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建材矿山工程测量技术规范

Technical code for engineering surveying 

of building materials mine 

GB/T 51178-2016 

主编部门：国家建筑材料工业标准定额总站

批准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施行日期： 2 0 1 7 年 4 月 1 日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6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建材矿山工程测量技术规范

GB/T 51178 2016 

女

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 jhpress. com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11 号国宏大厦 C 座 3 层

邮政编码： 100038 电话：（010) 63906433 （发行部）

三河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850mm× 1168mm 1/32 2. 5 印张 60 千字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l 次印刷

* 统一书号： 1580242 • 987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僵权必究

侵权举报电话：（010) 63906404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出版部调换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1278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建材矿山工程测量技术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建材矿山工程测量技术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T 51178-2016 ，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6 年 8 月 18 日



目U 昌

本规范是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3 年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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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 1 为统一建材矿山工程测量的技术要求，做到技术先进、保

证质量、安全适用、经济合理，制定本规范。

1. 0. 2 本规范适用于建材矿山工程建设和生产运营期间的测量

工作。

1. 0. 3 建材矿山工程建设和生产运营期间应进行工程测量。

1. 0. 4 建材矿山工程测量技术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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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设计测量 survey in design phase 

建材矿山工程建设在设计阶段所需测量工作的统称。

2.0.2 施工测量 survey in construction phase 

建材矿山工程建设在施工阶段所需测量工作的统称。

2.0.3 生产运营测量 survey in productio日 opera ti on phase 

建材矿山在生产运营阶段所需测量工作的统称。

2.0.4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所有在轨工作的卫星导航系统的总称，简称 GN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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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建材矿山工程测量宜分为设计测量、施工测量和生产运营

测量。

3.0.2 建材矿山工程根据采矿方式可分为露天采矿工程和地下

采矿工程。

3.0.3 建材矿山工程分类应按表 3.0. 3 的规定确定。

表 3.0.3 建材矿山工程分类

工程类别 工程内容

普通建筑工程 附属厂房、公共建筑等

－般工程
土（石）方工程；场地平整工程；基坑、基槽、管沟工程；

电力供应及排水系统

采矿场工程
采准剥离工程；竖井工程；巷道工程；贯通工程；天井、

溜井、响室；竖井井筒装备安装和井架、井塔施工

开拓运输及破碎输送工程 矿山道路；带式输送机、运矿索道

废石场工程、尾矿库工程 拦挡坝工程

3.0.4 建材矿山工程建设规模根据矿石年开采量可分为大型、中

型和小型。

3.0.5 矿山工程控制测量应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统，特殊

情况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其他坐标系统。

3.0.6 矿山工程控制测量成果数字取位要求应符合表 3. 0. 6 的

规定。

表 3. 0. 6 控制测量成果数字取位要求

角度（ ") 长度（m) 坐标（m)

0.001 0.001 

3.0.7 地面平面控制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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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区地面各等级平面控制网宜采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CGNSS）定位测量和电磁波测距导线测量；

2 静态 GNSS 定位测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量规范》

GB 50026 的有关规定；动态 GNSS 定位测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CRTK）技术规范》CH/T 2009 的规定；

3 电磁波测距导线测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量规

范》GB 50026 的有关规定；

4 无特殊要求时，测区首级平面控制网的精度等级应符合表

3. 0. 7 的规定；

表 3.0.7 测区首级平面控制网的精度等级

矿山工程建设规模
测区首级平面控制网的精度等级

大型

中型、小型

量
－

dqE 
捆
以
一

位
一
等
一
级

定
一
四
一
－

S

一
于
一
于

川
一
低
一
低

G

→
不
－
不

太
也
一

静
一

电磁波测距导线测量

不低于四等

不低于一级

5 测区内平面控制测量投影长度变形值不应大于 2. ~cm/km 。

3.0.8 地面高程控制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区地面首级高程控制网宜采用水准测量、电磁波测距三

角高程测量和 GNSS 拟合高程测量，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

程测量规范》GB 50026 的有关规定；

2 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和 GNSS 拟合高程测量宜与平

面控制同线路进行；

3 元特殊要求时，测区地面首级高程控制网的精度等级应符

合表 3. 0. 8 的规定；

表 3.0.8 测区地面首级高程控制网的精度等级

矿山工程 测区地面首级高程控制网的精度等级

建设规模 水准测量 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 GNSS 拟合高程测量

大型 不低于四等 不低于四等

中型、小型 不低于五等 不低于五等 不低于五等水准测量的精度要求

• 4 • 



4 高程控制点的间距宜控制在 lkm～ 3km 之间，但一个测

区及周围至少应有 3 个高程控制点。

3.0.9 各等级平面和高程控制点应埋设固定标石。点位在基岩

露头区可采用凿石制点，点位在非基岩露头区可埋设普通标石或

采用混凝土现场浇注。标石应稳定且易于长期保存。标石规格宜

按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 的有关规定执行。

3.0.10 井下平面控制测量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 的规定，井下高

程控制测量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B 的规定。

3. 0.11 地形图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I 地形图比例尺选用宜按表 3.0.11-1 的规定确定；

