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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论是大学、大专、中专等院校，凡测绘专业和与测绘工作相关的专业都有一门《测量学》（或类似
的名称）课程。
为适应社会的需求。
1979年3月由武汉测绘学院组织编写组，写成《测量学》一书的第一版。
编写组由蒋维恒、章书寿任主编，其他成员有郭廼瑜、鲁林成、陆国胜、张琰、尹传忠。
编写大纲是在1961年版的《测量学》基础上，依据当时校内外有关人士的意见形成。
经过几次教学实践，对书中的内容作了增补和对繁杂部分予以删除，于1984年3月完成第二版修订稿。
又经过5年的教学实践，特别是注意到本课程对测绘专业而言，它的基础性性质，由陆国胜负责对本
书又作了一些增删，于1989年3月完成了第三版的修订稿。
该书的各版本对解决《测量学》课程的教学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测量学》课程的内容及其在相应专业教学计划中所处的位置，则一直是从事该课程的教师和院
校领导断断续续研究讨论的问题。
特别是新技术快速进入测绘领域的上世纪90年代后，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测绘学科的各个方面，促使测
绘工作的工作方式和承担的任务均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面对这种现实，对《测量学》教材予以修改乃是大势所趋。
可是如何修改，内容如何选择，又成为一个争议的题目。
虽然各种不同的观点各有所长，也各有其侧重面，但归根结底应能在社会实践中为较多的从事该课程
的教学人员所采纳。
本人根据数十年的《测量学》课程教学实践体验，认为教材的体系（也就是课程的体系）主要在两方
面存在问题：其一，是主题不明，学生有杂乱无章的感觉。
主题不明必然表现在教材的编写结构上。
其二，是教材在处理新技术或某种方法改进的方式，基本上是添加，而不是与原有内容相融合。
.针对这两个主要问题，此次编写本书首先从结构改变入手，这是因为结构从属于主题。
熟悉测绘工作的人们都知道，实际工作的许多任务都要确定一些点位（即计算出点的坐标值），实际
上这个确定点位的工作就是教材的主题。
为适应这个主题，本书采用了如下的结构层次：以说明表示点位的参考系（坐标系统）和确定点位坐
标的数学模型为前导，以采集为解算数学模型的数据（测距、测角和测高）为手段，以数据的初步处
理为质量保障，以此实现确定点位的任务。
教材中不可缺少的地形图测绘仅是按数学原理：由点而线，而面，而体构建几何形体的应用，点位仍
然是基础。
这个结构就是本书与原有《测量学》的最大不同点。
全书的结构仅确定了各章的安排，各章的内容则需要体现出新旧技术的融合，本书的办法是以基础原
理为主要线条，同一细节中的新旧技术则取综合或分类书写。
地理信息系统本是一门独立的课程，它是计算机技术与测绘技术结合密切的体系。
特别是近几年来，许多测绘部门都担负了建立地理信息系统的工作，因此，关于地理信息系统的概念
和主要的基本知识，理应为测绘工作者了解，故本书单独列有一章介绍地理信息系统的概念。
本书知识层次的定位与测量学编写组编写的《测量学》第三版一致，即读者对象为具有高中文化的初
学入门或仅有初步测绘知识的工作人员。
在撰写时注意到对概念、原理和名词的叙述清晰、准确，以使读者在阅读后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此外，测绘技术发展至今，很多方面都有了深入的成果而属于专项技术，顾及到本书定位为“入门”
的书，确实无法也没有必要将测绘学所包含的全部分支知识都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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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12章。
以测绘的基本知识、概念和原理为侧重点，首先论述了测量基准、坐标系、地图投影等理论基础，然
后对距离、角度、高程测量方法及其所用测绘仪器的操作方法给予了阐述，介绍了误差处理基本方法
以及各种测绘方法和作业模式，最后阐述了地理信息系统以及地形图的应用等有关知识，并对建筑施
工放样基本原理进行了讲解。
　　该书可作为大本、大专测绘专业或与之相关专业的教材或参考书。
也可作为有关人员的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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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论  1.1 概述  1.2 发展简史第二章 基本知识和概念　2.1 地球几何形体的初步概念　2.2 地表点
位的参考系　2.3 测绘工作的几个基本要素　2.4 用水平面代替球面的影响　2.5 精密度、准确度和有效
数字第三章 基本数学模型　3.1 确定点的地理坐标概念　3.2 确定点的平面位置　3.3 确定点的高程
