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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测绘学基础》在对测绘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进行阐述的基础上，结合土木工程各专
业对测量学知识和技术的要求，较详细地介绍了基本测量工作的实践技术，着重叙述了地形图的应用
与建筑物测设工作的基本方法，并对新型的测绘仪器、先进的现代测绘新技术及其应用作了较全面的
介绍。

在新仪器方面重点介绍了全站仪、自动安平水准仪、数字水准仪和GPS等技术；在测绘数据处理方面
介绍了测量误差的基本知识；在地形测绘中引入了大比例尺地形图数字测图技术，同时介绍了水下地
形测绘工作、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及其应用，以适应各专业现代测绘教学的需要；在施工测量章节，
详细地介绍了各种工程施工放样技术，包括地质工程测量、拦河坝施工测量、建筑工程施工测量、管
道工程测量，以及变形监测的基本工作，以期学习者能够运用所学的测量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技术
解决工程的有关测量问题，了解和掌握测绘新技术，以提升技术水平，并为自身专业服务。

《测绘学基础》可作为土木工程各非测绘专业的测量学课程教材，也可供土建类相关工程技术人员、
测绘专业技术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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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自20世纪50年代起，新的科学技术尤其是电子学、信息学、电子计算机和空间科学
技术等的迅速发展，使测绘仪器朝着电子化和自动化的方向发展。
1947年电磁波测距仪的问世，使测距工作开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发展了精密导线测量和三边测量。
20世纪40年代自动安平水准仪的问世，标志着水准测量自动化的开端。
1990年电子水准仪的诞生，实现了水准测量的自动记录、自动传输、存储和数据处理。
1968年生产出电子经纬仪，此后，电子速测仪（全站仪）、自动全站仪（测量机器人）的问世，实现
了观测、记录的自动化，以及测绘内外业的一体化。
 1957年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1966年开始进行人卫大地测量。
20世纪80年代，全球定位系统（GPS）问世。
GPS定位具有全球性、全天候、快速实时、高精度、自动化程度高和无需建立高标等优点。
该技术的应用，使经典的测绘技术发生了重大变革，GPS定位技术已逐步取代常规的控制测量方法而
成为控制测量的主要手段，特别是近几年来发展的高精度GPS实时动态定位技术RTK已成为工程建设
施工放样的关键技术之一。
 20世纪50年代末，摄影测量由模拟法向解析法过渡，现在已进入数字摄影测量阶段。
由于现代航天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卫星遥感技术被引入摄影测量，形成航天测绘（遥感测绘）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测绘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建立和统一了全国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建立了遍及全国的大地控制网、国家水准网和基本重力网，
完成了国家大地网和水准网的整体平差，完成了国家基本图的测绘工作，建立了“1980年国家大地坐
标系”和“1985年国家高程基准”。
1997年完成了中国国家A级和B级共约830个点的GPS大地控制网的布测。
2003年完成了包含2581个GPS网点、相对精度为101的2000国家GPS网的计算；完成了珠穆朗玛峰和南极
长城站的地理位置和高程的测量；配合国民经济建设进行了大量的测绘工作，如进行了南京长江大桥
、葛洲坝水电站、宝山钢铁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等大
型工程的精确放样和设备安装测量；出版发行了地图1600多种，发行量超过11亿册。
在测绘仪器制造方面，从无到有，现在不仅能生产系列的光学测量仪器，还能生产电磁波测距仪、卫
星激光测距仪、全站仪、数字摄影测量系统等先进仪器设备。
测绘人才培养方面，已培养出众多的各类测绘技术人员，大大提高了我国测绘科技水平。
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测绘科技发展更快。
自2000年以来，我国开始建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目前，我国已成功发射了三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建成了北斗导航试验系统。
该系统可在服务区域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为用户确定其所在的地理经纬度信息，并提供双向短报
文通信和精密授时服务，该系统已在测绘、电信、水利、公路交通、铁路运输、渔业生产、勘探、森
林防火和国家安全等诸多领域逐步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系统建设总体规划，2012年左右，系统将首先具备覆盖亚太地区的定位、导航和授时以及短报文
通信服务能力。
2020年左右，建成覆盖全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GIS）方面，我国第一套实用电子地图系统（全称为国务院国情地理信息系统）已在
国务院常务会议室建成并投入使用。
各部门也已经着手建立各行业的GIS系统，测绘工作已经为建立这一系统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数据。
这说明我国目前的测绘科技水平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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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测绘学基础》实践环节专业特点鲜明、实用性强；尽可能在反映测绘新技术、新仪器和新方法的基
础上，精选教学内容，突出教学重点，力求反映以“3S”为代表的数字化测绘高新技术；做到文字精
练、定义准确、重点突出、理论完备；压缩传统教材中的测图篇幅，重点讲解测绘学的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加强读图和用图的训练。
教材适合于水利、土木类等各专业本科生测量学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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