表 3.0.11-1 地形图比例尺选用

适用范围比例尺

1:2000 

1:1000 

1:500 

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竣工、生产运营、闭坑

施工图设计、竣工、生产运营、闭坑

2 地形图的分幅、编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量规范》

GB 50026 的有关规定；

3 地形类别划分应根据图幅范围内绝大部分的地面倾角 α

按表 3. 0. 11-2 的规定确定；

地形类别

地面倾角

表 3. 0. 11-2 地形类别划分

平坦地

α＜20 

丘陵地

20＜α《6。

山地

60＜α《25。

高山地

α＞ 25° 

4 地形图基本等高距的选用应按表 3. 0. 11 3 的规定确定；

表 3. o. 11-3 地形图基本等高距（ m)

地形类别
比例尺

1=500 1=1000 1=2000 

平坦地 0. 5 0. 5 1 

丘陵地 o. 5 1 2 

山地 1 1 2 

高山地 1 2 2 

注：一个测区同一比例尺，应采用一种基本等高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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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图根平面控制测量、地形图测绘方法与技术要求、纸质地

形图数字化、数字高程模型、地形图的修测与编绘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 的有关规定；

6 当采用摄影测量法成图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摄

影测量规范》GB 50167 的有关规定；

7 地形图图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1 : 500 、 1 : 1000 、

1=2000 地形图图式》GB/T 7929 的有关规定；

8 地形图要素分类代码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1 : 500 、

1=1000 、 1=2000 地形图要素分类与代码》GB 14804 的有关规定；

9 数字地形图测量软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软件应适合矿山工程测量作业特点，满足本规范的精

度要求；

2）软件应功能齐全、符号规范、界面友好、操作简便；

3）软件应采用常用的数据、图形输出格式；

4）对软件特有的线型、汉字、符号，应提供相应的字库文件；

如软件应具有用户开发功能和网络共享功能。

10 图形输出设备应满足大比例成图精度要求；

11 地形图应经过内业检查、实地全面对照和散点实测检查。

质检方法及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1 : 500 、 1 : 1000 、

1=2000 地形图质量检验技术规程》CHIT 1020 的有关规定；

12 数字成图应提交成果说明文件、数据采集原始数据文件、

图根点成果文件、碎部点成果文件、地形图成果文件；图形文件与

相关的数据文件应一一对应，文件的格式宜与国家标准统一或便

于相互转换，并应便于显示、编辑和输出。

3. 0.12 测量工作开始前应根据任务要求编写技术设计。技术设

计的编写要求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C 的规定。

3.0.13 各类测量仪器、工具应定期检定，并应在有效期内使用。

测量工作前应对仪器、工具进行检验和校正。

3.0.14 测量成果资料应进行检查和验算，合格后方可使用。



3.0.15 测量最终成果应同时有电子版成果数据和纸质成果

资料。

3.0. 16 在符合本规范要求的前提下，宜采用经过鉴定且行之有

效的新技术、新方法获取测量成果。

3.0.17 建材矿山现场进行测量作业时，应遵守矿山工程建设安

全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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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测量

4. 1 一般规定

4. 1. 1 设计测量应在指定区域内为矿山工程设计提供基础成果。

4.1. 2 测量前应收集可行性研究报告、矿产地质勘查报告、可供

利用的地形图、卫星遥感影像资料、最新交通图和各类等级控制点

资料。

4.1. 3 设计测量应充分利用矿产地质勘查成果等已有相关测量

成果。

4.1. 4 已有测量成果坐标系统符合本规范要求的，经检核后可直

接利用；不符合本规范要求的，应进行相应的联测或转换，并经检

核后方可利用。

4.1. 5 已有地形图成果符合本规范第 3 章规定，且修测面积不超

过原图总面积 20%的可进行修测，否则应进行重测。

4.2 地形测量

4.2. 1 地形测量前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控制网加密或直接布设

图根控制。加密控制测量应按本规范第 3.0. 7 条～第 3.0. 9 条的

规定执行。

4.2.2 地形测量应符合本规范第 3. 0. 11 条的规定。

4.2.3 线路带状地形图，可按小一级比例尺地形图的规定进行测

绘，也可利用同等比例尺或小一级比例尺的地形图编制；沿线变化

较大的地物、地貌应予以修测。

4.2.4 地形要素取舍可根据工程需要和委托方要求确定。

4.2.5 局部施测大于 i:soo 比例尺的地形图，可按 1=500 地形图

测量的要求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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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定位测量和断面测量

