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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测量学》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测绘科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在测绘基础理论的
阐述上贯彻&ldquo;简明扼要、深浅适中&rdquo;的写作原则，以实用化为目的，强化了对实践环节的
详细介绍。
全书完全采用国家现行的各种规范、标准，大量删减与归纳了落伍的、目前个别地区（或个别领域）
尚用的知识、理论和技术，彻底淘汰了过时的、目前人们已不用或罕用的知识、理论和技术，全面介
绍了目前国际最新的、最流行的、最具普及性的知识、理论和技术，将&ldquo;学以致用&rdquo;原则
贯穿教材始终，努力借助通俗的、大众化的语言提高教材的可读性并尽最大可能满足读者的自学需求
。
　　《高等测量学》适用的专业主要包括本科土建类、水利类、地矿类、交通运输类、地理科学类、
环境科学类、测绘类、环境与安全类、农林类、农业工程类的各个相关专业；本书不仅适用于普通全
日制高等教育，也适用于网络高等教育、电视大学、夜大学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还可以作为国家执
业资格考试用书，同时可供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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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经纬仪及电子全站仪的作用与使用⋯⋯第6章 控制测量与GPS技术第7章 地形图测绘及应用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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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6章 控制测量与GPS技术6.1 控制测量概述控制测量的作用是限制测量误差的传播和
累积，保证必要的测量精度，使分区的测图能拼接成整体，使整体设计的工程建筑物能分区施工放样
。
控制测量贯穿在工程建设的各阶段，包括在工程勘测的测图阶段的控制测量；在工程施工阶段的施工
控制测量；在工程竣工后的营运阶段为建筑物变形观测进行的专用控制测量。
控制测量分为平面控制测量和高程控制测量，平面控制测量的目的是确定控制点的平面位置（X、y）
，高程控制测量的目的是确定控制点的高程（H）。
（1）平面控制测量平面控制网传统的布设方法有三角网、三边网和导线网。
三角网是测定三角形的所有内角以及少量边通过计算确定控制点平面位置的形式。
三边网是测定三角形的所有边长（各内角通过计算求得）以确定控制点平面位置的形式。
导线网是把控制点连成折线或多边形，测定各边长和相邻边夹角，进而计算它们的平面位置的形式。
在全国范围内布设的平面控制网，称为国家平面控制网。
国家平面控制网采用逐级控制、分级布设的原则，分一、二、三、四等，目前的国家平面控制网基本
借助GPS技术构建。
在城市地区为满足大比例尺测图和城市建设施工的需要须布设城市平面控制网，城市平面控制网是在
国家控制网的控制下布设的，城市按范围大小可布设不同等级的平面控制网（比如按国家二、三、四
等精度布置或按一、二级区域控制布置），目前的城市平面控制网基本借助GPS技术构建或借助电子
全站仪测量实现。
（2）高程控制测量高程控制测量就是在测区布设高程控制点（水准点），用精确方法测定它们的高
程，构成高程控制网。
高程控制测量的主要方法有水准测量和三角高程测量。
国家高程控制网是用精密水准测量方法建立的，-所以又称国家水准网。
国家水准网的布设也是采用从整体到局部，由高级到低级，分级布设逐级控制原则的。
我国国家水准网也分一、二、三、四4个等级。
一等水准网沿平缓的交通路线环形布设，一等水准网是精度最高的高程控制网，是国家高程控制的骨
干，也是地学科研工作的主要依据。
二等水准网则布设在一等水准环线内，是国家高程控制网的全面基础。
三、四等水准网主要是为地形测图或各项工程建设提供高程控制点。
城市高程控制网也是用水准测量方法建立的（称为城市水准测量），其精度一般可采用国家二、三、
四等的标准，城市高程控制网的布设应满足城市各项基本建设的需要。
6.2 国家控制网（1）国家平面大地控制网国家平面大地控制网的建立方法包括常规大地测量法、天文
测量法、空间大地测量法。
常规大地测量法包括三角测量法、导线测量法、三边测量法及边角同测法。
天文测量法是在地面点上架设仪器，通过观测天体（主要是恒星）并记录观测瞬间的时刻来确定地面
点的地理位置（即天文经度、天文纬度和该点至另一点的天文方位角）的。
天文测量法的优点是各点彼此独立观测，无需点间通视，测量误差不会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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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测量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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