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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建筑中暖通工程的施工建设, 那么要特别注意在采

暖系统试压后,要将盘管中的水全部排出,防止管道冻裂,

以保障节能建筑中暖通工程的整体质量。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新时期背景下,随着节能环保理念深入

人心, 节能建筑也势必成为建筑行业发展的新趋势。因

此, 暖通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必须全面落实与贯穿节能环

保理念,并不断地提升设计与施工技术,以促进我国节能

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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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测绘工程在建筑工程项目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没有完善的现代测绘基准标准化体系。本

文简要分析了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建议,为建立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工

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 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分析

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是利用已有测绘基础设施的基

础下, 通过创新、改革和融合等方式, 采用现代测绘新技

术, 将高新技术与测绘实施有机结合, 建设具有高精度、

高实用性、高效率的现代测绘基准体系。现代测绘基准

体系主要由大地基准、高程基准和重力基准管理服务系

统组成。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是服务社会城镇化发展和国

防建设的重要测绘基础设施。因此，我国大力开展现代

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发展 GPS 定位服务技术，提

高现代测绘基准体系的标准化水平和综合服务能力等

方面的工作。为了实现全国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的

建设，首先要建设区域性现代测绘基准体系。为了实现

这一全国性的目标, 我国大多数省份和城市都在进行现

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工作, 区域性现代测绘基准

体系建设, 尤其是城市测绘基准体系建设的进程较快,

为国家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但是，各地区经济、发展以及社会需求不一样, 导

致各地在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中仍然存在很

多问题,主要包括全国各区域性建设不统一、应用和服务

水平较差等。

1 我国现代测绘基准建设概述

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的建设是提升国民经济、

促进社会发展和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基础条件。传统测绘

基准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为社会经济发展、国防建设

以及测绘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用以及准确的测

绘保障。然而，原有测绘基准体系具有准确度低，功能较

少，服务能力不足等缺点，随着测绘技术的不断更新，已

经无法满足测绘时代的发展。因此，为了满足时代的发

展和我国信息化的建设，我国各省市和地区均已建设了

包括高精度平面控制网、精密水准网、城市 CORS 系统

和区域似大地水准面精化模型在内的现代测绘基准体

系。

我国的大地基准由 GNSS CORS 系统和大地控制网

组成和维持，并且能够得到准确度高、动态、三维、稳定

以及连续的观测数据，以观测数据为基础，随时提供定

位以及导航信息，促进及时和准确的获得定位信息和导

航信息。随着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高速

发展，需要对原有的基准站进行逐渐改进，并对北斗卫

星进行升级和改进，在全国范围建立基准站网，促进可

以在更大范围内实时获取动态定位导航信息和高准确

度以及高稳定性的位置信息服务系统。

我国的高程基准采用 1985 黄海高程系统，基准是

青岛水准原点及其高程值。通过与卫星大地控制网的联

系，实现对大范围内高程变化的监测。分米级（1-10dm）

精度大地水准面 -CQG2000 似大地水准面发展，大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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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了数字高程基准的发展。

2 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测绘工程中测绘新技术、测绘新设备、测绘新

方法的研究, 结合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技术要

求发现, 已完成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中仍存在

一些问题和缺点,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2.1 缺乏 GNSS CORS 的相关标准

