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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建设场地施工控制网点的选埋方法

张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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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施工控制网点的选埋是影响建设场地顺利开展和后续工程有效衔接的关键点。本文通过工程实例,详尽

地介绍了在当前建设场地普遍存着边设计边施工的情况下, 电力行业建设场地中的施工控制网点的选埋方法及实

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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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全国各地正掀起

新一轮的城市基础及工业基础建设高潮。近几年

来动工建设的项目不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 货

币投资量少至几亿到几十亿, 多至几百亿甚至上

千亿, 有的项目还一次性规划到三期以上建设周

期, 而且还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建设项目征地面

积大。现代的建设项目施工场地通常少至几百亩

大到几千亩, 甚至上万亩以上。如水利、通讯、火

电厂建设、机场建设、高速公路建设、化工基地建

设等。二是建设项目基础工作量多。现代的建设

项目由于征用耕地受到国家政策上的制约, 这类

建设项目场地基本上是利用丘陵地或荒地, 场地

整平就需要大面积开挖与回填, 甚至爆破。而路

通、水通、电通等附属工程施工量也有一定的工作

强度。三是建设项目建设工期要求短。现代的建

设项目一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立项, 业主在实施

该项目工程时, 往往考虑到贷款利率及市场变化

因素, 因此当场地整平条件适宜施工时, 通常情况

下会急不可待地开展下一道工作, 有的甚至是边

整平、边设计、边施工, 力争缩短建设周期。四是

建设项目综合性强。现代的建设项目通常是从无

到有, 不光是进入场地的一般三通一平建设, 还需

要紧随其后的场地路网、土建、绿化施工, 更主要

的是专业的设备安装及检测, 而根据行业颁发的

规程, 检测才是重中之重。五是建设项目参战的

单位多。现代的建设项目一方面要求建设工期

短, 另一方面又是多工种配合的综合性项目, 业主

在分标时即有意让尽可能多的有能力的施工单位

参加, 才能达到缩短施工周期的目的, 所以在场地

内参战的少至七、八家, 多至十几家, 场地形成了

复杂的项目组织, 单位之间因不同的任务, 不同的

施工目的, 考虑到自身的利益, 不可避免地出现

冲突。

1 施工建设场地的施工控制网点的选点

原则

针对上述建设项目的特性, 施工网布设前, 应

对新旧地形有个足够的认识, 必须读懂总平面图和

施工图, 初步拟定一个布设方案图, 根据设计方案

对控制网进行精度评估,逐渐优化施工方案直到最

理想状态 。一旦方案确定后, 应着手编写设计书,

设计方案应针对选点要求、放样方法、埋石工艺、观

测计算过程、校核及项目组织机构、工作进度、施工

设备、质量保证、安全施工等方面进行必要的阐述。

控制点选埋时, 除了考虑测量专业要求外, 还必须

遵循下列原则:

1) 相邻点之间通视除了保证良好外, 还必须考

虑到不少于三个以上的通视点。建设项目一旦进

入实施阶段, 各单位争分夺秒, 有时设站观测长达

10小时以上, 尤其是集中突击时段, 场地内不可避

免地出现设站或定向排队现象, 若多几个通视方

向, 就能尽量减少矛盾。

2) 控制点间间距不宜太长。有些小建设项目

中标的施工单位往往没有专业的测量人员,更不可

能拥有先进的测量仪器,只能利用传统的经纬仪加

钢尺进行施测。所以边长尽可能控制在 120 ~

150 m之间。

3) 除非特殊需要外,控制点应选埋在未来的空

地(非堆料场)或绿化带一带。因施工时可能需要

基础开挖或打桩, 开挖时大型设备的频繁进出及打

桩时的振动可能挤压周边的土层, 从而影响控制点

的稳定性。

4) 控制点点位标高应高于周围地面设计标高

10 20 cm左右, 有利于排水。

5) 施工控制网的坐标系统、高程系统必须与原

有的系统一致。当场地内有多于两个以上的原有



测图控制点时, 经检测无误后, 应征得业主或设计

人员认可,选用其中一个控制点平面坐标(或高程)

及一个方位角作为该网的起算数据,同时联测原有

的测图控制点, 并进行改算, 最终提交新改算的控

制点成果数据。

2 施工建设场地的施工控制网点的埋设

方法

施工控制网设计审核通过后,应利用场地内仅

存的控制点按设计坐标进行各控制点的放样, 放样

后的点位还可以根据实地情况做细微调整。点位

确定后应打上木桩标志供埋石使用。受场地边设

计边施工的限制,传统的埋石方式一旦受大型设备

的挤压、振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平面位移变形, 同

时受回填土压实度不足带来的自重固结也可能产

生了垂直沉降变形, 因此, 在施工建设场地内所布

设的控制点应尽可能嵌岩。埋石控制点嵌岩可借

助桩基施工机械进行, 但桩基机械施工移动不便且

成本高,业主往往不能接受, 最理想的施工机械是

采用 100型钻机钻进成孔再浇注制桩方法。具体施

工步骤为:

