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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香港西铁为例,从人力、物力和制度三方面论述了测量部门高效运行的物质基础, 同时又降低了测量

事故发生率,值得我们好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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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Based in H ong KongW est Ra il as an exam ple, th is paper discussed the founda tion w hich survey departm ent operates effi

ciently from three aspects o f hum an resources, m ater ia l resources and sy stem. M eanwh ile, it reduced the surv ey acc ident rate. It is va lu

able fo r us as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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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目前,随着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普遍推广、计算

机硬件、电子测量仪器的发展及一些配套软件的开发,特

别是电子版设计图和测量计算与绘图软件的配套出现,

使它们相互联接真正达到了从数据的采集、传输、处理到

成图的自动化和机电一体化, 实现了硬件与软件的完美

结合和数据共享。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程项目,项

目部在充分利用这些高科技产品的基础上,从组织机构、

职责制度方面对测量部进行管理。这样不仅大大降低了

测量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了测量的服务效能,而且有效

地减少了测量事故的发生。下面就笔者在香港西铁工程

的施工,浅谈以下几点体会。

1 组织机构

在项目机构设置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把

测量从传统的工程部分离出来,成立了与工程部、质检部

等部门平行的测量部,总测量师直接对项目经理和总工

程师负责 (如图 1所示 )。成立测量部的目的就是为了加

强测量管理工作,为创建一流质量的精品工程打好基础,

更好地为工程建设服务。项目测量部主要任务是复测业

主提供的首级控制网、加密施工控制网、原始地形测量、

施工放样与安装测量、竣工测量、建筑物的变形观测、测

量竣工资料编制等。另外,在测量部内部要做到组织机

构精简明确,根据承建工程项目的工程量大小、施工条

件、技术难度等配置相应测量人员。一般总测量师至少

配备两名高级测量师,他们分管放样、中间交工与竣工测

量和原始地形地物的测量、变形测量、检查施工放样工

作。高级测量师配备适当的以测量师或助理测量师为队

长的测量队,具体人员配置如图 2所示。并将参加施工的

测量人员个人履历、姓名、主要业绩等报请监理工程师及

业主审批。

图 1 项目组织机构

F ig. 1 Projec t organ ization



图 2 测量部组织机构及职责

Fig. 2 Survey departm en t organ ization and responsib ility

2 仪器和软件配置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根据承包工程项目的类

别、工程量大小以及施工测量的精度要求确定测量仪器、

设备、软件的配置。但在国内不少工程项目上,不管是高

精度的控制测量,还是一般的施工测量经常出现一台仪

器用到底的情况。配置的平差计算软件须有技术鉴定认

证,没有经过技术鉴定认证的平差计算软件不能用于控

制网平差计算以及施工测量计算。凡有大型控制网计算

的工程项目必须以保证大型控制网平差计算成果的可靠

性、科学性。

国外工程对设备和软件的配置比较宽松,一般每个

测量队拥有一台 (套 )计算机和仪器,每个高级测量师拥

有一台 (套 )高精度仪器、计算机。根据施工测量任务和

精度要求进行如图 3所示的仪器设备配置。

图 3 仪器设备配置

Fig. 3 In strum ents con figure

3 人员职责及内容

测量部人员配备齐全,分工清楚,职责明确。一般工

程项目人员按测量目的进行分工,如施工放样测量队、变形

监测测量队、原始地形测量队、独立检查测量队等。对于较

大的项目,先进行划分,然后再按测量目的进行分工。

3. 1 总测量师

测量部实行总测量师负责制,并具有高级测量师资

质。总测量师在项目总工程师的领导下,负责施工测量

技术管理,组织和监督各项测量任务的实施,解决有关测

量技术问题,具体工作包含以下内容:

1)编制测量计划、施工测量方案和贯彻执行各种技

术标准、技术规范和测量操作规程;

2)负责测量人员的培训及考核;

3)配置、维修、送检各种仪器;

4)签发各种图纸、文件、工作计划等并组织会审;

5)协调测量部、工程部、设计部、监理部等其他部门

的工作;

6)组织布置测量部内部各组 (队 )工作;

7)上报测量部的各种报表。

3. 2 高级测量师

高级测量师在总测量师的领导下, 具体组织实施各

自范围内的以下工作。

1)负责仪器、工具的定期检校、确保仪器的处于正常

精度范围内,并建立相应的仪器、检校、维修、检定、使用台

账并使之具有唯一标示。

2)布置管理测量队每天的工作 (如建立二级控制、施

工放样、检查放样、检校模板、监控测量、中间交工、竣工、

原始地形地物测量等 ),计算检查主要轴线并提供必要的

图纸、方案和数据向测量师作技术交底,监督施工测量方

案实施。

3)对测量队的外业工作做内业处理。包括从全站仪

上把数据下载到电脑上进行计算并制作文本 (. txt)文件,

输出到 CAD制图软件 (M icrostation、Autocad )上绘图, 把

实测图与设计图相比较,量测出误差,提交给工程部为下

一步的调整作好准备,并作好每一项工作的资料存档。

4)施工测量放样方法、施工测量方案以及施工放样计

算数据报请监理工程师审核批准;对二级控制测量,编制测

量成果表,经检查复核无误后,送交测量监理工程师核查。

3. 3 测量队

测量队施行测量师或助理测量师负责制, 在高级测

量师的指导下,执行以下任务:

