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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测量》是高等学校土建类专业&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教材。
全书共分16章，内容包括：绪论、水准测量、角度测量、距离测量及直线定向、全站仪测量原理及使
用、测量误差的基本知识、小区域控制测量、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原理与方法、大比例尺数字
化地形图测绘、地形图的应用、施工测量基本方法、工业与民用建筑施工测量、线路工程测量、桥梁
与隧道施工测量、水利工程测量、建（构）筑物变形监测。
　　本书内容力求理论联系实际，将传统测量技术与现代测绘科技相结合，增加了现代测绘技术
如GPS技术和数字化测绘技术以及全站仪测量技术在工程建设中的应用。
　　《工程测量》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土木工程类、水利工程类、交通工程类、农林类、建筑学、城
市规划、环境工程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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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9.3.4 数字地形图编辑和输出 野外采集的碎部数据，在计算机上显示图形，经过计
算机人机交互编辑，生成数字地形图。
计算机地形图编辑是操作测图软件（或菜单）来完成的。
大比例尺地面数字测图软件具有以下功能。
 碎部数据的预处理，包括在交互方式下碎部点的坐标计算及编码、数据的检查及修改、图形显示、数
据的图幅分幅等。
 地形图的编辑，包括地物图形文件生成、等高线文件生成、图形修改、地形图注记、图廓生成等。
 大比例尺地形图在完成编辑后，可储存在计算机内或其它介质上，或者是由计算机控制绘图仪绘制地
形图。
 9.4地籍测量简介 地籍测量是对地块权属界线的界址点坐标进行精确测定，并把地块及其附着物的位
置、面积、权属关系和利用状况等要素准确地绘制在图纸上和记录在专门的表册中的测绘工作。
 地籍测量的成果包括数据集（控制点和界址点坐标等）、地籍图和地籍册。
 9.4.1 地籍测量的任务和作用 9.4.1.1 地籍测量的任务 ①地籍控制测量； ②测定行政区划界和土地权属
界的位置及界址点的坐标； ③调查土地使用单位的名称或个人姓名、住址和门牌号、土地编号、土地
数量、面积、利用状况、土地类别及房产属性； ④由测定和调查获取的资料和数据编制地籍数字册和
地籍图，计算土地权属范围面积； ⑤进行地籍更新测量，包括地籍图的修测、重测和地籍簿册的修编
工作。
 9.4.1.2 地籍测量的作用 ①为土地整治、土地利用、土地规划和制定土地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②为土
地登记和颁发土地证，保护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依据，地籍测量成果具有法律效
力； ③为研究和制定征收土地税或土地使用费的收费标准提供准确的依据。
 地籍测量工作人员应严格按照《城镇地籍调查规程》（TD 1001—93）和《地籍测绘规范》（CH 5002
—94）进行工作，特别是地产权属境界的界址点位置必须满足规定的精度。
界址点的正确与否，涉及个人和单位的权益问题；同时地籍资料应不断更新，以保持它的准确性和现
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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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土建类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工程测量》内容力求理论联系实际，将传统测量技术与现代
测绘科技相结合，增加了现代测绘技术如GPS技术和数字化测绘技术以及全站仪测量技术在工程建设
中的应用。
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土木工程类、水利工程类、交通工程类、农林类、建筑学、城市规划、环境工程
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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