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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编者结合了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工程实践，并在广泛
征求同行和水利工程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全书共十三章，系统地介绍了常规的工程测量仪器的构造、使用、检验与校正；阐明了控制测量和地
形测量的理论及方法；论述了测量误差的基本理论及在测量工作中的应用；对有关水利建筑物的测量
技术进行了阐述。
结合工程实践及专业的需要，本书对测绘领域的新技术、新仪器、新方法，如电磁波测距、电子水准
仪、全站仪、数字化测图及全球定位系统、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等都做了较详细的介绍。
为方便工程技术人员使用，书中提供了部分基本的英文测绘专业词、汇和课后习题。
本书适用于高职高专及成人高校水利水电工程、农业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程规划、
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水利工程监理、水土保持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等专业教学使用，也可供从事
以上专业的技术人员参考。
本书由黑龙江大学水电学院王笑峰任主编，黑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马学武任副主编。
黑龙江大学孔达、周企鹏、龚文峰，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张保民，黑龙江农垦林业职业技术学
院孙家国等参编。
第一、二、四、八章由王笑峰编写，第三、七章由马学武编写，第五章由孙家国编写，第六、十章由
周企鹏编写，第九章由孔达编写，第十一、十二章由张保民编写，第十三章由龚文峰编写。
本书由黑龙江大学曲德富教授审阅，并对编写工作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难免存在缺点和不足之处，谨请读者和同仁提出批评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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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利工程测量》共13章，全面介绍了光学测量仪器、电子水准仪、电子经纬仪、全站仪的基本
知识，控制测量和地形图测绘的理论和方法，测量误差的基本理论和在水利工程测量中的应用，以及
水利类各专业有关的测绘技术。
为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书中对数字化测图及全球定位系统、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等内容进行了
较详尽的介绍，并在书中提供了部分基本的英文测绘专业词汇和课后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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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第七章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 第一节测图前的准备工作 第二节碎部点的测绘原理及方法 第三节经纬
仪测绘法 第四节全站仪数字化测图 第五节地形图的拼接、检查和整饰 思考与练习 第八章地形图的应
用 第一节地形图的基本知识 第二节地形图的分幅与编号 第三节地形图的阅读 第四节地形图应用的基
本内容 第五节地形图在工程规划中的应用 第六节面积量算 思考与练习 第九章测设（放样）的基本工
作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施工控制网的布设 第三节测设（放样）的基本工作 第四节测设点的平面位置 第
五节 已知坡度直线的测设 第六节圆曲线的测设 思考与练习 第十章大坝施工测量 第一节土坝的施工测
量 第二节混凝土坝的施工测量 第三节水闸的施工放样 思考与练习 第十一章渠道测量 第一节渠道选线
测量 第二节中线测量 第三节纵断面测量 第四节横断面测量 第五节土方量计算 第六节渠道边坡放样 思
考与练习 第十二章 全站仪及其应用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全站仪的结构与功能 第三节全站仪的测量方法 
思考与练习 第十三章“3S”技术及其应用 第一节 “3S”概述 第二节全球定位系统（GPS） 第三节地
理信息系统（GIS） 第四节遥感技术（RS） 第五节“3S”技术的综合应用 思考与练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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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照准部 照准部是指水平度盘以上，能绕竖轴旋转的部分，分别由望远镜、
竖直度盘、光路系统、长水准管、读数显微镜、光学对中器、竖直度盘指标水准管等组成，其中望远
镜、竖直度盘和水平横轴三者固连在一起，安装在U形支架上。
当望远镜绕水平横轴转动时，竖直度盘也跟着一起转动，并由望远镜制动螺旋和微动螺旋所控制。
竖直度盘是由光学玻璃制成，圆周上带有度数刻划线的圆盘，外面由金属外罩保护，可用来测量竖直
角和天顶距。
在竖直度盘的外侧是竖直度盘指标水准管和指标水准管的微动螺旋，它们是在观测竖直角和天顶距时
用来保证读数指标线处在正确位置的。
望远镜旁边还有一个用于读取竖直度盘和水平度盘读数的读数显微镜。
在竖直度盘指标水准管的金属外壳上有一个反光镜它可以将外面的光线反射到仪器的内部，将水平度
盘和竖直度盘照亮，U形支架下部的光学对中器和长水准管是在安置仪器时，用来精确对中和精确整
平用的。
 （二）水平度盘 水平度盘（graduated horizontal circle）也是由光学玻璃制成，圆周上带有度数刻划线
的圆盘，直径略比竖直度盘大一些，圆周上度数刻划一般是由0°起按顺时针方向每隔1°刻至360°，
用以测量水平角。
水平度盘的中心有一个空心轴，照准部的内轴就插入到这空心轴内。
空心轴与度盘的外轴连接，外轴再插入基座的轴套内。
在水平度盘外侧的金属护罩上，还有可以控制水平度盘转动的度盘变换手轮或可以改变读数位置的复
测扳手，采用变换手轮的仪器，水平度盘是和照准部分离的，不能随照准部一起转动；而采用复测扳
手的仪器，水平度盘与照准部可合在一起转动，也可以分开转动。
将复测扳手向上扳到位，水平度盘便与照准部离开，即照准部转动时水平度盘不动，读数随照准部转
动而变化；将复测扳手向下扳到位，水平度盘便与照准部合在一起一道转动，此时的读数保持不变。
另外，还有控制仪器在水平方向转动的水平制动和水平微动螺旋。
 （三）基座 基座起着支承仪器上部并使仪器与三脚架（tripod）连接的作用，它主要由轴座、脚螺旋
和底板组成。
仪器放在三脚架的架平面上，须用三脚架头上的中心连接螺旋，将之固紧在基座底板上。
其中心连接螺旋是空心的，下端一般都挂有挂钩或细绳，便于悬挂垂球粗略对中。
基座的脚螺旋是用来整平仪器用的，其使用方法和水准仪的脚螺旋使用方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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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水利工程测量》为求体现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的特点，适用于
高职高专及成人高校水利水电工程、农业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程规划、水利水电工
程管理、水利工程监理、水土保持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等专业教学使用，也可供从事以上专业的
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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