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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测量学》共分为十四章，第一章介绍了坐标系、测量工作的程序与内容；第二章介绍了水准测量；
第三章介绍了角度测量；第四章介绍了距离测量；第五章介绍了测量误差；第六章介绍了控制测量；
第七章说明了地形测量；第八章介绍了地形图应用的相关知识；第九章介绍了建筑工程施工测量；第
十章介绍了道路工程测量；第十一章介绍了桥梁工程测量；第十二章介绍了地下建筑工程测量的基本
内容；第十三章介绍了电子全站仪测量；第十四章介绍了全球定位系统的基本内容。

　　
《测量学》强调逻辑的完整性、章节的独立性以及内容的实用性，各章均配有习题。
本书适用的专业主要包括测绘工程、建筑工程、给排水工程、环境工程、水利工程、安全工程、农业
工程等本科相关专业，也可供有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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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测量学
第二节 坐标系
一、确定点的球面位置的坐标系
二、确定点的高程系
三、WGS.84坐标系
第三节 测量工作的程序与基本内容
一、测量的主要任务是测定和测设
二、测量工作的基本要求
第四节 水准面的曲率对观测量的影响
习题
第二章 水准测量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水准测量原理
第三节 水准测量的仪器和工具
一、微倾式水准仪
二、水准尺和尺垫
三、水准仪的使用
第四节 水准测量的方法及成果整理
一、水准点
二、水准路线
三、水准测量的实施
四、水准测量的成果整理
第五节 自动安平水准仪
一、自动安平原理
二、自动安平补偿器
三、自动安平水准仪的使用
第六节 精密水准仪和水准尺
一、精密水准仪的构造
二、精密水准尺
三、精密水准仪的使用
第七节 水准仪的检验和校正
一、水准仪的轴线及其应满足的条件
二、水准仪的检验与校正
第八节 水准测量的误差分析
一、 仪器误差
二、 观测误差
三、外界条件的影响
四、水准测量的注意事项
习题
第三章 角度测量
第一节 角度测量原理
一、水平角测量原理
二、竖直角测量原理
第二节 光学经纬仪的构造及度盘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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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DJ6光学经纬仪的基本构造
二、光学经纬仪的读数系统及读数方法
三、DJ2光学经纬仪的读数系统
四、经纬仪的使用
第三节 水平角测量
一、测回法
二、方向观测法
第四节 竖直角测量
一、竖直度盘的构造
二、竖直角计算
三、竖盘指标差
四、竖盘角观测
第五节 经纬仪的检验与校正
一、经纬仪轴线应满足的几何条件
二、经纬仪的检验与校正
第六节 角度测量误差及注意事项
一、水平角测量误差
二、竖直角测量误差
三、角度测量的注意事项
第七节 电子经纬仪
一、编码测角系统
二、 光栅测角系统
三、动态测角原理
习题
第四章 距离测量
第一节 卷尺量距
一、量距工具
二、直线定线
三、钢尺量距的一般方法
四、钢尺的检定
五、钢尺量距的精密方法
六、钢尺量距的误差分析及注意事项
第二节 视距测量
一、视距测量的基本原理
二、视距测量的观测和计算
第三节 电磁波测距
一、电磁波测距原理
二、测距仪的使用
三、测距成果整理
第四节 三角高程测量
一、三角高程测量原理
二、地球曲率和大气折射对高差的影响
三、三角高程测量的观测和计算
习题
第五章 测量误差
第一节 测量误差概述
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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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测量误差的来源
三、观测误差的分类及其处理方法
四、偶然误差的特性
第二节 精度及衡量精度的指标
一、精度
二、中误差
三、极限误差
四、相对误差
第三节 误差传播定律
第四节 等精度直接观测平差
一、最或是值
二、观测值改正值
三、等精度直接观测的精度评定
第五节 不等精度直接观测平差
一、权
二、权与中误差
三、不等精度直接观测的精度评定
习题
第六章 控制测量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平面控制网的定位与定向
一、方位角和坐标方位角
二、两点间边长的方位角和坐标增量
第三节 导线测量和导线计算
一、导线网的布设
二、导线测量的外业工作
三、导线测量内业计算
四、导线测量中错误的查找
第四节 交会定点的计算
一、测角交会
二、测边交会
三、边角交会
第五节 三、四等水准测量及高程测量
一、三、四等水准测量的技术要求
二、三、四等水准测量的方法
三、水准网高程的平差计算
四、三角高程测量
五、GPS高程测量
习题
第七章 地形测量
第一节 地形图基本知识
一、地形图的概念
二、地形图的比例尺
三、地形图符号
四、地貌的表示方法
五、地形图的图幅与编号
第二节 测图前的准备工作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测量学>>

一、图纸准备
二、测图的器材
三、测图的资料
第三节 地物平面图测绘
一、平板仪图解法测图
二、经纬仪测记法测图
三、地物测绘的一般原则
四、图的注记
第四节 等高线地形图测绘
一、地形点的选择
二、地形点三维坐标的测定
三、等高线绘制
第五节 数字测图概述
一、概述
二、数字化测图的工作过程与作业模式
三、数字测图的方法
四、全站仪数字测图的实施
五、RTK数字测图的实施
第六节 航空摄影测量成图
习题
第八章 地形图的应用
第一节 地形图应用概述
一、地形图的主要用途
二、地形图的识读
三、地形图的精度
第二节 地形图应用的基本内容
一、在地形图上量取点的坐标和确定点的高程
二、求图上直线的长度、坡度和坐标方位角
三、按设计坡度在地形图上选定最短路线
四、图形面积的量算
五、在地形图上确定通视情况
六、根据等高线计算体积
第三节 工程建设中的地形图应用
一、根据地形图作剖面图
二、确定汇水面积
三、根据地形图计算平整场地的土方量
第四节 建筑和给排水设计中的地形图应用
一、建筑设计中的地形图应用