4.3.1 工程地质勘探点、勘探线的定测和放线测量宜采用极坐标
法、边角交会法、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CGNSS）测量等方法，且勘探
点、勘探线端点定测的点位中误差、高程中误差不应超过 3cm 。
4.3.2 带式输送机或运矿索道等重要运输线路的断面测量、中线
测量、曲线测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 的
有关规定。

4.4 设计测量成果

4.4.1 设计测量应提交测量成果报告，测量成果报告应包括下列
内容：

1 测区平面和高程控制点成果表、展点图；

2 测区地形图；

3 局部复杂地段大比例尺地形图；

4 运输线路断面图；

5 工程地质勘探点、勘探线测量成果。

4.4.2 采用航空摄影测量方法时应提交正射影像图、数字高程模
型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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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测量

5. 1 一般规定

5. 1. 1 地面工程施工前应在施工区布设施工控制网。平面和高

程控制基准点应设立可长久保存的点位标石。

5.1. 2 地面、井下施工控制测量应采用统一的平面坐标系统和高

程基准。通往地面的井巷宜进行联系测量。

5.1. 3 测区已有控制网满足施工测量要求时，可不再单独布设施

工控制网。

5.1. 4 地面施工控制网布设应符合本规范第 3. 0. 7 条～第 3. 0. 9 

条和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 的有关规定。

5.1. 5 施工测量前应验算与测量有关的数据，并应核对设计图上

的平面坐标系统、高程基准和几何关系。

5.1. 6 施工测量时应根据施工计划现场测量和校核工程的平面

位置、底板标高、边坡坡度等设计指标。

5.1. 7 施工用的基准点应至少每月复核 1 次。

5. 1. 8 施工中的变形监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量规范》

GB 50026 的有关规定。

5.1. 9 普通建筑工程的施工测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量

规范》GB 50026 的有关规定。

5.2 一般工程的施工测量

5.2.1 土（石）方工程的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土（石）方工程施工前，应根据工程特点和要求 9采用横断

面法、方格网法等分别计算填方和挖方的工程量；

2 土（石）方工程量进行核实和平衡调配计算应符合现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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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标准《建材矿山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GB 50842 的有关规定；

3 士（石）方工程施工中，监测临时排水沟、截水沟的施工质

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材矿山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 GB

50842 的有关规定；

4 土（石）方工程竣工后，应测绘土（石）方工程竣工图。

5.2.2 场地平整工程的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场地平整工程施工前，应按工程施工计划完成工程放线工

作，并应按设计要求标出挖填高度、场地边线；

2· 场地平整工程施工过程中，测量和校核平面位置、底面标高和

边坡坡度，场地的长度、宽度、边坡坡度、标高等工程数据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建材矿山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GB 50842 的有关规定；

3 边坡加固后应设置边坡监测点进行变形监测；

4 场地平整工程竣工后应测绘场地平整工程竣工图。

5.2.3 基坑、基槽、管沟工程的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坑、基槽、管沟工程开挖前，制定监测方案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 50497 的有关规定；

2 基坑、基槽、管沟工程的开挖过程中应随时监测；基底预留

的人工清理层厚度、超深值、断面尺寸、坡面坡度、铺砌厚度等指标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材矿山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GB 50842 

的有关规定；

3 基坑、基槽、管沟工程竣工后应测绘基坑、基槽、管沟工程

竣工图。

5.2.4 电力供应及排水系统工程的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现场测设线路中心线，标定转向点和转向角，并应根据

地形情况和架杆间距离，定出架杆位置桩并注明里程和编号；

2 应测量各线路的纵、横断面图；

3 应按设计要求测量线路两侧的建（构）筑物、地形以及空间

交叉跨越的位置、交角和高度等；

4 建（构）筑物地下电缆、管路和排水沟等工程施工时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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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设中心线，测绘纵、横断面图，并应在施工边桩上标记出开挖深

度。电缆（或管路）敷设完毕后、封盖前，应进行纵断面和主要节点

位置的测量，并绘制成图。

5.3 采矿场工程的施工测量

5. 3. 1 采准剥离工程的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准剥离工程施工前，应按工程施工计划复核地形图，并