1)负责仪器的日常维护保养,分别建立履历卡片和

台账,填写使用保养记录。确保所用测量仪器、设备、软件

满足本项工程测量定位、放样、平差计算精度要求。

2)检核高级测量师提供的测量资料;遵循国家、行

业、地方相关技术标准、规范的规定,严格按照建筑物或

构筑物的定位、放样精度要求、测量规程和仪器操作规程

具体完成每天的测量任务,并确保外业记录的完整、清晰

和整洁,以便内业整理。

3)编写施工测量日志。

3. 4 独立检查队

独立检查队同测量队一样, 在另一个高级测量师的

指导下,独立执行以下任务:

1)负责仪器的日常维护保养,分别建立履历卡片和

台账,填写使用保养记录。确保所用测量仪器、设备、软件

满足本项工程测量定位、放样、平差计算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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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用于协调 3D产品质量检查工作。不断创新进取,持

续改进,逐步完善形成一套多元化的检查体系。

5. 2. 1 检查员与作业员间的沟通

作业员在作业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随时与检查员

沟通,检查员及时根据技术要求与技术负责商讨解决。

确保作业员的作业过程顺利进行,以提高作业与检查效

率。

5. 2. 2 检查员与检查员间的沟通

针对作业员在作业过程中出现和提出的问题,检查

员及时总结,检查员间达成一致,告知作业员合理解决。

保证检查工作顺利进行,确保 3D产品质量。

5. 2. 3 检查员与软件编程员的沟通

由于 3D产品生产的多样性,甲方所需产品的要求不

断变化,每一批任务要求各不相同,需要检查员了解作业

员在作业过程中出现的难题及时告知编程人员,与编程

员协商随时编辑一些相关程序,减轻作业员作业疲劳度,

提高作业员作业效率。

5. 2. 4 检查员与技术负责的沟通

针对在检查过程中所总结出的问题及作业员反馈的

信息,结合生产任务的具体内容与要求,协同技术负责编

写技术总结。经过与技术负责的沟通,为其提供具体建

议,以完善技术总结的精确性及实用性。并为下一步生

产任务做好铺垫工作。

在 3D产品基础质量检查中, 各人员职责分明,调度

有序,协作有章法,能有效地将工作差错减至最少,使检

查工作顺利、有序地运行,保证产品质量。

6 结束语

在 3D产品质量检查过程中,我们无论是制定检查体

系,还是执行检查体系,都不能忽略人 -机 -环境因素的

影响,特别是人文环境因素的影响。可以说,人机交互式

是执行质量检查的过程, 而环境直接影响人机交互转化

的效果。

3D产品生产基础质量检查有其优良的技术指标,但

要使其使用效能发挥至最大,取决于人 -机 -环境系统,

因此,应大力推进人-机-环境系统在 3D产品基础质量

检查中的应用,促进 3D产品生产的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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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抽查其他测量队所做的工作,例如:控制测量、原

始地形地物测量、变形测量等,以检查其工作质量的可靠

性。

3)百分之百检查其他测量队所做的放样测量、施工

队所立的模板、完全固定前所组装的结构物等,以确保测

量放样的正确性和结构物的施工精度。

4)编写施工测量日志。

3. 5 设计协调员

在总测量师的指导下,具体协调设计部、工程部和测

量部之间关于图纸的变更和施工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为

高级测量师提供更及时的设计和图纸信息。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以上 3点从人力、物力和组织机构上有效

地为测量部的高效运行提供了物质基础,既强迫施工队

提高了立模、组装的精度,又降低了由于测量错误而导致

的损失。测量队与独立检查队分属两个高级测量师管理

起到了从读图、计算到施测的双重检核。特别是独立检

查队的设置,不仅从机构上保证了换手测量的名副其实,

而且对工程部管辖下的测量队的工作做到了有效监督,

值得我们借鉴。在国内很多项目上,制度上的换手测量

和互检形同虚设,没有从人员上进行解决。另外,各种软

件的相互配套、电子版设计图 (电子版设计图仅供参考,

施工以纸质图纸为准 )的出现使测量师如虎添翼,大大提

高了测量人员的生产效率。可以说既是现代测量的一大

特色又是现代测量发展的必然趋势,值得我们好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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