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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全国骨干交通网数据采集监理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情况，质量控制措

施和效果，工程监理中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概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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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概况

公路交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保障。随着国家

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的加大，优化交通运输

调度，及时掌握公路路况及新增道路里程，管理和

养护好现有公路，合理使用管理养护费用，建立公

路路网数据库及 <4- 系统是一件急待实施的基础

工作。因此，国家测绘局为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

和社会需求于 ",,, 年至 &### 年实施国、省道道路

数据采集，建立 " G’ 万全国骨干交通网数据库，给

国民经济建设提供有力的测绘保障。

全国骨干交通网数据采集工程覆盖我国除台

湾省、澳门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外的所有地区。四

川测绘局承担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

江西、西藏 $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省道共计

$’!&HIJ 的数据采集任务，由所属四川省第一测绘

工程院和四川省第三测绘工程院采用高精度的车

载 <%- 技术共同完成。任务工程量及测区分布见

表 "。

表 " 单位：IJ

序号 测区 总数 国道 省道 作业单位

" 云南 "’+"H ,"*+ !’++ 四川省第一测绘工程院

& 西藏 "#,$$ ’H*’ ’’’* 四川省第一测绘工程院

* 江西 ,$"+ !*+’ *HH& 四川省第三测绘工程院

H 湖南 "##$, !#&H H#!’ 四川省第三测绘工程院

’ 广西 ,+$" ’&"+ H’!H 四川省第一测绘工程院

! 重庆 H&’+ &’$’ "!+& 四川省第一测绘工程院

+ 四川 "H+$, $+,* ’,,! 四川省第一测绘工程院

$ 贵州 "#"$, !$,$ *&," 四川省第一测绘工程院

& 工程监理的组织、实施情况

国家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根据国

家测绘局“关于下达 " G ’ 万数据库工程监理试点

任务的通知”精神，对四川测绘局承担的全国骨干

交通网数据采集工程进行了监理。

监理工作从生产单位进行作业人员培训开

始，经过监理试运行（生产单位试生产）至监理工

作全面开展，贯穿了整个工程。监理过程中主要

采用了外业旁站监理、监理例会、内业数据检核等

办法。

为了保证监理工作能够达到监理的目标要

求，使监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地开展，在工程监

理中监理组制定了《全国骨干交通网数据采集监

理试点办法（试行）》、《全国骨干交通网数据采集

监理内容》、《全国骨干交通网（广西测区、湖南测

区）数据采集监理试点办法》、《全国骨干交通网

;<%- 数据检核》等工作文件。监理工作受到业主

国家测绘局的支持和指导。《全国骨干交通网数

测绘信息网网友--测绘人提供



据采集监理试点办法（试行）》在国家测绘局组织

的有陕西测绘局、黑龙江测绘局、海南测绘局、四

川测绘局参加的全国骨干交通网数据采集工作会

议上进行了专题讨论（西安 !""" 年 ! 月 !# $ %"
日）。监理开始前国家测绘局召开了有生产单位、

监理组共同参加的监理实施工作会议，审定了监

理内容、目标，保证了监理工作的正常开展。监理

组和生产单位也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使生产

状况、生产进程、生产中发生的问题能够以最真实

的形式及时反映到监理组，同时也保证了监理工

作的意见能完整地贯彻落实到生产作业中。

监理工作实施中选择了四川省第一测绘工程

院作业的广西测区、四川省第三测绘工程院作业

的湖 南 测 区 实 施 外 业 旁 站 监 理，监 理 里 程 约

&%!’()*+。

表 !

基准站旁站监理 流动站旁站监理

广西测区 巴马基准站（新建） ,%!%（%"’*+）

湖南测区 - 花慈 #!

- 湘乙 %)

,!"#（’")*+）、
,%&.（&/’*+）
0&1"&（%’*+）、
0&1&"（%!"*+）、
0&1%1（&""*+）、
0&1’1（!)*+）、
0&1)&（&/()*+）