应进行采准剥离工程施工所需的平面及高程控制测量；

2 采准剥离工程施工中，监测采准剥离平台的标高、边坡坡

度、边坡底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材矿山工程施工与验收规

范》GB 50842 的有关规定；

3 采准剥离工程竣工后，应测绘采准剥离工程竣工图。

5.3.2 竖井工程的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竖井施工前，应依据工程施工计划和竖井工程设计图进行

施工放样；

2 竖井井筒中心和十字中心线的测定、竖井施工测量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冶金工程测量规范》GB 50995 的有关规定；

3 竖井施工中应及时绘制实测导线图和纵向剖面图；

4 竖井工程竣工后应实测井筒纵横断面图、铜室平面及位置

图、井底车场布置图、线路坡度图等竣工图。竣工图上应反映井筒

中心坐标、井口标高、井筒深度及与井筒连接的各巷道口和主要榈

室的标高和方位。

5. 3. 3 巷道工程的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巷道工程施工测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冶金工程测量规

范》GB 50995 的有关规定；

2 巷道沿斜坡矿层顶板或底板的施工，当能满足设计要求

时，倾斜巷道可只挂中线，水平巷道可只挂腰线；

3 用钻爆法开凿对穿、斜交、立交巷道时，应准确测量巷道

工程图；



4 巷道施工竣工后应实测平面图、断面图，并应编制井上、井

下对照图。

5.3.4 贯通工程的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贯通工程测量前，应编制贯通工程测量设计，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贯通工程测量设计应根据贯通工程精度和施工的要求，

预计贯通点的误差，预计误差宜为中误差的 2 倍；

2）贯通工程测量设计应按施工设计要求制定测设方案、

选择测量仪器设备和工具、确定测量方法和贯通限差

要求；

3）贯通工程测量设计应绘制贯通工程控制测量设计图，比

例尺不宜小于 1=2000;

4）当预计误差值超过允许偏差时，应利用陀螺定向和光电

测距等技术提高测量精度；

5）贯通工程测量设计书应报审。

2 贯通工程施测应符合测量设计要求；在实测过程中应随时

评定实测精度，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应再次测量；

3 贯通工程测量应进行导线测量，边长归化到投影水准面的

改正和投影到高斯克吕格平面的改正；当导线通过倾斜巷道时，

应进行测量仪器竖轴的倾斜改正；

4 贯通工程测量导线的最后 3 个测站应牢固，且最后一次

标定贯通方向时，两个相向工作面间的距离应大于 50m；计算贯

通的方向和距离时可采用各次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或加权平

均值；

5 贯通工程施工过程中，应及时填绘贯通工程进度图反应工

程进展情况，比例尺不宜小于 1=2000;

6 贯通后应在贯通点处测量贯通实际偏差值，并应联测两端

导线，计算各项闭合差。贯通工程测量完成后，还应进行精度分

析，并作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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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天井、溜井和榈室的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前，应依据工程施工计划和工程设计图纸进行施工

放样；

2 采用普通法施工时应每掘进 5m 后校核 1 次中心线，对斜

溜井还应挂设腰线；

3 井筒中心坐标、井口标高、与井筒连接的各水平运输巷

道和主要桐室的标高、井筒深度、井筒内径等测量指标应符合设

计要求；

4 施工完成后，应实测绘制井筒纵横断面图、榈室平面及位

置图、井底车场布置图、线路坡度图等竣工图，竣工图上应反映井

筒中心坐标、井口标高、井筒深度等数据。

5.3.6 竖井井筒装备安装、井架和井塔的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竖井井筒中心和十字中心线的测定、竖井施工测量、罐道

梁安装测量、井架和井塔施工测量及附属设备安装测量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冶金工程测量规范》GB 50995 的有关规定；

2 井筒装备安装、井架和井塔施工竣工后应实测绘制竣工图。

5.3.7 矿井联系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联系测量工作前应编制施测方案；

2 联系测量工作应由项目部测量技术负责人统一指挥；

3 联系测量应至少独立进行 2 次，在互差不超过限差时，应

采用加权平均值或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成果；

4 近井点测量、一井定向、两井定向、陀螺仪定向、高程联系

测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冶金工程测量规范》GB 50995 的有关

规定。

5.4 开拓运输及破碎输送工程的施工测量

5.4.1 矿山铁路、公路等道路工程的施工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矿山道路工程所需的控制测量、线路的定测与放线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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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线桩定测与复测、横断面测量等技术要求应符合本规范

