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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建筑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布面广，就业量大，是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加强从业人员的技能培
训，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对推动建筑业的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依据《关于加强职业培训促进就业的意见》（国
发［２０１０］３６号）文件精神和原建设部颁发的《建设行业工种
目录》要求，孝感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组织资深专家在深入调研
和结合行业实际的基础上，编写了土木建筑类职业技能岗位
培训系列教材。

本套教材包括《砌筑工》、《木工》、《钢筋工》、《混凝土工》、
《测量放线工》、《架子工》、《抹灰工》、《油漆工》、《防水工》、《试
验工》、《水暖工》和《建筑电工》共１２个分册。教材编写结合
现行规范、标准要求，重点突出质量控制要点、质量通病的防
控、质量验收程序及相应表格的应用，注重实用与实效，力求
文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图文并茂，以期达到应知应会的
目的。

本套教材由湖北工程学院吴贻猛、文典、王金安、李峻峰、
孙淑芬、俞伟辉、李军、鲁威，湖北职业技术学院黄享苟、郭自
灿、陈卓、张敏华、黄宏勇、付仁俊、王义剑，孝感市建设职业技
能岗位鉴定站谢青云等编写。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湖北宇济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湖北全洲扬子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湖北楚雄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湖北鹏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孝感新科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湖北恒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孝感市广场建设有
限公司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孝感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二〇一二年七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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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测量放线工是土木建筑类的重要职业技能岗位之一。为
全面提高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生产操作人员技能水平，加快建
设行业生产操作人员技能建设，努力提升建设行业生产操作
人员整体素质，孝感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测量放线
工》培训教材。

本教材内容包括：常规测量仪器的使用说明、水准测量在
施工场地平整中的应用、基础线的放样及基坑深度控制、建筑
物轴线放样及引测、墙体施工测量和建筑施工坐标引测等。

本教材第一、二部分由黄享苟编写，第三、四、五部分由付
仁俊编写，第六部分由谢青云编写，第七部分由郭自灿编写，
由郭自灿负责本教材的统稿工作。

本教材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湖北恒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有
关专家的指导与审定，在此一并致谢！

本教材可作为土木建筑类相关技术工种的培训、自学之
用，也可以作为职业技术院校相关专业学生参考用书。

本教材知识体系涉及面广，专业技术性强，书中难免有疏
漏或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联系邮箱ｘｇｅｌｉｔｅ＠ｙａ－
ｈｏｏ．ｃｏｍ．ｃｎ），以便再版时修改完善。

编　　者
二〇一二年七月



目　　录

一、绪　论 （１）…………………………………………………

二、测量仪器操作方法 （２）……………………………………

　（一）水准仪作业原理及操作方法 （２）………………………

　（二）经纬仪操作说明 （９）……………………………………

　（三）全站仪功能介绍及菜单操作 （１４）……………………

　（四）激光垂准仪的使用方法 （２２）…………………………

三、场地平整及建筑物定位 （２４）………………………………

　（一）施工场地平整 （２４）……………………………………

　（二）交会法定位建筑物角桩 （２５）…………………………

　（三）全站仪坐标放样建筑物角桩 （２７）……………………

四、基础线的放样及基坑深度控制 （３２）………………………

　（一）经纬仪角桩引测控制桩 （３２）…………………………

　（二）水准测量基坑深度控制 （３３）…………………………

　（三）基础弹线 （３４）…………………………………………

五、建筑物轴线放样及引测 （３６）………………………………

　（一）建筑物轴线放样操作 （３６）……………………………

　（二）轴线桩的引测方法 （３７）………………………………

１



六、墙体施工测量 （４１）…………………………………………

　（一）墙体的定位测量 （４１）…………………………………

　（二）墙体各部位的标高控制 （４２）…………………………

　（三）墙体垂直度控制 （４４）…………………………………

七、建筑施工坐标引测 （４６）……………………………………

　（一）控制点坐标引测 （４６）…………………………………

　（二）控制点标高引测 （４９）…………………………………

参考文献 （５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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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　论

测量放线工是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特种作业人员之一，是
建筑施工现场实施建筑物定位、定形的主要技术作业人员。
建筑物的定位分为平面位置定位和竖向位置定位，平面位置
定位是按照施工图将建筑范围线以及建筑物角桩在施工现场
还原出来；竖向位置定位是对建筑物的标高进行控制，一般建
筑物的标高以既有道路为参照，大型工程的标高参考国家高
程系统。建筑物的定形是按照施工图中建筑构件的尺寸关系
将各构件的中心线（轴线）在施工场地范围内放样出来。