　3.4 利用卫星定位的基本原理　3.5 摄影测量的基本概念　3.6 测绘工作的基本原则第四章 数据采集—
—距离测量　4.1 测距仪器　4.2 测距方法　4.3 测距结果的几项改正　4.4 普通视距测量第五章 数据采
集——角度测量　5.1 经纬仪的基本构造　5.2 仪器结构和操作不完善的问题　5.3 全站仪　5.4 测量角
度的方法第六章 数据采集——高程测量　6.1 水准测量　6.2 三角高程测量的实施　6.3 普通视距测量测
高差第七章 数据处理的初步知识　7.1 误差的基本概念　7.2 误差传播定律　7.3 权及加权平均值第八章
误差传播的应用　8.1 高程测量　8.2 水平角观测　8.3 距离测量　8.4 导线测量　8.5 角度交会　8.6 测边
交会和自由设站点第九章 地形图的测绘　9.1 地形图　9.2 数字地图　9.3 测制数字地形图的模式　9.4 
用航空摄影测量测绘地形图第十章 地理信息系统的初步概念　10.1 概念　10.2 数据结构　10.3 数据库
　10.4 数据处理　10.5 查询与分析　10.6 可视化第十一章 地形图应用简介　11.1 量取图上一点的坐标
和两点问的长度　11.2 量测一点至另一点的坐标方位角　11.3 量测地面两点连线的坡度和绘制路线的
断面图　11.4 确定汇水范围和面积计算　　11.5 确定一倾斜平面与自然地表的交线第十二章 建筑施工
放样　12.1 概述　12.2 施工控制网　12.3 平面位置的放样方法　12.4 曲线的测设　12.5 高程的测设
　12.6 利用激光的专用测设仪器附录一 角度的计量单位和相互换算附录二 测量计算中的有效数字附录
三 几个常用的使用VB(Visual Basic)自定义函数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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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概述测绘学，又称测量学，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地球的形状和大小，地球外表的自然形态及
地球表面及浅层地下各种自然和人工物体的几何形状及其位置。
形成地球形状的主要因素是地球的地质结构和它的旋转运动。
因此，要研究和测定地球的实际形状和大小，还必须进行重力测量，以便认识地球的重力场状况，所
以确定地球重力场也是测绘学的任务之一。
由数学原理知，物体的几何形态及它的大小均可由此物体的特征点在某个坐标系（参考系）中的坐标
（参数）来认知。
例如，在以x，y，z为坐标轴的空间直角坐标系中，知道了某物体特征点的坐标值，即可了解到此物体
的形状和大小。
因此，首先要建立一个适当的坐标系，以便于恰到好处地描述地表的自然形态和物体的形状、大小。
之后便是如何求得这些特征点在此坐标系中的坐标值。
有些点可直接测得其坐标，有些点则需由数学关系推算得出它们的坐标。
此项工作通常均称之为测定点位（简称为测定）。
此外，在工程建设中常有在规定的某个坐标系中对建筑物进行设计而指定了一些特征点的坐标值，建
设时必须按它们的坐标找出这些特征点的实地位置。
这种与测定点位相反的工作通常简称为测设（亦称放样）。
测绘工作者除进行测定和测设工作外，还需对某些社会信息和自然信息进行收集，其目的是给所研究
的对象赋予某种属性。
例如，一个山体的名称，一个村庄的名称，一块农业用地的种植物，一条河流的水流流向，行政区域
的边界，等等。
测绘的对象有了这些属性，在发布测绘成果时才具有它们的实用价值，使用户能一目了然地了解到地
表自然形态和人工设施所具有的各种信息。
测绘学的研究成果有的用数据（文字和数字）表示，有的用图件表示。
一般地说，测绘对象常配有其主要属性的数据。
例如，测绘控制点的点名、点号、等级及其坐标，各种地物特征点的坐标值及其所在地的地名，道路
的长度、宽度，铺装材料，某建筑物在使用过程中产生变形的大小等数据均可直接提供给用户使用。
各种地图则是用图件表示的测绘成果。
工程设计中所需的地面某一方向的纵断面图、横断面图等也是用图件形式表示测绘成果的例子。
根据多年研究证实，地球是近似于一个以椭圆的短轴为旋转轴旋转而成的椭球。
由于椭圆的扁率不大，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可将地球看成圆球，它的表面当然亦可看成为一个球面。
实际上大多数测绘工作是在地球外表一个局部地区内进行的，由于地球的平均半径很大，约6371km，
因此在较小的地表范围内，例如100km。
或面积更小时即可将球面看成是平面，这对大多数情况下的测绘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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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教材·测绘学基础》可作为大本、大专测绘专业或与之相关专业的教材或参考书。
也可作为有关人员的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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