第 3.0. 7 条～第 3. 0. 9 条的规定，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

量规范》GB 50026 的有关规定；

2 矿山道路工程所需的线路测图比例尺应符合本规范表

3.0.11-1 的规定；

3 矿山道路工程施工过程中测量控制点标志无法保留时应

设置保护桩，将控制点移至不易被破坏的地点；

4 矿山道路工程施工过程中应进行监测，路基、路槽、边沟、

路肩、涵洞、挡土墙及护坡的施工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材

矿山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GB 50842 的有关规定；

5 矿山道路工程竣工后，应测绘路基工程竣工图。

5.4.2 带式输送机、运矿索道的施工测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 的有关规定。

5.5 废石场工程和尾矿库工程的施工测量

5. 5. 1 废石场和尾矿库拦挡坝工程的施工控制测量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三等以上精度的控制网点及坝轴线标志点，应设置强制归

心观测墩；

2 在坝轴线两端、坝体以外，不受施工、滑坡或爆破等影响的

适当地点，应设置永久性标石，并应标明桩号、架设标架；

3 拦挡坝的首级控制网精度和坝轴线、副线精度要求应符合

表 5. 5. 1 的规定；

表 5. 5. 1 拦挡坝的首级控制网精度和坝轴线、副线精度要求

坝体长度 坝体等级 首级控制网精度 坝轴线、副线精度

平面控制等级不应低于
平面精度不应低于四等

平面控制测量精度要求；
二三500m 1 、 2 级 二等；高程控制等级不应

高程精度不应低于四等水
低于三等水准

准测量精度要求

15 • 



续表 5. 5. 1 

坝体长度 坝体等级 首级控制网精度 坝轴线、副线精度

平面控制等级不应低于
平面精度不应低于一级

平面控制测量精度要求；
l 、 2 、 3 级 四等；高程控制等级不应

高程精度不应低于五等水
低于四等水准

<SOOm 准测量精度要求

平面控制等级不应低于

4 、 5 级 一级；高程控制等级不应

低于五等水准

注：当采用其他测量方式施测首级控制网和坝轴线、副线时，测量精度指标应与本

表规定相当。

4 平面控制测量宜采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CGNSS）测量或

电磁波测距导线测量；

5 四、五等水准测量可采用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代替，五

等水准也可采用 GNSS 拟合高程测量代替；

6 各等级控制网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

量规范》GB 50026 的有关规定；

7 坝体周围设置的平面和高程控制点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分别编号并绘制控制网分布图；

2）控制点应妥善保护、定期校核，每年应复测 1 次或 2 次；

3）当标桩被破坏、丢失时，应立即补设；

4）当坝区遭受烈度为 5 度以上地震时，应对全测区的控制点

进行全面校测．校测时应沿用原有编号，不得任意修改。

8 坝区平面和高程控制点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各控制点应设在建筑物轮廓线以外，不得妨碍施工，引测

应方便；

2）各控制点宜设在不会被水淹没的基岩、平地或平缓的

坡地；

3）各控制点宜设在不受爆破、开挖施工影响和不发生崩塌、

无岩溶影响、不易风化破碎的岩石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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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控制点宜设在没有发生隆起、沉降、蠕变和不受冻融影

响的土层。

5.5.2 拦挡坝施工期间所有施工定线、进度、工程量、竣工等测量

原始记录、计算成果和绘制的图表，以及隐蔽工程的资料，均应及

时整理、校核、分类、整编成册并妥善保存。

5. 5. 3 拦挡坝的变形监测宜按现行国家标准《冶金工程测量规

范》GB 50995 的有关规定执行。

5.6 竣工总图的编绘与实测

5. 6. 1 矿山工程项目竣工后，应编绘或实测竣工总图。

5.6.2 矿山工程竣工总图应包括矿区地形图、工业广场平面图、

井底车场平面图、采掘工程平面图、主要巷道平面图、井上井下对

照图、井筒断面图。

5.6.3 竣工总图的编绘或实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量规

范》GB 50026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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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产运营测量

6. 1 一般规定

6. 1. 1 生产运营测量应包括开采现状测量、采矿场边坡监测、重

要工程监测、地下采空区地面位移监测、矿山闭坑现状测量。

6.1. 2 生产运营测量可利用测区内已有的等级控制网或施工控

制网成果，也可按需加密或补充控制网。加密或补充控制网应符

合本规范第 3. 0. 7 条～第 3. 0. 9 条的规定，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 的有关规定。