四川试点区 龙泉基准站
,"’"（&!"*+）、
,&"1（&’"*+）

内业数据编辑和精度检核选择了重庆测区

（四 川 省 第 一 测 绘 工 程 院 生 产）的 ,%&.、,!&"、

0&"1、0!"&、0&./ 五条国、省道（里程约 )""*+）。

监理实施过程中监理例会 &" 次，敦促生产单

位停、返工 %（条·次）。及时处理和汇报了生产作

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 监理主要执行依据

（&）全国骨干交通网数据采集项目设计书

（!）全国骨干交通网数据采集技术规定

（%）全国骨干交通网数据采集实施方案

（’）全国骨干交通网数据采集检验规定

（)）23!""& 4 .!《全球定位系统（,50）测量规

范》

（/）四川省骨干交通网数据采集专业设计书

及批复

（#）重庆市骨干交通网数据采集专业设计书

及批复

（1）西南地区骨干交通网数据采集专业设计

书及批复

（.）湖南省、江西省骨干交通网数据采集专业

设计书及批复

（&"）全国骨干交通网（广西测区、湖南测区）

数据采集监理试点办法

（&&）全国骨干交通网数据采集监理内容

（&!）全国骨干交通网数据采集监理试点办法

（&%）23&""! 4 .)《测绘产品检查验收规定》

（&’）23&""% 4 .)《测绘产品质量评定标准》

’ 工程监理中的质量控制措施和效果

工程质量控制是这次监理工作的主要内容。

监理组根据工程设计和作业依据的要求，审定了

生产单位的资质、作业人员资质。对仪器装备的

配置进行了检查，重申了生产作业单位建立和完

善两级检查、一级验收制度，加强质量保证体系的

必要性。以旁站监理为主及时发现问题，通过监

理例会协商和处理重要质量问题，并对数据成果

进行内业检核。

本次工程监理中发现和处理了以下主要质量

问题：

（&）对因差分软件问题造成少数路段解算后

只有附属地物点，没有道路轨迹、高程均为“!”号

的事故进行停、返工。

（!）高山河谷地带公路两侧树高林密、遮盖严

重地区，导致许多路段无法正常接收卫星信号时，

要求作业组减慢车速或进行单点定位，保证成果

质量。

（%）对在施工中出现故障或运行不良的 ,50
接收机、计算机等仪器设备，要求及时撤换、检修，

避免对工程质量造成不良影响。

（’）要求外业数据采集时增加采集铁路交叉

口，铁路交叉口按照“交叉口”类别采集，名称项下

注记“铁路”。

（)）对“飞点”、“失锁”等问题及时上报项目领

导部门，并要求及时发现失锁现象，在超过规定里

程时进行重测。

（/）及时指出了数据编辑中对道路属性内容

及附属设施的主次关系处理不妥当的做法，提出

了以保证精度为前提，兼顾合理性的正确方法。

（#）基准点记录手簿中，新建基准站名称不规

范。作为重要问题处理。

（1）对元数据文件中有关款项的填写错、漏进

行改正和补填。

) 经验与教训

本次工程监理属于 & 6) 万数据建库工程监理

（下转第 &%. 页）



表 ! 镜站至道路中线的垂直距离

点号 "#（$） %#（$） &#（$） &’（$） (#（$） !)（$）

* +’’,*-!+. /’*0’,-*.* *0-11* 0-2*2 !*-100 3 *2-*./

2 +’’21-/!. /’2*..-/1* 2’-/’! 0-.’+ .*-+1/ 3 *-,,1

. +’’’1-’12 /’2.’,-’,, 2*-**2 +-.’* 2!-.., /-,*2

! +’’’+-1!2 /’2/20-.+/ *0-/10 0-*,1 2*-*!1 0-.01

/ +’’20-.,. /’2,+2-.0, *1-/*0 ,-22. *+-2,, +-0/1

表 / 在假定坐标系及转换至大地坐标系中与 ) 点对应的垂足点坐标

点号 "4足（$） %4足（$） "足（$） %足（$） 区间

* ’ 3 22/-1.! +’’.’-’,* /’*0’2-!2/ 直线段（*）

2 *-+*! *’!-.,’ 0+++!-,22 /’2*.’-/.1 缓和曲线段（*）

. **-+’+ 20’-+** 0++0!-,2/ /’2.’,-’,1 圆曲线段（*）

! 2-’,. 3 **.-’0’ 0++00-/!! /’2/2+-0*+ 缓和曲线段（2）

/ ’ */*-+.! +’’’+-*11 /’2,+!-’., 直线段（2）

由（25）式知，表 ! 中的!) 6 ’ 表示必须将反

光镜向着道路中线方向移动，!) 7 ’ 表示必须将

反光镜背着道路中线方向移动。表 / 的“区间”列

为由程序自动判别出来的边坡点所在的中线区

间，后面括弧内的数据代表所处的假定坐标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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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由于业主、生产单位和监理单位三方面对这

项工作都十分重视，监理取得的成果比较完整，监

理效果也比较明显。经验与教训方面主要有以下

几点值得总结。

/ :* 经验方面

/ :* :* 监理组织得力、内容具体、目标明确

（*）本次监理由于组织得力，从生产培训、试

点开始即介入监控，直到既定任务完成，监理与施

工紧密结合，保证了监理工作的完整性和全面性。

（2）监理实施的内容具体，目标明确，并且作

为监理的依据形成文件，保证了在监理过程中的

贯彻执行。

/ :* :2 监理方法采用得当

工程监理中通常采用的方法有旁站、测量、试

验、严格执行监控程序、指令性文件、拒绝支付六

种，根据本次监理工作的内容和目标，结合生产作

业的特点，监理中主要使用了以下方法：

（*）外业数据采集旁站监理：流动站旁站监

理、基准站旁站监理、数据编辑旁站监理；

（2）外业监理例会：汇总和处理生产作业中的

有关问题；

（.）成果数据精度检核：

从 * ; * 万地形图上量测国、省道上道路交叉

口、桥梁端点的准确位置坐标，经坐标换带、系统

转换后与 (<=) 采集的同名点位坐标比较，得出坐

标较差，计算出 (<=) 国、省道观测数据精度。

（!）监理各阶段形成的工作文件、文档完整、

系统。

/ :2 教训方面

（*）本次监理主要是工程质量监理，对作业进

度、工程投资、合同管理、组织协调等监理的内容

尚未涉及，与监理工作倡导的三控、二管、一协调

的要求也有较大距离。

（2）本项工程中影响生产作业质量、成果质量

主要因素是项目组总体组织方面技术准备工作不

充分。指定的用于工作的软、硬件性能尚不十分

完善。如：数据处理软件对“飞点”问题始终没有

较好地解决；图形编辑软件的不完善：丢失属性、

<(> 文件较大时软件频繁中断、跨带作业时道路

轨迹和相关属性不能相连接；部分 <=) 接收机内

存容量小、性能不稳定、抗干扰能力不强、锁星能

力弱容易造成信号中断影响作业效率；技术依据

修订次数较多。

（.）作业单位人员资质达不到监理要求，某一

作业分院配置的人员中最高职称仅为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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