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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广义测量平差》作为测绘专业研究生教材已近30年了，1982年6月由崔希璋教授主持，於宗俦、陶本
藻、刘大杰编著的该教材首次出版，很快成为全国测绘类研究生的通用教材，获得有关教师和广大读
者的高度好评。
随着测绘技术和测量平差理论和方法的进步，1992年由刘大杰、于正林主编，於宗俦、陶本藻参编的
第二版教材，对第一版做了较大增补，列入了我们许多科研成果，极大地丰富了研究生的教学内容和
该书的科学参考价值。
2001年根据研究生教学大纲要求和贯彻精选内容的少而精原则，由陶本藻主编对第二版做了修订和压
缩，并由孙海燕、王新洲分别增写了该版的第5、6两章，出版了《广义测量平差》新版（即第三版）
。
根据多年来有关教师、研究生和读者的意见，特别是对本书贡献最大的作者刘大杰教授生前的修改建
议，考虑教学用书的需要，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大力支持下，决定修订再版本书，由陶本藻教授主编修
订。
在现行的各校测绘类研究生课程中，虽然课程名称不同，但有关测量数据处理总是一门必修课程，大
部分院校仍采用这本《广义测量平差》教材，考虑到本教材的传统性、连续性和共知性，以及老一辈
测绘专家的努力和贡献，本书没有更改书名和作者署名，本版实为《广义测量平差》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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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现行的各校测绘类研究生课程中，虽然课程名称不同，但有关测量数据处理总是一门必修课程，大
部分院校仍采用这本《广义测量平差》教材，考虑到本教材的传统性、连续性和共知性，以及老一辈
测绘专家的努力和贡献，本书没有更改书名和作者署名，本版实为《广义测量平差》第四版。
    本版仍维持新版的教学体系，教学重点仍是前四章，基本内容不变。
所修改和增补的主要是第2、4两章。
主要是对其中某些内容进行扩充并深入了其理论解释，增加了方法上的应用和算例等。
新增加的2．10节（向量空间理论中的平差问题）和4．8节至4．11节四节的卡尔曼滤波基础理论是刘
大杰教授的遗作，是研究生学习有关内容所必须掌握的知识。
    本书最后所列出的参考文献，是我们收集到的5本与课程有关的国内外出版的专著和教科书，是专门
为广大研究生和读者进一步学习、研究和发展广义测量平差而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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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秩亏自由网平差，在测量数据处理中，特别是在变形测量分析、最优化设计方法、近景摄影测
量数据处理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平差参数从非随机扩展至随机变量，是平差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
期的一个重大进展．由此出现了一种新的平差方法，即滤波、推估和配置（或称拟合推估），起初应
用于重力异常和垂线偏差的滤波和协方差推估，此后发展在附加系统参数平差，控制网的相关连接、
坐标转换等许多方面得到应用．配置问题不仅可以估计函数模型中的非随机和随机参数，而且还可推
估仅与模型中随机参数有协方差联系、与观测值并无关系的未测点参数，这一特点从理论上解决了过
去认为未测点参数在平差中不可估的难题．在一般平差问题中出现的观测值，彼此间可以误差独立或
误差相关，此时的协方差阵D满秩．如果参与平差的观测值间出现函数相关情况，此时的D，其行列
式为零，即D=0，产生了具有奇异协方差阵的平差问题．应用于变形监测分析、大地测量反演等多种
实际问题．综观平差问题的函数模型和随机模型，从数学角度分析，无非是函数模型中系数阵是列满
秩还是秩列亏；待估参数是非随机量还是随机量或两者兼有之以及观测量的协方差阵是满秩还是奇异
，相应地产生了上述各种现代测量平差方法．如果给定的平差函数模型和随机模型，并不区分系数阵
是否秩亏，待估参数的随机性以及观测量协方差阵是否奇异，采用最小二乘准则进行平差，就称为最
小二乘平差的统一方法，其理论就是最小二乘平差的统一理论．本章在已学过测量平差基础方法，即
经典的平差方法基础上，阐述所谓的各种现代最小二乘平差方法，最后介绍最小二乘平差的统一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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