依据控制点施测出各

主轴线，并在楼板上弹出墨线，主轴线闭合后再测设出细部轴线,

首先用钢尺把轴线控制线进行分线，测设出其他轴线控制线，距

墙边线 300mm 控制线,然后放出墙边线，再测设细部的柱、梁、

门窗洞口线及阳台边线等；楼梯间放线应扣除面层做法，放出平

面、标高及混凝土面层控制线；外墙大角，以控制轴线引出上下

贯通线控制垂直偏差，外墙立面窗口两侧控制线从下到上弹通

线。平面放线完毕后，由监理进行验线，合格后方可进入下道工

序。以后各层轴线投测方法均与此相同。



6.2.9 施工层各部位放线允许偏差

施工层放线时，应先检测投测轴线，闭合后再测设细部轴线

与施工线，各部位放线允许误差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各部位放线允许偏差

项 目 允许偏差（mm）

外廊主轴线长度 L（m） L≤30 ±5

30＜L≤60 ±10

60＜L≤90 ±15

90＜L≤120 ±20

120＜L≤150 ±25

150＜L ±30

细部轴线 ±2

承重墙、梁、柱边线 ±3

非承重墙边线 ±3

门窗洞口线 ±3

6.3 ±0.000 以上部分标高的竖向控制与传递

6.3.1 标高竖向传递方式

为了保证标高向上的有效传递及满足精度要求，±0.000 以

上部分标高竖向传递方式采用钢尺竖向传递法。

6.3.2 确定起始标高线及标高传递点的设置

本工程建筑物总高68.2m,标高传递高度超过钢尺长度,应设

两道起始标高线，第一道设在首层，第二道设在 10 层。首层（10

层）墙板混凝土浇筑后，将建筑物+1.000m 建筑标高线抄在建筑

物外墙上，即为首层（十层）起始标高线，再在起始线选取不少



于三处标高传递点，然后用红色油漆涂抹三角，经过联测后使用，

并作为以后施工标高传递用的固定标志，标志为红色“”。

标高传递点应设在易于向上传递的位置，标高传递点不得少

于三个，且间距分布均匀，满足结构施工的需要，并在旁边标注

相对标高和绝对标高，其误差控制在±3mm 以内。

6.3.3 钢尺竖向传递法引测步骤

（1)先用 DS3 水准仪根据固定水准点，抄测首层起始标高线

(+1.000m 标高线）,并交圈闭合。然后在易于向上传递标高的 1

轴与 C轴、21 轴与 A轴的南侧，A轴与 38 轴的南侧，及 66 轴与

T轴北侧相交的墙上用红油漆标记“▽”，以红三角上顶线为标

高基准，再在“▽”旁边标注相对标高和绝对标高。起始标高传

递点布置平面图见下图。

起始标高传递点布置平面图



（2)采用检定过的钢尺，经尺长改正后，将始端“0”位对

准起始标高线上红“”标记，垂直量取施工层所需标高值（注意

量时须在同一铅直面上）。

（3)量取标高值后,把水准仪架设到施工层上,检测三个传

递标高点，经联测校核无误后（当校差小于 3mm 时），以其平均

点作为本层标高基准点，否则需重新校核。

（4)以后各层的竖向控制均用同样方法从起始标高点量取，

不得逐层向上丈量，且层层校核。以免造成误差的积累。

（5) 10 层以上标高传递时,应在 10 层精确测定第二条起始

标高线，作为再向上量测的依据，量测方法同前。

6.3.4 标高竖向控制

为了提高精度，可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1)测设水平线时，采用直接调整水准仪的仪器高度，使后

视的视线正对准水平线，前视时直接用红铅笔标出视线标点。这

样能提高精度 1～2mm。

（2)测设标高或水平线时，尽量做到前后视距等长。

（3)由±0.000 水平线向下或向上量高差时，所用钢尺应经

过检定，量高差时尺身应垂直并用标准拉力，同时要进行尺长和

温度改正。

（4)为防止标高（高程）偏差积累数使建筑物总高度偏差超

限，要严格控制各层标高，不得超限。均应以原起始点传距，尺

身保持垂直，整尺传递，绝不能逐层传递，避免积累误差。



（5)施工层抄平时，将水准仪安置在待测点范围的中心位

置，水平线标高允许误差为±3mm。

（6)根据施工的需要，用水准仪把从首层传递的高程校核后

换算成该层的结构＋500mm 水平线，抄测在柱、墙钢筋立筋上，

柱、墙拆模后，在柱、墙上弹出楼层+1000mm 水平线，经复查后

作为墙、柱和顶板模板标高控制的依据。以上各层均采用同样方

法。

6.3.5 标高传递技术要求

（1）标高传递到施工层后，应进行闭合复测。

（2）钢尺需有检定合格证。

（3）钢尺读数应进行温差修正。

6.3.6 ±0.000 以上部分标高竖向传递允许误差

标高竖向传递允许误差

项 目 允许误差(mm)

