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路工程测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道路工程测量>>

13位ISBN编号：9787111170730

10位ISBN编号：7111170733

出版时间：2005-9

出版时间：机械工业出版社

作者：罗斌

页数：21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路工程测量>>

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十一章，主要内容有：道路工程测量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测量仪器的操作使用方法；测量
误差的基础知识；控制测量；地形图的测绘与应用；道路工程线路测量；公路工程测量；桥梁工程测
量；隧道工程测量。
　　本书内容按必需、够用的原则选取，重点讲述实际工程中测量的方法，删减了一些不必要的理论
推导，力求体现职业教育的特点。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中等职业院校道路与桥梁、公路监理等专业的教材，也作为相关关专
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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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使用方便数字化测图采用解析法测定点位坐标的依据是测量控制点。
测量成果的精度均匀一致，并且与绘图比例尺无关，利用分层管理的野外实测数据，可以方便地绘制
不同比例尺的地形图或不同用途的专题地图，实现了一测多用，同时便于地形图的检查、修测和更新
。
 （二）野外数字化数据采集方法 1.数据采集的作业模式 数字化测图的野外数据采集作业模式主要有野
外测量记录、室内计算机成图的数字测记模式和野外数字采集、便携式计算机实时成图的电子平板测
绘模式。
 一般利用电子全站仪在野外对地形测量数据进行数字采集，也可采用普通测量仪器施测、手工键入实
测数据。
其数据采集的原理与普通测量方法类似，所不同的是全站仪不但可测出碎部点至已知点间的距离和角
度，而且还可直接测算出碎部点的坐标，并自动记录。
 由于地形图不是在现场测绘，而是依据电子手簿中存储的数据，由计算机软件自动处理（自动识别、
检索、连接、自动调用图式符号等），并控制数控绘图仪自动完成地形图的绘制。
这就存在着野外采集的数据与实地或图形之间的对应关系问题。
为使绘图人员或计算机能够识别所采集的数据，便于对其进行处理和加工，必须对仪器实测的每一个
碎部点给予一个确定的地形信息编码。
 2.地形信息的编码 由于数字化测图采集的数据信息量大、内容多、涉及面广，只有数据和图形应一一
对应，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才具有广泛的使用价值。
因此，必须对其进行科学的编码。
编码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不管采用何种编码方式，均应遵循以下原则。
 （1）一致性，即非二义性野外采集的数据或测算的碎部点坐标数据，在绘图时要能唯一地确定一个
点，并在绘图时符合图式规范。
 （2）灵活性 编码结构要充分灵活，以适应多用途数字测绘的需要，在地理信息管理和规划、建筑设
计等后续工作中，为地形数据信息编码的进一步扩展提供方便。
 （3）简易实用性尊重传统方法，容易为野外作业和图形编辑人员理解、接受和记忆，并能正确、方
便地使用。
 （4）高效性 能以尽量少的数据量容载尽可能多的外业地形信息。
 （5）可识别性编码一般由字符、数字或字符与数字组合而成，设计的编码不仅要求能够被人识别，
还要求能被计算机用较少的机时加以识别，并能有效地对其管理。
 在遵循编码原则的前提下，应根据数据采集使用的仪器、作业模式及数据的用途统一设计地形信息编
码。
目前，国内数字化测图系统的软件品种较多，所采用的地形信息编码的方法也很多，实际工作中可参
阅有关测图软件说明书。
 3.碎部测量的步骤 （1）测图准备工作 测图前，必须按规范检验所使用的测量仪器，如电子全站仪的
轴系关系是否满足要求，水平角、竖直角和距离测量的精度是否小于限差，光学对中器及各种螺旋是
否正常；进行反射棱镜常数的测定和设置；安装、调试好所使用的电子手簿（或便携机）及数字化测
图软件，并通过数据接口传输或按菜单提示键盘输入图根控制点的点号、平面坐标（x，y，）和高程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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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职业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道路工程测量》内容按必需、够用的原则选取，重点讲述实际工程
中测量的方法，删减了一些不必要的理论推导，力求体现职业教育的特点。
《高等职业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道路工程测量》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中等职业院校道路与桥梁、
公路监理等专业的教材，也作为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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