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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测量平差基础》教材的第一版于1978年6月出版，1981年第二次印刷，共发行6万余册。
1982年由我室於宗俦教授和鲁林成教授主编，组织教师对该书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于1983年6月出
版了该书的增订本，前后共5次印刷，发行10万余册。
虽然作为一本测绘本科的专业基础课教材，教学大纲并没有大的更动，而且该书的质量已经得到社会
上的承认，但是考虑到增订本使用时间已超过10年，有必要对该书再作一次修订和更新，使其教学内
容更符合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需要。
这次修订的基本思想是，根据教学大纲要求，教学内容仍以基本的误差理论和测量平差的基础方法为
主，属于这部分的内容则修订不大；删去了不属于本课程教学内容的数学基础以及陈旧的与当前科学
技术发展不相称的内容；加强测量平差基础的系统概念，适当补充近代误差理论和测量平差方法的基
础知识，为学习后续有关课程打好基础。
本书与第二版（增订本）相比，已从10章加5个附录80多万字修订成11章不加附录约40万字。
对第二版本的具体修订情况是：删去第二版本的第一章“概率基本知识”，第五章“条件分组平差”
，第九章“线性方程组的迭代解法”和全部附录；增加绪论为第一章；第二章“精度指标与误差传播
”不变，只作文字增订；原第三章“参数点估计和平差原则”改为“平差数学模型与最小二乘原理”
，删去了属于数理统计的内容，加强了平差中的函数模型和随机模型的概念；原第四章“条件平差”
和第六章“间接平差”中有关解算法方程的高斯约化法和顾及起始数据误差的内容全部删除，改为第
四章和第五章。
将原属第六章的附有未知数的条件平差法和附有条件的间接平差法改写成第六、第七两章；增加第八
章“概括平差函数模型”，对经典测量平差方法作了系统概括，加深了概念。
原第七章“广义测量平差法”改为第十一章“近代平差概论”，原第八章“参数区间估计与误差检验
”改为第十章“误差分布与平差参数的统计假设检验”，这两章内容作了更新和全面修改。
原第十章“误差椭圆”基本不动，仅更新了公式推证方法，列为第九章。
本书由於宗俦教授、陶本藻教授统一定稿。
其中第一章由陶本藻编写，第二章由周勇前编写，第三、第五、第七章由高士纯编写，第四、第六章
由鲁林成编写，第八章由於宗俦编写，第九章由任慧龄编写，第十章由邱卫宁编写，第十一章由王新
洲编写。
于正林教授为本书修订做了大量组织和准备工作。
本书的修订得到了崔希璋教授的支持和指导。
本书插图由冯秦珍同志完成，刘彤鶯、秦咏梅、邱华为书稿打字复印做了不少工作。
测绘教材委员会大地测量专业组为本书组织了审查，测绘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作了大量工作，在此表
示深切感谢。
我们恳切希望使用本教材的教师和广大读者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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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测绘本科的专业基础课教材，这次修订的第三版删去了有关数学基础知识部分及与当前科技
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增强了测量平差基础的系统概念，适当补充了近代误差理论和近代平差方法原
理的论述，为学习后续有关课程打好基础。
全书共分11章，可作为测绘基础课教材，及有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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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粗差检验的数据探测法  §11-7　稳健估计概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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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绪论1-1观测误差当对某量进行重复观测时，就会发现，这些观测值之间往往存在一些
差异。
例如，对同一段距离重复丈量若干次，量得的长度通常是互有差异。
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已经知道某几个量之间应该满足某一理论关系，但当对这几个量进行观测后，也
会发现实际观测结果往往不能满足应有的理论关系。
例如，从几何上知道一平面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应等于180。
但如果对这三个内角进行观测，则三内角观测值之和常常不等于180。
而有差异。
在同一量的各观测值之间，或在各观测值与其理论上的应有值之间存在差异的现象，在测量工作中是
普遍存在的。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呢？
不难理解，这是由于观测值中包含有观测误差的缘故。
观测误差的产生，原因很多，概括起来有以下三方面：1.测量仪器测量工作通常是利用测量仪器进行
的。
由于每一种仪器只具有一定限度的精密度，因而使观测值的精密度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例如，在用只
刻有厘米分划的普通水准尺进行水准测量时，就难以保证在估读厘米以下的尾数时完全正确无误；同
时，仪器本身也有一定的误差，例如，水准仪的视准轴不平行于水准轴，水准尺的分划误差等等。
因此，使用这样的水准仪和水准尺进行观测，就会使水准测量的结果产生误差。
同样，经纬仪、测距仪等的仪器误差也使三角测量、导线测量的结果产生误差。
2.观测者由于观测者的感觉器官的鉴别能力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在仪器的安置、照准、读数等方面
都会产生误差。
同时，观测者的工作态度和技术水平，也是对观测成果质量有直接影响的重要因素。
3.外界条件观测时所处的外界条件，如温度、湿度、风力、大气折光等因素都会对观测结果直接产生
影响；同时，随着温度的高低，湿度的大小，风力的强弱以及大气折光的不同，它们对观测结果的影
响也随之不同，因而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进行观测，就必然使观测的结果产生误差。
上述测量仪器、观测者、外界条件三方面的因素是引起误差的主要来源。
因此，我们把这三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称为观测条件。
不难想象，观测条件的好坏与观测成果的质量有着密切的联系。
当观测条件好一些，观测中所产生的误差平均说来就可能相应地小一些，因而观测成果的质量就会高
一些。
反之，观测条件差一些，观测成果的质量就会低一些。
如果观测条件相同，观测成果的质量也就可以说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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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测量平差基础(第3版)》：1998年荣获湖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99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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