每 层 ±3

总高 H（m） H≤30 ±5

30＜H≤60 ±10

60＜H≤90 ±15

90＜H≤120 ±20

120＜H≤150 ±25

150＜H ±30

7 二次结构测量

二次结构施工时以原有各层平面控制轴线为准，引放填充

墙、隔墙、门窗洞口尺寸。各施工层墙体砌筑到一步架高度后，



应测设 500mm 水平线，作为二次结构、装修施工的标高依据，相

邻标高点间距不大于 4m，水平线允许误差为±3mm。

8 装饰测量

8.1 装饰施工测量的一般要求

8.1.1 装饰施工测量前，应对已完成的结构进行全面的测

量，以便依据结构现状进行放样工作。

8.1.2 装修施工的放线应依据结构施工控制线施测，对地

面、内外墙面、吊顶、屋面装饰测量基线应顾及结构现状，并按

设计图纸进行必要的调整。

8.1.3 室内外水平线测设每3m距离的两端高差应小于1mm，

同一条水平线的标高允许误差为±3mm。

8.1.4 室外铅垂线，采用经纬仪投测两次结果较差应小于

2mm。

8.1.5 室内铅垂线，采用线坠、经纬仪投测，其相对误差应

小于 H/3000。

8.1.6 对精度要求较低的一般装饰与安装工程的施工测量，

上述各项误差可放宽 1/2～1倍。

8.2 室内地面面层施工测量

8.2.1 室内地面面层施工时，在室内四周墙面或柱面上弹出

建筑 500mm 水平线，要求交圈闭合，作为地面和顶板的标高控制

线，并采用水准仪检测基层标高。



8.2.2 对于地面面层设计为块材地面，在基层上放出十字直

角定位线，按设计要求以十字直角定位线为基准弹线分格，量距

相对误差应小于 1/10000，测设直角误差应小于±20〞。

8.2.3 块材地面铺砌时，在基层面上弹线分格，在纵横两个

方向上排好尺寸，根据确定的块数和缝宽在基层面上弹纵横控制

线。每隔一至四块弹一条控制线，并严格控制方正。

8.3 吊顶施工测量

8.3.1 以室内 500mm 水平线为依据，用钢尺量至吊顶设计标

高，沿墙四周弹吊顶水平控制线。

8.3.2 在顶板上弹十字直角定位线，其中一条线与外墙面平

行，十字线按实际空间匀称确定，直线点标在四周墙上。

8.4 屋面施工测量

8.4.1 在屋面四周女儿墙内侧测设水平控制线。

8.4.2 按设计要求测设屋面各流水坡度控制线。

8.4.3 对屋面防水设计采用卷材防水层，要在屋面找平层上

测设十字直角控制线。

8.4.4 对上人屋面采用方砖，要在防水层上测设十字直角控

制线。

8.5 墙面施工测量

8.5.1 内墙面装饰垂直控制线，应按小于 1/3000 的相对误

差投测，水平控制线的测设要求为允许误差为±3mm。

8.5.2 装饰墙面按设计需要分格分块时，应按小于 1/10000

的相对误差测量分格线与分块线。



8.5.3 外墙面水平、垂直控制线及分格线的精度同内墙面。

8.5.4 外墙面保温板安装和面砖铺贴前，在建筑物外墙转角

处吊出铅垂钢丝并牢固地固定，以便控制墙面垂直度、平整度及

保温板与面砖出墙面的位置。铅垂钢丝同时用两台经纬仪校测，

两次投测误差小于 2mm。

8.5.5 外墙饰面施工时，以放样图为依据，根据分格高度和

宽度，在外保温板抗裂砂浆面层上弹出若干水平线及垂直线组成

方格网，水平线及垂直线的间距应根据设计要求和面砖尺寸而

定。

8.6 门窗安装测量

8.6.1 门窗安装施工测量前，应按装饰工程平面和标高设计

要求，检测门窗洞口净空尺寸偏差，并绘图记录。

8.6.2 建筑物外墙垂直度，每层结构完后都应检测，记录偏

差，并绘制平面图。

8.6.3 在门窗洞口四周弹墙体纵轴线，在墙面上弹+500mm

水平控制线。

8.6.4 本工程建筑高度为 68.2m，采用 TDJ2-L 级经纬仪进

行竖向投测，在外窗洞口立面上弹出垂直通线。

9 重点部位的测量控制方法

9.1 建筑物大角垂直度的控制

首层墙体施工完成后，在距大角两侧 200mm 处外墙上，弹出

外墙大角竖向控制线，并涂上红色三角标记，作为上层墙体支模

的控制线。上层墙体支模板时，以此控制线校正模板边缘位置，



保证本层墙角与下层墙角在同一铅直线上。如此向上层层传递，

保证建筑物大角的垂直度。

9.2 楼层的竖向结构垂直度测量控制

9.2.1 在柱墙模板支设过程中，利用垂线法吊线坠，测量模

板的垂直度，边测量边调整，垂直度偏差小于 3mm。

9.2.2 在竖向拆模后，将柱墙轴线投测到柱墙结构立面上，

并量取柱墙的顶部的轴线偏差，及时将数据提供给模板支设队

伍，以便在上一层竖向结构施工时调整，纠偏。

