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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近年来经济在不断进步,工程建设以及管理工作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点关注,同时一些

工程在建设过程中还有可能受到滑坡的影响而出现安全问题,所以在发展过程中有关部门就将GPS技术

应用到了工程滑坡监测中,进而通过滑坡监测来解决滑坡对工程建设带来的威胁,同时还可以有效降低

工作人员监测难度。那么在实际工作中相关施工单位以及工作人员就要将GPS技术应用重视起来,进而

在技术应用过程中有效提高工程建设效率与质量,并为我国社会与经济稳定发展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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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各施工单位近

年来已经将滑坡监测当成预防滑坡事故

出现的重要手段,进而通过合理的方式

将工程建设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滑坡事

故预估出来,同时还可以为工作人员的

滑坡治理带来有效帮助。那么GPS定位技

术应用就成为了监测人员的工作重点,

因为这一现代化技术具有很多优点,在

这一技术应用过程中不仅可以有效降低

工作人员监测难度,同时还可以保证相

关监测数据的准确性,进而为滑坡治理

带来有效帮助。那么本文就针对GPS技术

在滑坡监测中的应用与优势进行论述,

希望可以为相关工作人员带来帮助。 

1 滑坡监测 

1.1滑坡监测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工

程建设需要妥善建立,但是由于城市中

可使用的土地面积较少,所以这些工程

就需要在较为偏远的地区完成建设,这

就使得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极易出现滑坡

事故,但是这一事故又属于自然灾害,施

工人员无法准确预估出其出现时间,同

时也无法预估出事故会对工程建设带来

怎样的威胁[1]。所以在科学技术不断发

展背景下,相关施工单位为了有效预估

滑坡灾害出现的时间、地点、影响,就开

始利用滑坡监测的方式进行防治,进而

通过相关数据总结来有效获取滑坡信息,

以保证可以做到及时预估有效预防。 

1.2滑坡外部变形监测 

在滑坡监测过程中滑坡外部变形监

测经常被工作人员应用,因为这一监测

方式可以对滑坡区域外部进行监测,在

滑坡监测过程中内部、外部信息监测是

十分重要的工作环节,只有将内外信息

进行有效整理才能做到合理分析与治理

滑坡。所以说在滑坡监测过程中滑坡外

部变形监测就成为工作人员需要重点关

注的问题,进而通过准确的数据来有效

判断滑坡事故可能会出现在哪里,同时

还可以准确了解到滑坡会对整体施工带

来怎样的影响, 终通过精准数据来治

理滑坡。 

1.3 GPS自动化的特点介绍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相关施工

单位为了保证滑坡监测数据更加准确,

同时也为了可以更加高效的预估出滑坡

位置就将GPS技术应用到了监测工作中,

工作人员利用GPS卫星定位可以直接构

建出形变体三维坐标。同时GPS技术在滑

坡监测中还具备以下几点优势,首先就

是在监测过程中不会受到外界环境影响,

同时还不需要工作人员进行通视,有利

于工作人员进行野外实时监测。其次就

是GPS技术可以准确采集与同步数据,进

一步提高了滑坡监测工作有效性。 后

就是GPS技术所采集出的数据准确度极

高,同时还可以进行全天自动监测有效

节省了人力消耗。尽管GPS技术在滑坡监

测各项优点十分鲜明,但是其大地高精

度还是存在一定缺陷,所以在利用这一

技术进行滑坡监测时就要针对技术薄弱

环节进行优化,进而有效提高GPS技术的

应用效率[2]。 

2 GPS滑坡监测网的设计原则 

2.1 GPS滑坡监测网的技术设计 

相关工作人员在利用GPS技术进行

滑坡监测时一定要注意,监测时一点要

关注滑坡监测网的设计,进而根据相关

标准以及施工实际情况对滑坡监测网进

行设计,以保证滑坡监测网可以帮助工

作人员有效开展各项工作。工作人员在

对GPS滑坡监测网精度与密度进行调整

时,一定要根据相关标准以及工程变形

测量的需求与基本技术需求开展工作。

若是需要利用GPS技术进行滑坡体变形

监测,那么就需要在工作中根据国家B级

网精度要求进行调试,调试中还要根据

施工场地实际情况来整理出密度值,

终还要保证布设监测点的变形可以准确

展现出施工场地滑坡体变形规律。 

2.2 GPS滑坡监测网的网点及网形

的设计 

GPS滑坡外观监测网点以及网形设

计会影响到整个监测工作,所以工作人

员就要将设计工作重视起来,并根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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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原则来确定基准点点位。首先就是基