我国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之

一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和建筑施工的大力发展。目前,我

国各行各业迎来了大规模 GNSS CORS 建设的热潮,各行

各业积极开展 CORS 网的建立和应用。但由于这些

CORS 网均为各行各业独立完成建设, 没有统一的建设

标准,缺乏整体统筹,导致这些 CORS 网之间无法互联、

互通以及数据共享, 而且 CORS 网的重复建设导致了资

源的浪费, 同时各 CORS 网获得的数据无法进行统一管

理以及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给国家带来管理上的隐患。

2.2 现行的测绘基准标准更新滞后

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快速发展,测绘技术、测绘仪器

以及测绘方法都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我国现行的测绘基

准体系已经无法满足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的

技术要求。例如,在大地基准方面,随着建设全球导航卫

星系统及其应用的迅速发展, 呈现很多卫星导航定位系

统并存的情况, 但是已有的测绘基准体系各方面的标准

仅适用于一个卫星导航系统, 不能同时应用于多个卫星

导航系统的使用；在重力基准方面,随着高科技测绘设备

的研发,各种新型高精度重力仪器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促

使重力测量技术和方法都发生了一定变化, 现行的重力

测量方面的标准已无法满足新测量技术和新测量仪器

的需求。因此,需要根据需求,对现行的测绘基准标准进

行及时的更新, 保证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的科

学性和先进性。

2.3 建设统一的现代测绘基准服务标准

我国目前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建

设统一的现代测绘基准服务标准体系能够更好的服务

于我国城镇化建设、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同时,

对我国重大工程建设以及加快社会经济和信息化建设

等都有促进作用。然而,由于区域性的差异,导致现代化

测绘基准体系的服务水平标准全国不统一。基于现代测

绘基准已完成部分,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发

挥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权威、规范、统一的应用服务。

2.4 各地区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不平衡

在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的过程中, 由于地区文

化差异、发展水平以及社会需求不一样,出现了经济发达

地区的省份和地区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进展

较快以及测量精度较高现象。

2.5 测绘基准体系不能实现全面共享

前期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主要集中在基础设

施建设、系统自动化管理、数据采集与分发处理等方面,

已建成的现代测绘基准系统的共享服务还是只是原始

数据的共享,不能实现全面共享的在线服务。

2.6 不能获取实时的、高精度的三维成果

基准分类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大地基准

GB/T 17159-2009 大地测量术语

GB/T 19391-2003 卫星定位系统术语及定义

GB 22021-2008 国家大地测量基本技术规定

GB/T 18314-2009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

GB/T 28588-2012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连续运行基准站网

技术规范

CH 8016-1995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型接收机

检定规程

CH/T 2008-2005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连续运行参考站网

建设规范

CH/T 2011-2012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连续运行基准站网

运行维护技术规范

CH/T 1022-2010
平面控制测量成果质量检验技

术规程

CH/T 2010-2011
海岛 ( 礁) 大地控制测量外

业技术规程

CJJ/T 73-2010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

范

工程文件
《国家现代测绘基准体系基

础设施建设技术规程》之一

工程文件
《国家现代测绘基准体系基

础设施建设技术规程》之二

高程基准

GB/T 12897-2006 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

GB/T 23709-2009
区域似大地水准面精化基本技

术规定

CH/T 8019-2009 数字水准仪检定规程

CH/T 8020-2009 因瓦条码水准标尺检定规程

工程文件
《国家现代测绘基准体系基

础设施建设技术规程》之三

重力基准

GB/T 17944-2000 加密重力测量规范

GB/T 20256-2006 国家重力控制测量规范

GJB 890A-2008 海洋重力测量规范

GJB 6561-2008 航空重力测量作业规范

目前全国范围的高程基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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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设现代测绘基准体系中平面基准和高程基准

相对独立, 高精度的区域似大地水准面精化成果尚未全

面建成,且未进行高精度的联测,因此,不能获取实时的高

精度的三维成果。

3 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建议

3.1 整体推进、区域先行

要完善国家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 就要确

保全国测绘基准的实用性和统一性。为了实现我国现代

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这一目标, 就要在全国推进的

基础上,加快区域性现代测绘基准体系的建立。区域性现

代测绘基准体系是全国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

的重要基础组成部分, 区域性现代测绘基准体系建立要

严格遵循国家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的要求,在

技术、精度与进度上与国家保持一致。有条件的省(市),要

率先推进本省（市）的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为

实现全国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

实践经验。

3.2 政府投入、共建共享

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

工程,需要在建设过程中不断的进行完善和改进,以及各

级政府有关部门的有效合作和共同建设。现代测绘基准

体系标准化系建设一般由政府为主导, 其他部门辅助的

形式进行统筹规划、统一标准、信息共享以及科学管理。

政府要加大投入,促进各部门的共同开发和建设,大力推

动测绘基准体系的共建共享, 不断完善现代测绘基准体

系标准化的建设。

3.3 制定 GNSS CORS 相关的标准

随着我国大规模的运用 GNSS CORS,在现代测绘基

准体系标准化建设过程中,GNSS CORS 也成为了当前测

绘行业发展的一个热门系统。CORS 系统在建设和应用

时由于各部门、各行业资源信息和建设需求存在较大差

异,导致 CORS 系统发展不平衡,不能实现 CORS 系统的

统一、互联互通。这就需要国家统一进行指导与协调,并

制定和完善相应的 GNSS CORS 建设标准和规范,以保证

CORS 系统的可持续和平衡的发展, 满足各行业以及各

区域的发展需求,同时满足我国测绘工程的长久发展、信

息互联互通等需求。

3.4 及时更新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中不适

用的标准

近年来,随着测绘新技术、测绘新设备、测绘新方法

的不断涌现,传统测绘形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基于传

统测绘工程制定的相关标准和规范已经不适用于现代

测绘工程,且无法满足现代测绘发展的需求。现代测绘基

准体系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的进行更新和完善, 只有

及时更新和修改不适用的标准体系, 才能满足现代测绘

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的需求, 促进我国测绘地理信息事

业的发展。

3.5 加大应用服务标准化推广

我国现已建成大型工程建设方面的现代测绘基准

体系,但在应用服务方面还有所欠缺,仍需要不断的进行

深化和推广。现有的测绘基准服务体系存在一定的限制

和缺点,无法有效推广已建成的现代测绘基准体系,这就

需要我国加快建设规范、统一的应用服务标准,使现代测

绘基准体系能更好地服务人民,服务国家。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 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的建设对测绘

行业的发展和提升社会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建

设时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由测绘主管部门和各

相关部门建立共建共享的服务体系。经济发达地区的省

(市) 应率先推进区域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的建设,

为国家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建设的提供有效的实

践经验。在建设过程中,要根据测绘工程的发展,不断的

完善和更新现代测绘基准体系标准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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