1) 钻机安置时,必须准确地对准测量人员放样

的钻孔位置,在土层部分用 350 500 mm 的合金

钻头钻至岩面, 再改用 130 mm 金刚石钻头钻入

岩层 1. 0 2 m。为了防止塌孔及沉渣, 钻探过程中

应用泥浆护壁及循环系统清除沉渣。

2) 将注浆管放置到钻孔低部, 利用钻机进行高

压注浆,水泥采用市场上通用的 32. 5R普通硅酸盐

水泥,水灰比为 1: 0. 5, 当钻孔内注满水泥浆时, 即

取出注浆管。利用钻机动力将 114 mm 钢管放入

钻孔内,并保证 114 mm 钢管与岩层接触紧密, 随

后对 114 mm钢管再次进行注浆。

3) 水泥浆初凝 24 36 小时后, 若控制点布设

在填方区域内, 即以 114 mm 钢管为中心, 开挖一

个 1400 1400 mm, 深度为 800 1000 mm 的深坑,

若控制点布设在开挖区域内, 则以 114 mm 钢管

为中心,开挖一个 800 800 800 mm 见方的深坑,

把测量标志点焊接在 114 mm 钢管上, 焊接测量

标志点时必须按设计高度标定标志点高度, 最后用

水泥混凝土浇筑承台且四周回填夯实。

4) 埋石点标志表面采用 300 300 10 mm 的

钢板为面板,钢板面上镶嵌 25mm 圆顶有  或

十 标志的铜芯。铜芯杆必须预留足够的长度, 利

用双螺丝紧扣在钢板上。圆顶标志专供高程控制

网观测时使用, 而  或 十 标志则专供平面控制

网观测时使用。钢板面上同时用醒目的红漆写上

该控制点的点号。

5) 控制点外围应设置钢管防护设施, 其规格

为 1. 4 m 宽 1. 4 m 长 0. 6 m 高, 钢管体外涂

红白相间的安全警示色, 以达到提醒过往机械设

备注意的目的, 且有利于测量工程技术人员寻找

(图 1)。

图 1 钢管防护设施

3 工程实例

国电福州发电有限公司在福清江阴半岛投资兴

建了一座火电厂,该项目工程总规划为二期, 规划占

地面积为60. 24 hm2。一期装机容量为 2 600 mW,

占地面积为 43. 7 hm
2
, 于 2005 年 1月初开始动工

建设。该建设场地东南边紧临兴化湾海岸,东西最

宽处约 900 m,南北最长处约 1000 m。征地范围内

除爆破一座小山包外, 回填面积约占征地面积的

图 2 国电福州江阴电厂施工控制网布设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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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根据现场踏勘及室内认真优化设计, 整个建

设场地共布设 32个控制点,实际在实施过程中因总

规划变更,最终只埋设 26个控制点。该控制网设计

方案中要求平面精度为一级小三角网, 高程精度为

国家三等水准。平面观测采用 6 台中海达 GPS 接

收机进行 E 级联测,高程采用 N3 严密水准仪以国

家三等精度进行连测, 室内采用严密平差法进行计

算,计算成果提交业主供场地内所有施工单位使用

(图 2)。

受我单位的委托, 福建省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站于 2005年 6月 20 日对该控制网进行检测, 检

测结果如表 1, 检测结论: 本批量测绘成果为 合

格 。

表 1 点位精度检测结果

2007年 12月,电厂顺利建成发电后,利用控制

网对该厂一期重要建筑物与水工建筑物进行变形

观测,三年来对控制网进行必要的检测均未发现异

常, 因此证明该施工控制网设计方案切实可行, 控

制点埋设牢固可靠, 点标志制作美观, 为电厂二期

的开工衔接提供有力的保障。

4 结束语

施工控制点选埋时,因不同的建设行业有不同

的要求, 对于施工场地开挖方量较大且边平整边设

计施工的建设场地,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控制点应

尽可能采用嵌岩埋设。有些特殊的专业行业考虑

到今后的设备安装及检测需要(如火电厂主厂房、

大中型水电站主厂房及坝址、核电站厂房、机场、矿

山监测等) ,除了埋石采用嵌岩外, 测量标志还应采

用强制归心装置, 以达到尽量消除点位变形误差及

重复设站误差影响之目的。因此在编写施工控制

网点的选点及埋设方案时, 除了要执行国家相关专

业规定外,还应针对施工场地的不同地质条件、建

设项目的专业用途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详尽

的阐述, 对施工控制网点的选埋提出合理的施工方

案, 以满足施工建设及今后发展需要提供强有力的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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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lected and Buried Method on Construction Control Network

Nodes of the Building Land

ZHANG Shun de

( Fujian Geo logical Eng ineering Academy, Fuzhou Fujian 350000, China)

Abstract T he elect ion and burying of construction contr ol nodes is a crucial step w hich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uilding

land and effective interface on the fo llow ing projects beneficial to the smoo th development of the key points of converg ence.

Through t he engineer ing example, and in the case of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at the same t ime on building land, this paper

introduced a selected and buried method on constr uction contr ol netw ork nodes of the electricity secto r building land and its ap

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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