测量放线工必须身体健康，无听觉障碍，无色盲，矫正视
力不低于５．０，无妨碍从事本工种的疾病（如癫痫病、高血压、
心脏病、眩晕症、精神病和突发性晕厥症等）和生理缺陷，并具
备力学、机械等相关基础知识、消防知识、人身安全知识以及
防范各种意外事故的技能。

建筑施工现场从事测量放线工的人员必须按照《建筑施
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
术考核大纲（试行）》、《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操作技能
考核标准（试行）》等相关规定要求持证上岗。

测量放线工的考核包括理论考试和实践操作考核两个部
分，考试合格后，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劳动主管部门共同颁
发《职业资格证书》以及建设部监制、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核发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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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测量仪器操作方法

测量仪器是测量工作的基础，一名合格的测量员必须能
独立完成各种常规测量仪器的操作，在进行测量作业方法讲
解之前必须先熟悉仪器的操作方法。本部分内容主要讲解水
准仪、经纬仪、全站仪、激光垂准仪等一系列常规测量仪器的
操作方法。

（一）水准仪作业原理及操作方法

水准测量的操作原理是通过水准仪的水平视线观测两个
目标点上的标尺，求出两个目标点的高差。

１．高差

两点到同一水平面距离的差值称为这两点的高差，指的
是两点竖向方向的距离。例如：如果建筑物２层和建筑物１
层的高差为３．０ｍ，指的是２层楼面比１层楼面要高３．０ｍ。

２．高程

一点的高程一般是指这点沿铅垂线方向到似大地水准面
（海平面）的距离，又称海拔。如图２．１所示，Ａ点到海平面的
距离为ＨＡ，那么Ａ点的海拔为ＨＡ，Ｂ点到海平面的距离为

ＨＢ，那么Ｂ点的海拔为ＨＢ，Ａ、Ｂ两点的高差为（ＨＡ－ＨＢ）。

２



图２．１　高程示意图

３．高差的测量方法

要测量目标点Ａ和Ｂ 的高差，方法如下：在点Ａ和点Ｂ
上竖直地各立一根水准尺，在Ａ、Ｂ之间架设一台水准仪，水
准仪的作用是能获得一条水平视线，那么水准仪在水准尺Ａ
和水准尺Ｂ 之上会获得两个读数ａ、ｂ。则Ａ、Ｂ两点的高差
为ｈＡＢ＝ａ－ｂ，见图２．２。

图２．２　高差测量

４．水准仪

水准测量所使用的仪器为水准仪，配套工具为水准尺和

尺垫。水准仪按其精度分为ＤＳ０５、ＤＳ１、ＤＳ３、ＤＳ１０几种等级。
“Ｄ”和“Ｓ”是“大地”和“水准仪”的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其
下标的数值为每千米水准测量的误差，以毫米计（０５代表

３



０．５ｍｍ，１代表１ｍｍ，依次类推）。ＤＳ０５、ＤＳ１ 级水准仪一般称
为精密水准仪，ＤＳ３、ＤＳ１０级水准仪一般称为工程水准仪或普
通水准仪。本节主要介绍建筑施工常用的ＤＳＺ３型水准仪
（图２．３），其按照构造可分为基座、水平部、照准部三大部分。

图２．３　ＤＳＺ３型水准仪构造

（１）基座
基座位于仪器下部，主要由轴座、脚螺旋和连接板等组

成。仪器上部通过竖轴插入轴座内，有基座承托。脚螺旋用
于调节圆水准气泡，使气泡居中。连接板通过连接螺丝与三
脚架相连接。

（２）水准器
水准器主要用来整平仪器、指示视准轴是否处于水平位

置，它是操作人员判断水准仪是否水平的重要部件。普通水
准仪通常有圆水准器和管水准器两种。

①圆水准器
圆水准器顶部玻璃内表面为球面，内装有乙醚溶液，密封

后留有气泡，球面中心刻有圆圈，其圆心即为圆水准器零点，
当气泡居中时，圆水准器水平。圆水准器的精度较低，用于仪
器的粗略整平。

４



②管水准器
管水准器又称水准管，它是一个管状玻璃管，其纵向内壁

磨成一定半径的圆弧，管内装乙醚溶液，加热融封冷却后在管
内形成一个气泡，由于气泡较液体轻，气泡处于管内最高位
置。水准管内壁圆弧的中心（最高点）为水准管的零点，过零
点与圆弧相切的线称水准管轴。当气泡中点处于零点位置
时，气泡居中，这时水准管轴处于水平位置。由于水准管的精
度较高，因而用于仪器的精确整平，见图２．８。