6.1. 3 监测基准网的建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量规范》

GB 50026 的有关规定。

6.1. 4 各类监测工作结束后应编写监测报告。

6.2 开采现状测量

6.2.1 开采现状测量应按国家矿产资源管理的有关要求进行，并

应绘制成图。

6.2.2 开采现状测量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测量采场的轮廓及矿界；

2 绘制采场平面图、断面图。

6. 2. 3 采矿场爆破工程测量、采剥矿岩量验收测量、贮矿验收测量

宜按现行国家标准《冶金工程测量规范》GB 50995 的有关规定执行。

6.2.4 废石场和尾矿库应至少每月进行 1 次现状地形测量，并应

根据工程设计需要做不定期的局部测量。

6.2.5 井下采区测量应包括采区内的联系测量、次要巷道测量、

回采工作面、各种碎部测量和井下采区采掘验收测量。

6.2.6 采区内的定向测量应以采区控制导线为基础，采用下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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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一进行：

1 应通过两个竖直巷道定向；

2 通过一个竖直巷道定向，可采用双垂线瞄直法、三角形连

接法，但两根垂线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0. 5m; 

3 通过倾斜或急倾斜巷道，宜采用光电测距导线。条件不允

许时，可采用斜线辅助垂球法、牵制垂线法。

6.2.7 采区内定向测量的测角、量边应按采区控制导线的要求进

行，两次定向结果之差不应超过 14 ＇。

6.2.8 采区内通过竖直巷道导人高程，当采用钢尺法进行时两次

导人高程之差不应大于 5cm；当采用激光测距法进行时两次导人

高程之差不应大于 lcm 。

6.2.9 在采区次要巷道中，为填图敷设的碎部导线，应以采区控

制导线为基础，力求敷设成闭合或附合导线。

6. 2.10 用罗盘仪在没有磁性物质影响的地方敷设碎部导线，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导线边长应小于 20m，导线最弱点距起始点不宜超过

200m，相对闭合差不应大于 1/200;

2 磁方位角应在导线边的两端各测 1 次，两次之差不应大于 20;

3 导线边的倾斜角，可用悬挂半圆仪测定，高程相对闭合差

不应超过 1/300;

4 边长可用检查过的皮尺丈量，读至厘米。

6. 2. 11 回采工作面每月的测量次数，应能满足生产和回采率计

算的要求，至少应测出工作面月末位置。

6.2.12 回采工作面测量应以导线点为基础，采用的仪器、工具和施

测方法应能保证测量工作面长度和进度的相对误差不超过 1/200 。

6. 2.13 测量回采工作面时，还应测出充填区和矿柱的位置、矿层

厚度和采高等数据。

6.2. 14 井下碎部测量可采用支距法、极坐标法或交会法等方法

进行。
• 19 • 



6.2. 15 井下采区采掘验收测量宜按现行国家标准《冶金工程测
量规范》GB 50995 的有关规定执行。

6.3 采矿场边坡监测

6.3.l 采矿场边坡监测周期应根据采矿场工程的级别、设计要求
和水文、气象、地形、地质地貌、建筑物结构及布局、基坑深度、开挖

断面和施工方法等因素综合确定。

6.3.2 采矿场边坡监测方法、监测内容及精度要求，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 的有关规定。

6.3.3 每次监测工作结束后应完成野外观测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检查野外作业观测手簿；

2 计算相邻点间的水平距离在观测线方向上的投影长度和
所有观测点的高程；

3 按观测线计算各种移动与变形；

4 绘制观测区域地形图、观测线垂直下沉曲线图、观测点水
平移动与水平变形曲线图、观测点在垂面内的移动向量图；

5 当边坡上个别地区发生滑坡后，需绘制滑落体平面图与
断面图，比例尺为｝： 200 、｝： 500 或｝：｝ 000 ，并编写监测工作小
会主
”ι~ 0 

6.4 重要工程的监测

6. 4. 1 矿山大型建（构）筑物、带式输送机、运矿索道、废石场和尾
矿库拦挡坝等重要工程在运营期间，应进行变形监测。

6. 4. 2 矿山重要工程变形监测项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
测量规范》GB 50026 的有关规定。

6.5 地下采空区地面位移监测

6. 5. 1 地下开采时应进行采空区的地面位移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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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地面位移监测点宜设置成直线，并宜与矿层走向垂直或平

行；在受地面建（构）筑物设施限制的情况下，也可设成折线。

6.5.3 地面位移监测的工作基点和监测点的埋设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非冻土地区埋设深度不应小于 0. 6m；冻土地区测点的底

