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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介绍了与测量误差相关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测量数据处理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包含测量平差
的经典理论和近现代测量数据处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主要内容包括观测误差的特性及描述方法，误差传播定律，测量平差及平差数学模型的基本概念，极
大似然估计和最小二乘法，经典平差方法，假设检验的基本概念和测量上常用的基本检验方法，综合
平差法和最小二乘配置法，以及测量平差中的不适定问题和平差模型误差等。

本书内容完整、深入浅出，每章配有习题，兼顾理论性与实用性。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测绘专业的教材使用，也可供测绘及相关领域专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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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观测误差的分类1.偶然误差偶然误差又称随机误差。
在相同的测量条件下，对某一量进行了一系列观测，若单个观测值的误差不论从大小还是从符号上看
，不存在任何规律性，则称其为偶然误差。
但大量的偶然误差会呈现出统计上的规律性。
其实从随机性的意义上理解，存在符号只呈现正或负的偶然误差。
例如，由于水准尺扶持不直，导致的读数误差是偶然误差，这一偶然误差始终是负的。
这一误差从正负值角度考虑，则具有系统性。
当水准尺的水准器误差引起水准尺读数误差时，便不能断定是偶然误差。
偶然误差是不可避免的。
2.系统误差在相同测量条件下所得系列观测值，其误差的大小或符号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则称为系统
误差。
系统误差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测量仪器本身误差、测量仪器安置及操作错误、观测方法的不合理、外界环境的影响及人的因素等
，都可能引起系统误差。
系统误差在数值上的表现有如下特点：（1）固定性。
系统误差的大小和符号保持不变。
如电磁波测距中的常数项误差。
（2）累积性。
误差随着测量值增加而增加。
如电磁波测距中，大小与距离成正比的比例误差项。
（3）周期性。
误差的数值及符号表现出规律性的变化。
如经纬仪水平度盘刻划误差引起的读数误差。
（4）复杂性。
有些系统误差呈现出复杂的规律性变化，或呈现出某种随机性。
由于系统误差表现出某种规律性，因此，可以在观测过程中采取适当的措施和合理的观测方法予以减
弱。
也可以通过对观测数据采用事后进行检验和处理的方式予以减弱。
如，在利用经纬仪进行角度测量过程中，可以利用盘左盘右读数取平均来减弱仪器误差引起的观测数
据中的系统误差。
再如利用加常数改正、气象改正和周期误差改正的方法，改正电磁波测距中的系统误差。
3.粗差从统计意义上理解，粗差就是超出正常范围的大误差。
在相同的测量条件下，对某一量进行了一系列观测。
如果其中个别误差的数值比其他误差大很多，如相差几倍，则可以认为这些个别误差是粗差。
产生粗差的原因很多，如读数及记录错误、仪器操作不当、仪器使用时间过长、观测时外部环境的急
剧变化等。
在现代测量中，经常出现大规模自动化测量数据采集的情形，如全球定位系统、摄影测量与遥感、地
理信息系统等。
此时，粗差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粗差对测量数据质量的影响较大，应采取适当的观测方法和数据处理方法予以避免和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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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基础》是由测绘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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