准点点位设计一定要选择在地质环境较

好的区域进行,以保证点位可以更加稳

定,其次就是要关注基准点位是否能够

满足GPS观测需求, 后就是在点位设计

过程中一定要通过实际情况来判断基准

网点设立位置。工作人员在准备时还要

重视起GPS滑坡外观监测点点位的选择,

外监测点一定要在能够展现出滑坡变形

特征的位置设立,同时设立过程中也要

关注点位是否能够满足GPS观测需求。工

作人员还要在网形布设过程中根据实际

情况选择不同的网形结构,以保证在监

测中可以通过准确的图形开展更加高效

的工作[3]。 

2.3 GPS滑坡监测网的施测 

工作人员在外业观测过程中通常会

利用静态相对定位的方式将野外数据整

理出来,但是数据采样率就需要根据实

际情况来制定,通常情况下为十到十五

秒。同时工作人员在利用GPS技术进行外

业观测时还要关注以下几点,首先就是

要确定观测卫星数量,通常为了保证观

测准确性卫星数量不能少于四颗,其次

就是要注意图形强度因子GDOP值是否合

理,若是GDOP值较小这就证明卫星与测

站可以形成更加准确的几何图形,若是

GDOP值越佳那么就表明可以在观测过程

中获得更加良好的成果,那么工作人员

就需要根据实际需求来选择GDOP值,

后就是要注意量取天线高,在丈量时工

作人员一定要取天线相位中心为参考。 

3 监测布设 

3.1平面控制测量 

在本次测量中施工单位选择北京坐

标系、高斯投影、三度分带以及中央子

午线一百一十四度的标准,高程系则利

用黄海高程系统进行测量。平面控制测

量的首级则利用唐河水电站测图期间控

制点GPS4、GPS5、GPS19及GPS2,通过工

作人员在现场的细致检查后确定标志未

受破坏,通过工作人员整理确定可以进

行准确成图, 后工作人员决定图根控

制测量利用GPS-RTK方式进行[4]。 

3.2地形测量 

那么工作人员在开始工作前就要对

场地环境进行整理,以保证场地环境能

够满足GPS卫星信号接收需求,进而保证

监测数据更加精准。工作人员在测量中

则利用全站仪与GPS-RTK测量方式相配

合进行数字化采集,成图软件工作人员

则利用广州CASS2008内业成图软件。同

时地形图基本等高距以及高程注记分别

为五十厘米与一厘米。那么工作人员在

测量过程中就要找到基准点,同时工作

人员还将建筑物外墙基础外角当作范围

线。测量过程中还是要以实际情况为准,

并将施工区域内的林地全部标记符号。 

3.3数据处理 

工作人员在监测中利用GPS静态观

测的方式进行滑坡监测,但是在实际监

测时因为部分基准点设立时间比较长,

所以就需要通过复测来判断基准点是否

能够满足基本需求。所以在工作中相关

工作人员就布设了六个变形点,其中一

个点位为新埋点。工作人员在观测过程

中利用四台S86GPS接收机,同时工作人

员还对静态标称精度进行确定,平面与

高程的精度分别为3mm+1PPm、5mm+1PPm,

并进行三十分钟以上的同步观测。但是

因为勘查面积过小再加之沉降观测基线

距离过短,这些问题都对观测平差产生

了影响,还有就是因为该工程施工期限

较短,所以就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观测

周期,这就为滑坡位移速率评价工作产

生了影响。所以工作人员在监测中就要

通过测量结果进行统计,并将综合数据

进行整理来获取沉降量折线图[5]。 

4 结束语 

通过以上总结可以看出,在当前这

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背景下,GPS技术为

滑坡监测工作带来了一定帮助,但是由

于各种因素影响使得GPS监测工作还是

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工作人员在监测

过程中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对GPS监测技

术进行优化,进而在优化过程中整理出

相对完善、高效的应用方式。笔者相信

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过程中,通过工作

人员以及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GPS技术

一定会为滑坡监测工作带来更加高效的

帮助,进而推动我国工程建筑健康稳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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