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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9年1月1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实践能力一般是指综合应用专业技术知识完成某项任务的能力，衡量其强弱的标准是完成任务的质
量和效率。
测量学作为土建类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主要体现在测、算、绘三个
方面。
正如宁津生院士在各种学术会议上多次强调的：测绘学科是受新技术影响最大的传统学科之一，3S技
术－GPS（全球定位系统）、GIS（地理信息系统）和RS（遥感系统）的不断发展、成熟与应用的日益
普及，赋予了测量学传统教学内容测、算、绘崭新的诠释。
在21世纪，如果不将测绘新技术，尤其是市场上已经非常成熟的新技术引入到测量学课程的教学中，
是很难让工程界信服我们高等学校培养的学生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
本书编写的基本思路是：顺应高等教育改革的形势，不但要满足土木工程专业测量教学的需要，而且
应适应宽口径、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要；注重学生基本素质、基本能力的培养，据此本书各部分的内
容组织分为基本知识技能培养、知识技能拓宽与提高两个层次；综合考虑教学需求多样性的要求，内
容具有多层次、系统而全面的特点；在总结已有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把握好技术发展与教学需要的关
系，在体系和内容上争取达到先进性和实用性兼备的要求。
本书由张剑锋、邵黎霞担任主编并统稿，刘干斌和叶明任副主编。
各章编写分工如下：张剑锋编写第一－四章和第十－十三章及第十四章的第一－四节以及实验、实习
指导书。
邵黎霞编写第五章，刘干斌编写第六章，叶明编写第七－九章，戴文琰编写第十四章的第五－七节。
感谢蔡泽伟、劳晓荔、邹逸江、乐瑞君、陈瑶峰、樊斐、高峰、葛笑扬、李斯琦、卢利萍、庞文斌、
邢园俊、杨玲巍、张雪梅、章喆懿等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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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高等学校“十一五”精品规划教材之一。
主要内容有：绪论，水准测量，角度测量，距离测量与直线定向，测量误差的基本知识控制测量，地
形图的基本知识，地形图的应用，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测设的基本工作，工业与民用建筑中的施工
测量，线路测量，全站型电子速测仪，GPS全球定位系统简介，以及实验、实习指导书．本书主要特
色为强调新设备、新技术的应用，结合现有的标准、规范，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

　　本书可作为土木工程、建筑学、城市规划、给排水、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以及测绘工程等?业的测量
学课程教材，也可作为土建工程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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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测量学概述一、测量学的内容测量学是研究地球及其表面各种形态的学科，主
要任务是测定地球表面的点位和几何形状，并绘制成图，以及测定和研究地球的形状和大小。
测量学的内容包括测定和测设两个部分。
测定是指使用测量仪器和工具，通过测量和计算，得到一系列测量数据，或把地球表面的地形缩绘成
地形图，供经济建设、规划设计、科学研究和国防建设使用；测设是指把图纸上规划设计好的建筑物
的位置在地面上标定出来，作为施工的依据。
测绘是测量和绘图的简称。
测量是用水准仪、经纬仪等仪器测出某一地区的地形和地貌，绘图是将测量取得的成果按照一定的比
例画到图纸上的过程。
二、测量学的分类测量学涉及到地球科学和测绘科学技术等学科。
地球科学包含大地测量学和地图学等学科。
大地测量学研究的是地球的大小和形状，解决大范围地区的控制测量和地球重力场问题，大地测量必
须考虑地球曲率的影响。
其中几何大地测量学、物理大地测量学、动力大地测量学和空间大地测量学等都属于大地测量学的范
畴。
测绘科学技术包含大地测量技术、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地图制图技术、工程测量技术、海洋测绘、
测绘仪器等。
大地测量定位、重力测量、测量平差等属于大地测量技术的范畴；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是一门通过获
取目标物的影像数据，从中提取语义和非语义信息，并用图形、图像和数字形式表达的学科，其中地
物波谱学、近景摄影测量、航空摄影测量、遥感信息工程等属于其范畴；地图制图技术是一门研究各
种地图的制作理论、原理、工艺技术和应用的一门学科，其中地图投影、地图设计与编绘、图形图像
复制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属于其范畴；工程测量技术是研究各种工程在规划设计、施工放样和运营
管理等阶段中的测量方法，其中地籍测量、精密工程测量等属于其范畴；海洋测绘是测量海洋底部地
球物理场的性质及其变化特征，并绘制成不同比例尺的海图和专题海图，其中海洋大地测量、海洋重
力测量、海洋磁力测量、海洋跃层测量和海洋声速测量等属于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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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测量学》可作为土木工程、建筑学、城市规划、给排水、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以及测绘工程等专业的
测量学课程教材，也可作为土建工程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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