面宜设在冻结线 0. 5m 以下；

2 点位标石应采用现场浇注式或混凝土预制件；

3 当地表至冻结线下 0. 5m 内有含水层时，宜采用钢管式

桩点；

4 点位在基岩露头区可采用凿石制点；

5 监测点应便于观测和保存。

6.5.4 工作基点和监测点应在点位标石埋设稳定后再进行观测。

6.5.S 地表水平位移监测应按四等电磁波测距导线的精度要求

进行，垂直位移监测应按二等水准的精度要求进行。

6.5.6 在地表移动的初始期和衰退期，可根据开采深度、回采工

作面推进速度和顶板岩性等具体条件，每隔 1 个月～3 个月进行 1

次位移监测。在地表移动活跃期，每月不应少于 3 次位移监测。

6.5.7 进行监测时，对→条观测线上所有点的高程测量应按二等

水准的精度要求进行，并应在 1 日内完成。

6.5.8 发现地表受地下开采影响而产生了裂缝和塌陷要素后应立

即进行测量，并应在地表沉降、位移观测记录簿上注明发现日期。

6.5.9 每次观测工作结束后，应及时完成下列工作内容：

1 野外作业于簿检查；

2 观测点的高程计算；

3 相邻点间的水平距离在观测线方向上的技影长度计算；

4 各观测点的下沉值及水平移动值；

5 相邻观测点间的垂直变形与水平变形计算等。

6.5.10 每次观测求得的各观测点高程附合差和边长附合差，应

进行近似平差，并应按平差结果计算各种移动和变形值。观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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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完成后，应按设计要求绘制移动与变形曲线及其他图标，地质断

面图中应能清晰标示出地面沉降与位移曲线。

6. 5.11 地表沉降和位移的主要参数和各种移动值的确定，应根

据最后 A次全面观测的结果进行。

6.5.12 一个观测站结束后应进行成果资料整理。多个观测站结

束后，应综合分析、总结矿区地表沉降与位移的基本规律。

6.6 矿山闭坑现状测量

6.6.1 矿山闭坑应进行闭坑现状测量。

6.6.2 矿山闭坑现状测量的技术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 3 章的有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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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成果质量检查

7. 0. 1 成果质量检查应依据技术设计、测量任务书和委托验收文

件等进行。

7.0.2 成果质量检查应实行过程检查和最终检查制度。过程检

查和最终检查均应为 100%的成果全面检查。

7.0.3 各级检查工作应独立、按顺序进行，不得省略、代替或颠

倒顺序。

7.0.4 过程检查应包括各作业组在上交成果前的组内自查、组间

互查和项目部检查。

7.0.5 组内自查应在作业当天进行，组间互查应在全面自查的基

础上进行。一旦发现遗漏或错误，应立即补测或改正。

7.0.6 项目部检查应由测量单位作业部门的专（兼）职质量检查

人员承担。当项目部检查中发现有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时，应

退回作业组进行整改。整改后应进行复查，直至检查合格为止。

7.0.7 最终检查应由测量单位的质量管理部门负责实施。当最

终检查中发现有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时，应退回项目部进行整

改。整改后应进行复查，直至检查合格为止。

7.0.8 检查过程应填写检查记录。

7.0.9 提交最终检查的成果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技术设计；

2 各级平面及高程控制网（点）成果；

3 各类记录文档；

4 各类图形数据文件和输出的检查图件；

5 技术设计规定的其他文件资料。

7. 0.10 最终检查完成后应编写成果质量检查报告，成果质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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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质量检查工作概况；

2 受检成果概况；

3 质量检查内容及方法；

4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5 质量综述及质量统计；

6 质量检查结论；

7 附件。

• 24 • 



8 成果报告编写与验收

8. 1 一般规定

8. 1. 1 测量任务完成后，作业单位（或部门）应编写成果报告。

8.1. 2 成果报告应为项目建设方合理使用成果提供方便。

8.1. 3 成果报告应对测量技术设计文件和作业依据等执行情况、

测量工作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处理方法、成果质量、新技

术的应用等进行分析和总结，并应作出客观的描述和评价。

8.1. 4 测量成果应实行验收制度。

8.2 成果报告的编写

8.2.1 成果报告应由概述、作业依据、测量工作实施、成果质量说

明、提交测量成果及资料的清单五部分组成。

8.2.2 “概述”中应概要说明任务来源、测区概况、已有资料利用

情况、工作目标、技术要求、完成的工作量等总体情况。

8.2.3 “作业依据”中应列出有关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等内容。

8.2.4 “测量工作实施”可按技术设计的作业流程分章节编写 9并

应主要说明、评价测量作业依据的执行情况以及技术性更改情况，

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主要技术问题和处理方法，特殊情况的处理及

达到的效果，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情况，作业过程中的经验、教

训II 、改进意见和建议等内容。

8.2.5 “成果质量说明”中应简要说明测量成果的质量控制情况

和精度评价。

8.2.6 “提交测量成果及资料的清单”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各类控制网点分布图及控制点成果表；

