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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测绘科学是一门很有特色的学科，作为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技术产业，产业队伍规模相对较小
，因而在我国本科教育中测绘专业很少。
然而，测绘行业服务面却相当宽。
我国21世纪议程的62个优先发展项目中，就有42个需要现代测绘这一空间数据基础设施产业支撑；测
量学是测绘科学中的基础学科，应用更加广泛。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中，开设测量学的已有5个学科门类，17个二级类中的40个专业。
测量学教学的特点：1.传统测量学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工作：测绘和测设。
这两方面工作的实质是“点位”的确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同专业所学的测量学在原理本质上都是相同的。
2.不同的专业，在原理的应用和方法上，又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本书的编写面向多学科（非测绘类）开设测量学课程的综合类院校。
前八章为“通用模块”（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水准测量；第三章，角度测量；第四章，距离测量
；第五章，测量误差理论基础；第六章，控制测量概念；第七章，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和应用；第
八章，测设的基本工作），构成测量学的基础，各专业共用。
设置“通用模块”，旨在院校测绘学教学中整合教学资源，与教材配套的多媒体课件共享，规范教学
质量管理和教学过程管理。
后六章为“方向模块”（第九章，建筑施工测量；第十章，道桥工程测量；第十一章，管线工程测量
；第十二章，地籍测绘；第十三章，地质勘测工程测量；第十四章，矿山测量），供土建类、交通运
输类、水利类、环境与安全类、地球物理学类、地质学类、地矿类等相关专业教学选用。
本书前八章及“方向模块”中选修一章，总计约70教学学时。
本书亦可作为专科、高等职业教育用书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用书。
本书承宋伟东教授、冯仲科教授审阅，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对书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敬请专家、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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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测量学通用基础教程》为综合类高等院校非测绘类专业教学用书。

全书内容分为两个模块：通用模块和方向模块。
通用模块共八章，介绍测量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及仪器的使用。
第一章绪论，对测量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进行概要介绍；第二章水准测量，第三章角度测量，第四章
距离测量，讲述测量学三大外业的方法及仪器的操作；第五、第六章，分别介绍测量误差理论基础和
控制测量概念；第七章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和应用，第八章测设的基本工作，是在前六章的基础上
介绍测绘、测设的相关内容。
方向模块共六章，分别介绍测量基本方法在建筑施工、道桥工程、管线工程、地籍测绘、地质勘测工
程、矿山工程中的应用。

《测量学通用基础教程》可作为高等院校土建类、交通运输类、水利类、环境与安全类、地球物理学
类、地质学类、地矿类等相关专业本专科的测量学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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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1.1 测量学的任务与作用1.2 地球的形状与大小1.3 地面点位的确定第二章 水准测量2.1 水准
测量原理2.2 水准测量的仪器与工具2.3 水准仪的使用2.4 水准测量的作业2.5 水准测量误差2.6精密水准
仪和电子水准仪简介第三章 角度测量3.1 角度测量原理3.2 经纬仪的构造3.3 水平角观测方法3.4 竖直角
观测方法3.5 水平角测量的误差3.6 直线定向3.7 全站仪及其使用第四章 距离测量4.1 距离测量概述4.2 视
距测量4.3 普通钢尺量距4.4 电磁波测距第五章 测量误差理论概念5.1 测量误差概念5.2 偶然误差的特
