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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变形监测数据处理》教材自2002年出版以来，经兄弟院校和武汉大学测绘工程本科专业多年的教学
实践，证明该教材的课程体系较好，教学内容是符合教学规律的，因此，第二版保留了原教材的结构
体系。
为适应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教学改革的要求，有必要对原教材作一定的修改，修改的主要
内容有：1.第3章增加了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的内容；2.第6章补充了适当的算例，以加强对变形分析
建模方法的理解；3.对第5章5.1节和5.2节的内容，重新进行了编写；4.对教材5.3.3节的算例进行了重新
调整；5.对教材在教学过程中所反映的个别问题进行了全面修改。
本教材修订工作由黄声享组织，集体讨论，分工负责。
编写工作的分工为：黄声享（第1章、第2章、第4章，第5章的5.4节及第6章的6.4～6.6节）；尹晖（第3
章、第6章的6.1～6.3节）；蒋征（第5章的5.1～5.3节、第7章）。
全书由黄声享负责统稿工作。
本教材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建设项目，在课程教学和生产实践中，一些师生和
技术管理人员为教材内容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限于我们的水平，书中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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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阐述了变形监测及其数据处理与分析建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注重理论的实际应用，反映了
变形监测领域中的最新研究成果。
全书共分七章，内容包括：变形监测的基本内容及现代发展；数理统计的有关理论；变形监测技术；
变形监测资料的预处理；变形监测参考系及其稳定性分析；变形分析与建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变形
的确定性模型和混合模型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测绘工程专业的本科生教材，并可供相关专业的科研、教学与工程技术人员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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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变形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它是指变形体在各种荷载作用下，其形状、大小及位置在时间
域和空间域中的变化。
变形体的变形在一定范围内被认为是允许的，如果超出允许值，则可能引发灾害。
自然界的变形危害现象很普遍，如地震、滑坡、岩崩、地表沉陷、火山爆发、溃坝、桥梁与建筑物的
倒塌等。
所谓变形监测，就是利用测量与专用仪器和方法对变形体的变形现象进行监视观测的工作。
其任务是确定在各种荷载和外力作用下，变形体的形状、大小及位置变化的空间状态和时间特征。
变形监测工作是人们通过变形现象获得科学认识、检验理论和假设的必要手段。
变形体的范畴可以大到整个地球，小到一个工程建（构）筑物的块体，它包括自然和人工的构筑物。
根据变形体的研究范围，可将变形监测研究对象划分为这样3类：（1）全球性变形研究，如监测全球
板块运动、地极移动、地球自转速率变化、地潮等；（2）区域性变形研究，如地壳形变监测、城市
地面沉降等；（3）工程和局部性变形研究，如监测工程建筑物的三维变形、滑坡体的滑动、地下开
采引起的地表移动和下沉等。
在精密工程测量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变形体有大坝、桥梁、矿区、高层（耸）建筑物、防护堤、边坡
、隧道、地铁、地表沉降等。
1.1.2变形监测的内容变形监测的内容，应根据变形体的性质与地基情况来定。
要求有明确的针对性，既要有重点，又要作全面考虑，以便能正确地反映出变形体的变化情况，达到
监视变形体的安全、了解其变形规律的目的。
例如：，（1）工业与民用建筑物：主要包括基础的沉陷观测与建筑物本身的变形观测。
就其基础而言，主要观测内容是建筑物的均匀沉陷与不均匀沉陷。
对于建筑物本身来说，则主要是观测倾斜与裂缝。
对于高层和高耸建筑物，还应对其动态变形（主要为振动的幅值、频率和扭转）进行观测。
对于工业企业、科学试验设施与军事设施中的各种工艺设备、导轨等，其主要观测内容是水平位移和
垂直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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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变形监测数据处理(第2版)》：高等学校测绘工程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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