9.3 墙、柱施工精度测量控制方法

首先根据轴线放出墙、柱位置，弹出墙、柱边线，然后弹出

墙柱 300mm 控制线，并做好红三角标记，该层墙体施工完后，将

控制线及时投测到墙面上，便于检查墙体上部钢筋和墙体偏差情

况。

9.4 门、窗洞口测量控制方法

每层结构施工完成后，都应检测外墙偏差并记录，每层检查

门窗洞口净空尺寸偏差、外立面各层同一部位窗洞口水平位移，

弹外墙窗口边线竖直通线。窗洞口两边横向控制线用钢尺传递，

并弹在墙面上。

室内门窗洞口竖直控制线由轴线关系弹出，门窗洞口水平控

制线根据标高控制线由钢尺传递弹出，以此检查门窗洞口的施工

精度。

每层立窗洞口模板时，根据各层窗洞口两侧放出的竖向控制

线，从下层向上吊线，使窗洞口在同一垂直线上。



9.5 电梯井施工测量控制方法

在电梯井底以控制轴线为准，弹测出井筒 300mm 控制线和电

梯井中心线，并用红三角标识。在以后的结构施工中，每层都要

根据控制轴线放出电梯井中心线，并投测到侧面上用红三角标

识。

每完成一层结构随即在井壁四周弹上垂直控制墨线，以确保

井筒的垂直。

10 各主要分项工程的高程控制

10.1 钢筋工程

利用往返观测将工作基点引测至柱墙竖向钢筋上，并用红胶

带纸标识，精度必须满足水准网的精度要求，经复测无误后，交

给钢筋工长作为施工层标高控制的依据。

10.2 模板工程

梁、板模板支设前，将混凝土墙上的标高测设在楼板模板满

堂脚手架的角点、中间点的垂直立杆上，然后用红胶带纸做统一

的标识。再沿立杆向上传递，定出所需要的标高点，用细线将各

标高点连线，连线应重合，偏差值小于 3mm，此线可作为其他立

杆搭设的依据。

梁、板模板铺设完后，用水准仪检查模板板面标高，用靠尺

检查模板表面平整度及两块模板表面高低差。



10.3 混凝土工程

在楼板底模铺设完后，将水准仪架设其上，将距楼板混凝土

面 500mm 的控制标高测设在柱墙竖筋上，测设标高的数量应保证

每面墙上有一标高点。

楼板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应随时将各标高点拉线，检查找平，

混凝土顶面标高偏差值控制在±10mm 以内。

10.4 室内地面工程

地面施测时，将建筑+500mm 标高沿内墙每 3～5m 测一点，

后弹墨线，在地面上每隔 1.5m 做灰饼，偏差值控制在±10mm 以

内。

11 验线

11.1 验线工作由规划验线、监理验线和施工单位的主管部

门验线三级组成。

11.2 建筑物定位放线、基础、建筑高度由相应资质的测绘

部门验线；施工测量及安装测量的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由监理单

位负责验线；施工、安装测量控制的常规验线由施工单位负责（测

量工程师和专职质检员）。

11.3 基槽验线、首层内控点、楼层平面放线、基底及楼层

标高抄测完毕后，经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后，由施工单位报请监理

单位验线。

11.4 验线人员必须具有上岗资格，验线工作与放线工作要

做到人员、仪器和测量方法三分开，独立进行。

11.5 验线的精度要高于放线。



11.6 严禁验线与放线同时进行。

11.7 在施工工序安排上要给验线留出必要的时间，严禁不

经验线就擅自施工的现象发生。

11.8 验线工作按精度级别和难易程度由测量工程师和质检

员分别负责。平面和高程控制、主轴线投测、标高传递、曲线、

中线测量等关键部位由测量工程师负责验线，其余由质检员负责

验线。

11.9 各分项工程在测量放线后，应由测量工程师及专职质

检员验线以保证精度、防止错误。

11.10 验线工作必须有下道工序的工长参加，并填写交接

单。

12 测量控制桩点的标志、埋设和保护要求

12.1 建筑平面轴线控制桩点用 50mm×50mm 木桩，在木桩上

钉上小钉子，并用砖及混凝土围护，在四周用钢管搭设架子保护。

见下图。



平面控制桩点埋设及保护图

12.2 施工用水准点要求埋深于冻土线下 0.6m，用混凝土浇

灌并以钢柱作标记，水准点四周砌筑 200mm 高砖保护墙。见下图。

1—粗钢筋；2—回填土；3—混凝土

施工水准点埋设图

12.3 对现场内的测量控制桩点用砖及红白相间的钢管进行

围护，防止受到毁坏。所有桩点均明确标识、防止用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