（３）望远镜
望远镜是水准仪上的重要部件，用来瞄准远处的水准尺

进行读数，它由物镜、目镜、调焦螺旋、十字丝分划板组成，望
远镜的放大率一般在２０倍以上。

物镜的作用是使远处的目标成像在十字丝平面上，通过
调节调焦螺旋，可使不同距离目标成像清晰地落在十字丝分
划板上，在测量过程中物镜必须对准观测目标。目镜的作用
是使观测员通过目镜能观看到清晰的物像，通过目镜调焦螺
旋，可使十字丝影像清晰，水准测量时，用十字丝交叉点和中
丝瞄准目标并读数。

（４）水准仪的装箱
规范的仪器装箱方法对保护仪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ＤＳＺ３型水准仪装箱时将望远镜物镜朝向左手方向，将仪器
基座朝下，如图２．４所示。

ＤＳ３ 型水准仪装箱时，将望远镜物镜朝向左手、仪器侧
放、圆水准器朝上放置，见图２．５所示。

５



图２．４　ＤＳＺ３型水准仪装箱 图２．５　ＤＳ３ 型水准仪装箱
　　

５．水准尺

水准尺是水准测量中用于高差量度的标尺，制作水准尺
的材料一般有木材、铝材和玻璃钢等，水准尺的总长度有２ｍ、

３ｍ、５ｍ等几种规格。

图２．６　水准尺及尺垫

（１）塔尺
一般由五节尺身套接而成，结

构类似可伸缩的钓鱼竿。不用时，
缩在最下一节之内，长度略大于
１ｍ，如图２．６（ａ）所示。将尺全部
拉出，长度可达５ｍ。塔尺携带方
便，但连接处常会产生误差，一般
用于精度较低的水准测量，须注意
的是塔尺为合金材料，禁止使用塔
尺在带电区作业。

（２）木质水准尺（双面尺）
如图２．６（ｂ）所示，水准尺的尺面每隔１ｃｍ印刷有刻度分

划，每分米处注有数字，双面尺一面为黑白分划，称为“黑面
尺”；另一面为红白分划，称为“红面尺”。黑面尺的尺底端从
零开始注记读数，而红面尺底端从某一数值（４６８７ｍｍ 或

６



４７８７ｍｍ）开始，称为零点差。利用红、黑面尺零点差可以对
水准读数进行检核，提高水准测量的精度。

（３）尺垫
水准测量中有许多地方需要设置转点，为防止观测过程

中尺子下沉而影响读数的准确，应在转点处放一尺垫，如图
２．６所示。尺垫一般由平面为三角形的铸铁制成，底部有三
个尖脚，便于踩入土中，使之稳定。上面有一突起的半球形小
包，将水准尺立于半球形小包之上。

６．水准仪的安置

水准仪的安置是水准仪操作的基础，只有将水准仪调平
后，望远镜视线才能水平，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读数。在安置仪
器之前，应设置好三脚架：松开架脚上的３个制动螺旋，拉伸
脚架，使三脚架的安置高度约在观测者的胸颈部，旋紧制动螺
旋，三脚等距分开，使架头大致水平，泥土地面架设仪器，应将
三脚架的三个脚尖踩入土中使脚架稳定。打开仪器箱取出水
准仪，置于三脚架头上用连接螺旋将仪器牢固地连接在三脚
架架头上。

（１）圆水准气泡粗平
水准气泡的水平是通过脚螺旋来调节的，在调节过程中

需注意两个原则：左手法则和同步法则。
①左手法则：气泡的移动方向始终与左手大拇指的移动

方向是一致的。
②同步法则：左右手同时调节能加快气泡水平的进度，须

注意的是，左右手必须做相对运动，切忌左右手做同向运动，
否则两个脚螺旋对气泡产生的作用会相互抵消。

例如：如图２．７所示，气泡未居中而位于ａ处，则先按图
上箭头所指的方向用两手同时相对转动脚螺旋①和②，气泡
将沿①和②连线方向移动，使气泡移到ｂ的位置。然后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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