2 测区各类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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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区各类竣工图；

4 测区各类纵、横断面图；

5 各类工程点定位测量成果表；

6 各类测量原始记录；

7 其他应提交和归档的资料。

8.2.7 成果报告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内容应真实全面、突出重点、文理通顺、表达清楚、结论明确；

2 名词、术语、公式、符号、代号和计量单位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 的有关规定；

3 成果报告的幅面、封面格式和字体、字号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测绘技术总结编写规定》CHIT 1001 的有关规定。

8.3 成果提交

8.3.1 成果提交应分为向用户提交和归档提交两部分。向用户

提交的成果资料应按任务书（或合同书）的规定执行，归档提交的

成果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成果报告；

2 成果质量检查报告；

3 本规范第 8. 2. 6 条规定的全部成果资料；

4 下列测量原始记录资料：

1)各类地面控制测量和地形测量记录簿；

2）地面各项工程施工测量记录簿；

3）重要贯通工程测量记录簿；

4）地表及建（构）筑物的沉降、位移观测记录簿；

5）采剥、勘探、排水等测量记录簿；

6）近井点及井上下联系测量记录簿；

7）井筒十字中线及提升设备等的标定和检查记录簿；

如井下导线及水准测量记录簿；

9）井下采区测量和井巷工程标定记录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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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列测量成果计算资料：

1）测区首级控制和加密点的计算资料和成果台账；

2）地形测量图根点及水准点的计算资料和成果台账；

3）各项工程施工测量专用计算台账；

4）采剥、勘探、排水等井巷测量计算台账；

5）近井点和井上下联系测量的计算资料和成果台账；

6）井下导线和水准测量计算资料和成果台账；

7）重要贯通工程测量的设计书及贯通测量的总结；

8）井筒中心、十字中线点，井下永久控制点和重要技术边界

角点的平面坐标和高程、立井提升中线，斜井和平响中心

线的坐标方位角以及井筒深度和斜井坡度、长度等资料。

8.3.2 成果资料应完成保管与汇交。

8.3.3 各种测量成果资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便于长期保存；

2 应便于绘制和使用；

3 同一项目中各类图件的图幅应保持一致；

4 标准图幅应采用 50cm× 50cm 分幅，非标准图幅不宜超过

lOOcmX 180cm 分幅，有多幅图时应绘出图幅接合表。

8.3.4 各种测量原始记录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封面应有资料名称、编号、单位、日期；

2 目录应有标题及页码；

3 手工记录应清楚、工整，不得涂改，自动记录成果应采用

A4 主氏张HEP;

4 应绘出草图或工作过程中所需的略图。

8.3.5 各种内业计算簿及成果（台账）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封面应有资料名称、编号、单位、计算日期；

2 目录应有标题及页码；

3 手工计算成果应用蓝黑墨水和铅笔工整书写，电算成果应

采用 A4 纸张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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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新计算或取消的部分应有说明；

5 应在备注栏内绘出必要的略图，并应注明引用资料或起算

数据的由来，列出计算结果的各项闭合差。

8.3.6 所有测量记录簿、计算簿和成果台账等均应有相应责任人

的签字，并应注明各项工作开始和完成的日期。

8.4 成果验收

8.4.1 验收工作应由项目甲方负责组织实施，也可由项目甲方委

托具有检验资格的单位或机构验收。

8.4.2 测量单位应以书面形式向项目甲方提出验收申请。

8.4.3 验收工作应在测量成果经最终检查合格后进行。

8.4.4 提交验收时的成果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技术设计；

2 成果报告；

3 最终质量检查报告；

4 各类记录文档；

5 各类图形数据文件和输出的正式图件；

6 技术设计规定的其他文件资料。

8.4.5 凡资料不全或数据不完整者，验收方应拒绝验收。

8.4.6 验收方应随机抽取不低于被检验成果总量 10% 的样本进

行验收。

8.4.7 验收中若发现有不符合技术依据规定的成果时，应及时提

出处理意见，责成作业单位进行整改。当问题较多或性质严重时，

可将部分或全部成果退回作业单位，整改合格后再进行验收。

8.4.8 经验收判为“批合格”的测量成果，作业单位应对验收中发

现的问题进行整改，然后进行复查。经验收判为“批不合格”的测

量成果，应将验收批成果全部退回作业单位进行返工。返工成果

经作业单位过程检查和最总检查合格后方可再次申请验收。

8.4.9 再次验收时应按本规范第 8.4. 6 条的规定重新抽取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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