性5.3 评定精度的标准5.4 误差传播定律及应用第六章 控制测量概念6.1 控制测量概述6.2 导线测量6.3 三
角测量6.4 交会法测定点位6.5 高程控制测量6.6 GPS卫星定位测量简介第七章 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和
应用7.1 地形图的基本知识7.2 地形图的符号7.3 大比例尺地形图的常规测绘方法7.4 全站仪数字化测
图7.5 地形图的分幅与编号7.6 地形图的应用7.7 摄影测量与遥感简介第八章 测设（放样）的基本工
作8.1 测设水平距离8.2 测设水平角8.3 测设点的平面位置8.4 测设已知高程8.5 测设已知坡度线第九章 建
筑施工测量9.1 施工测量的特点9.2 建筑场地的施工控制测量9.3 工业与民用建筑中的施工测量9.4 高层
建筑物施工测量9.5 竣工测量I9.6 建筑物的变形观测第十章 道桥工程测量10.1 道桥中线测量10.2 圆曲线
测设10.3 纵横断面图测量10.4 道路施工测量10.5 桥梁工程测量第十一章 管线工程测量11.1 管线工程测
量概述11.2 管道中线测量11.3 管道纵横断面图测绘11.4 管道施工测量11.5 管道竣工测量第十二章 地籍
测绘12.1 概述12.2 地籍平面控制测量12.3 地籍要素调查12.4 地籍要素测量12.5 地籍成果整理12.6 地籍修
测第十三章 地质勘测工程测量13.1 勘探工程测量13.2 地质剖面测量13.3 地质填图测量第十四章 矿山测
量14.1 矿山测量概述14.2 井下控制测量14.3 联系测量14.4 巷道施工测量14.5 矿图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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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测量学是采集、量测、处理、应用与地球和空间分布有关数据的一门科学。
它的研究对象非常广泛，从地球的形状、大小至地球以外的空间，到地面上局部的面积和点位等。
测量学属于测绘科学中的一个分支，按照研究范围和对象的不同，测量学又包括了许多分支学科。
一、大地测量学大地测量又可分为卫星大地测量、空间大地测,几何大地测量（空间大地测量与几何大
地测量又称为天文大地测量）、重力大地测量、海洋大地测量等。
大地测量主要研究地球的形状与大小（精化水准面）；地球的整体运动（地球的自转和极移等）；地
球的局部运动（板块运动和区域性地壳形变等）；为地球表面（包括陆地和海洋）进行地表与地物测
量提供定位控制。
大地测量为地球动态变化状态以及动力学机制提供理论研究依据；为研究海平面变化，保护人类生存
环境，地震中长期预报提供依据和信息；为经济建设提供数据控制；为科学研究、航空、航天、航海
提供定轨、定位；为国防建设，提高战略、战术武器的命中精度提供制导手段等等。
二、摄影测量与遥感摄影测量与遥感又可分为航天摄影测量、航空摄影测量、地面立体摄影测量、遥
感测量。
摄影测量可以快速获取地球表面上地貌地物的影像。
在当代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支持下，可以实时地获取各种纸质和数字地图。
利用遥感技术（电磁波、光波、热辐射等）可以快速获取地球表面、地球内部、环境景象、天体等传
感目标的信息特征信号，应用于农业调查、土壤性质分析、植被分布、地下资源、气象、环境污染等
调查以及自然灾害预测等。
三、地形测量学地形测量学主要研究地球表面局部地区的测绘问题。
由于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当代遥感技术（RS）即3S技术为代表的测绘新技
术的迅猛发展，地形测量学的产品已经开始由传统的纸质地图向4D（数字高程模型I）igital Elevation
Model，简称I）EM；数字正射影像图Digital Or－thophoto Map，简称DOM；数字栅格地图I）igital
Raster Graphic，简称DRG；数字线划地图）igital Line Graphic，简称DLG）产品过渡。
4D产品在网络支持下，将成为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NSDI）的基础，给相关研究工作以及国民经
济各行业、各部门应用地理信息带来巨大的方便。
四、工程测量学工程测量学主要研究有关城市建设、矿山工厂、水利水电、农林牧业、道路交通、地
质矿产等领域的勘测设计、建设施工、竣工验收、生产经营、变形监测等方面的测绘工作。
工程测量学的特点是应用基本测量理论、技术、仪器设备，针对不同工程的特点，研究其具有特殊性
的施工测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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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测量学通用基础教程》适用于高等院校非测绘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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