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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经全国高等学校测绘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向教育部申请，并被批准的国家“十五”规划教材，
适用于高校测绘工程本科专业。
教材围绕大地测量时空基准、精密定位、数据处理、地球重力场的确定以及月球及其他行星测量等问
题，阐述大地测量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测量技术与方法。
它是在武汉大学测绘工程本科专业所使用的《大地测量学基础》教材的基础上，广泛吸取了我国十余
所高校测绘工程专业有关大地测量学科教师的教学以及教材编写的经验和意见，重新编写的一本新教
材。
从大地测量学教学的角度看，本教材具有如下显著的特点：1.为了适应测绘工程专业的教学需要，本
教材是在现代大地测量学科理论体系的框架下，以几何大地测量学、物理大地测量学和空间大地测量
学的理论与方法为主线，参考了已经出版和使用过的数种同类教材，统筹整合和精选重组全书内容，
既加强基础，又充分体现现代科学新成就。
从而让学生以整体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思维方法吸取和掌握大地测量学知识。
2.本书内容面向当代和未来，面向国内外先进标准和水平，尽量吸收国内外最新成果，具有一定的前
瞻性。
鉴于“大地测量学基础”是测绘工程专业所有专业方向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技术课，它涵盖了几何大
地测量学、物理大地测量学和空间大地测量学的内容，因此本教材以“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技
术”为依据精选和组织教材内容，重点突出，符合教学规律，适宜组织教学。
3.本书始终坚持大地测量学理论密切联系测绘工程实际的原则，合理安排实践性教学环节。
这些实践性教学环节不仅有大地测量综合实习和课程设计以及GPs、精密水准实习等，而且还涉及诸
如计算机编程、计算方法等多方面的知识，实践内容比较广泛，有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综合业务素
质和实际工作能力。
4.本书恰当地处理了同先前课程和后续课程之间的关系。
为避免课程之间内容的重复，对涉及先前课程的内容适当提高了起点，对与后续课程有联系的内容，
通过开窗口的方式使学生拓宽视野，为后续学习做好铺垫。
5.与本教材的教学内容相配套，还编制了相应的多媒体教学课件和大地测量计算软件，充分利用这些
先进的教学手段提高本课程的教学质量。
这本《大地测量学基础》是测绘工程专业课程改革和建设的一种尝试，也是我国第一本具有整合性、
综合性和概括性，并适用于测绘工程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本科教学的大地测量学新教材。
它凝聚了作者多年的科研和教学经验，基本上符合大地测量学科的认识和发展规律，能满足目前大地
测量学课程的教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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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地测量学基础(第2版)》是“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也是国家精品课程教材。
本教材严格按照教育部批准的“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立项要求和全国高等学校测绘学科教学指导
委员会以及武汉大学的具体要求进行编写，是全国高等学校测绘工程专业本科教学用教材，也可供从
事测绘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及研究生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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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照准部旋转不正确的影响当照准部垂直轴与轴套之间的间隙过小，则照准部转动时会过紧
，如果间隙过大，则照准部转动时垂直轴在轴套中会发生歪斜或平移，这种现象叫照准部旋转不正确
。
照准部旋转不正确会引起照准部的偏心和测微器行差的变化，为了消除这些误差的影响，采用重合法
读数，可在读数中消除照准部偏心影响。
在测定测微器行差时应转动照准部位置而不应转动水平度盘位置，这样测定的行差数值中将受到照准
部旋转不正确的影响，根据这个行差值来改正测微器读数较为合理。
3）照准部水平微动螺旋作用不正确的影响旋进照准部水平微动螺旋时，靠螺杆的压力推动照准部；
当旋出照准部微动螺旋时，靠反作用弹簧的弹力推动照准部。
若因油污阻碍或弹簧老化等原因使弹力减弱，则微动螺旋旋出后，照准部不能及时转动，微动螺杆顶
部就出现微小的空隙，在读数过程中，弹簧才逐渐伸张而消除空隙，这时读数，视准轴已偏离了照准
方向，从而引起观测误差。
为了避免这种误差的影响，规定观测时应旋进微动螺旋（与弹力作用相反的方向）去进行每个观测方
向的最后照准，同时要使用水平微动螺旋的中间部分。
4）垂直微动螺旋作用不正确的影响在仪器整平的情况下转动垂直微动螺旋，望远镜应在垂直面内俯
仰。
但是，由于水平轴与其轴套之间有空隙，垂直微动螺旋的运动方向与其反作用弹簧弹力的作用方向不
在一直线上，从而产生附加的力矩引起水平轴一端位移，致使视准轴变动，给水平方向的方向观测值
带来误差，这就是垂直微动螺旋作用不正确的影响。
若垂直微动螺旋作用不正确，则在水平角观测时，不得使用垂直微动螺旋，直接用手转动望远镜到所
需的位置。
3.照准误差和读数误差的影响照准误差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较大。
例如目标影像的跳动会使照准误差增大好几倍，又如  目标的背景不好，有时也会增大照准误差甚至
照准错误。
因此除了选择有利的观测时间外，  作业员认真负责地进行观测，是提高精度的有效措施。
光学经纬仪按接合法读数时，。
读数误差主要表现为接合误差，读数精度主要取决于光学测微器的质量，它受外界条件的影响较小。
水平度盘对径分划接合一次中误差m接可以由实验的办法测定，对于J1型经纬仪m接≤±0.3”；对于J2
型经纬仪m接≤1”。
经验证明，采光的位置不适当，会影响读数显微镜正倒像的照明，使接合误差增大，若测微器的目镜
调节不佳也会增大接合误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地测量学基础>>

编辑推荐

《大地测量学基础(第2版)》严格按照教育部批准的“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立项要求和全国高等学
校测绘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具体要求进行编写，可作为国内高等学校测绘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学校
，函授及成人教育本科生教材，也可供教学、科研、工程技术、管理人品及广大函绘工作者参考。
大地测量学是测绘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基础.在促进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发展、在-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
建设、在安全监测和社会保证中部有重大意义。
《大地测量学基础(第2版)》根据大地测量学的基本体系和内容.参考了现有的多本科学著作和教材，
并吸收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编写而成，主要内容是研究地球形状，大小及外部重力场的确定及地面点
的精确定位，此外，还阐述了行星大地测量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从而比较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大地测量
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技术与方法。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地测量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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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