二、给排水设计中的地形图应用
第五节 城市规划和道路勘测设计中的地形图应用
一、城市规划用地分析的地形图应用
二、道路勘测设计中的地形图应用
习题
第九章 建筑工程施工测量
第一节 概述
一、施工测量的内容
二、施工测量精度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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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工测量的原则
四、准备工作
第二节 施工测量的基本工作
一、水平角的测设方法
二、水平距离的测设方法
三、高程的测设方法
四、坡度的测设方法
第三节 建筑施工控制测量
一、建筑基线
二、建筑方格网
三、施工坐标系与测量坐标系的相互变换
四、施工高程控制网
第四节 建筑施工测量
一、轴线的测设
二、施工控制桩和龙门板的测设
三、基础施工测量
四、工业厂房构件安装测量
五、高层建筑的轴线投测和高程传递
第五节 管道工程测量
一、管道中线测量
二、管线纵、横断面测量
三、管道施工测量
四、顶管施工测量
五、管道竣工测量
第六节 建筑竣工总平面图绘制
一、竣工测量
二、竣工总平面图的编绘
第七节 建筑变形测量
一、建筑变形测量的一般规定
二、沉降观测
三、位移观测
习题
第十章 道路工程测量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道路中线测量
一、中线交点和转点的测设
二、转角测定
三、里程桩测设
第三节 道路圆曲线测设
一、圆曲线及其测设
二、复曲线及其测设
三、缓和曲线及其测设
第四节 线路纵、横断面测量
一、基平测量
二、中平测量
三、纵断面图的绘制
四、线路横断面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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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横断面图的绘制
第五节 线路工程施工测量
一、施工控制桩的测设
二、边桩测设
习题
第十一章 桥梁工程测量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桥梁控制测量
一、平面控制测量
二、高程控制测量
第三节 桥梁施工测量
一、中小型桥梁施工测量
二、大型桥梁施工测量
三、大型斜拉桥施工测量
第四节 桥梁竣工及变形测量
一、桥梁竣工测量
二、桥梁变形测量
习题
第十二章 地下建筑工程测量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地下工程的地面控制测量
一、平面控制测量
二、高程控制测量
第三节 隧道联系测量
一、掘进方向测设数据计算
二、洞口掘进方向标定
三、洞口内侧施工点位高程测设
第四节 竖井联系测量
一、竖井联系测量概述
二、一井定向
三、两井定向
四、陀螺经纬仪测定方位角
五、竖井高程传递
第五节 隧道（巷道）施工测量
一、洞内中线和腰线的测设
二、洞内施工导线测量和水准测量
三、盾构施工测量
第六节 地下建筑竣工测量
习题
第十三章 电子全站仪测量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全站仪的特殊部件及其功能
一、全站仪的基本构造
二、全站仪的特殊构造
三、全站仪的工作原理
四、全站仪的精度及等级
五、测量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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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全站仪的使用
一、全站仪的基本功能
二、全站仪的主要操作步骤
三、全站仪实例
习题
第十四章 全球定位系统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全球定位系统的组成及信号结构
第三节 全球定位系统测定点位的原理
一、单点定位
二、相对定位
三、差分GPS
第四节 GPS控制测量
一、概述
二、GPS控制网建立过程
三、GPS外业观测过程
四、GPS数据处理
习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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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经纬仪定线 量距前应清除直线方向上的障碍物，然后将经纬仪安置于A点，在B点
竖立花杆，用经纬仪进行定线。
先用钢尺进行概量，在视线上依次定出比钢尺一整尺略短的A1、12等尺段。
在各尺段端点打下大木桩，桩顶高出地面3～5cm。
利用A点的经纬仪进行定线，在桩顶沿视线方向和垂直于视线方向各划一条直线，形成“十”字形，
作为丈量的标志。
 2.量距 用检定过的钢尺在相邻木桩之间进行丈量。
丈量组由五人组成，两人拉尺，两人读数，一人记录。
丈量时拉伸钢尺置于相邻两木桩顶上，并使钢尺有刻划线一侧贴切十字线。
后尺手用弹簧秤挂在尺的零端，施加标准拉力（对30m钢尺一般为100N，对50m钢尺一般为150N）。
前后两尺手应同时根据十字线交点在钢尺上读数，估读到0.5mm。
每尺段要移动钢尺在不同的位置丈量三次，三次丈量结果之差不应超过2～3mm，取三次结果的平均
值作为此尺段的观测结果。
同时每量一尺段都要记录现场温度，估读到0.5℃。
往测完毕后应立即进行返测，反测需重新进行定线，每条直线需丈量的次数视量距的精度要求而定。
 3.桩顶高差测量 上述丈量结果是相邻桩顶间的倾斜距离，为了换算成水平距离，要用水准测量方法测
出相邻桩顶间的高差。
水准测量应往、返观测，往、返观测高差之差值不应超过±1Omm，若不超限，取其平均值作为最后
结果。
 4.量距成果整理 若距离丈量的相对精度要求不低于1／3000，则尺长改正值大于尺长的1/10000时应进
行尺长改正；量距时温度与标准温度相差±10℃时，应进行温度改正；沿地面丈量的地面坡度大于1％
时，应进行高差改正。
因此，钢尺量距的成果整理一般包括丈量长度的计算、尺长改正、温度改正和高差改正。
 （1）计算丈量长度待测直线丈量若干尺段后所得的总长度称为丈量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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