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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根据2007年7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全国水利高职高专第二轮教材编审会议”的安排和要
求，顾及目前国内各类高职院校建筑工程、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工程管理、道路与桥梁工程、给排水
工程、市政工程、林业工程等各类专业的教学要求而编写的。
全书内容新颖、图文并茂，教材充分体现了“实践性、实用性和先进性”以及高职高专学生的培养要
求，并注意到高职高专学生的素质和特点，力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安排了许多工程案例，便于学生
自学和教师组织教学，有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与本书配套使用的《工程测量实训》教材已于2008年9月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
　　本教材由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蓝善勇担任第一主编，并编写了第2章和第4章；山东水利职
业技术学院王万喜担任第二主编，并编写了第13章和第14章；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鲁有柱担任第三主编
，并编写了第22章；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彭维吉担任副主编，并编写了第16章和第21章；湖北水利
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李行洋担任副主编，并编写了第6章；山东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丁建全担任副主编，
并编写了第10章和第11章；河北工程技术高等专科学校付铁链担任副主编，并编写了第3章；浙江水利
高等专科学校黄文彬担任副主编，并编写了第7章和第8章；华北水利水电学院职业学院王郑睿担任副
主编，并编写了第19章；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周小莉担任副主编，并编写了第17章和第18章；安徽
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张晓战编写了第20章；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陈帅编写了第1章；安徽水利水电
职业技术学院张延编写了第9章；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罗勇编写了第15章；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
院刘凯编写了第5章；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罗玉霜编写了第12章。
各位主编认真校对原稿，全书由蓝善勇统稿。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汪仁银担任主审，认真审阅了全书，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对此
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了编好这本教材，全国水利高职教研会工民建专业组、市政课程组、测量课程组在2007年7月
～2008年8月期间，先后在广西南宁、安徽合肥和浙江杭州召开了会议，广泛听取各方面专家、教授对
本教材编写的意见。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仍难免存在一些不妥之处，热忱希望各院校使用本教材的教师和读者提出宝
贵意见，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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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测量》是全国高职高专土建类专业统编教材，共22章。
第1章～第4章主要叙述测量学的基本知识、测量仪器的使用和测量的基本工作；第5章叙述测量误差的
基本知识及计算方法；第6章叙述小地区平面和高程控制测量的建立、施测和计算方法；第7、8章叙述
电子全站仪测量和GPS测量；第9章～第11章叙述地形图的基本知识、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地形图
应用的基本内容和在工程建设中的应用；第12章～第21章叙述施工测量的基本工作、道路工程设计测
量和道路工程施工测量、桥梁工程测量、隧道施工测量、水工建筑物施工及水库测量、渠道工程测量
、工业与民用建筑施工测量、管道工程施工测量和工程建筑物变形观测；第22章叙述用卡西
欧fx-5800P编程计算器在工程测量上的应用。
　　本教材在编写中充分考虑到国内各类高职院校各专业对工程测量教学的要求，在内容取舍和安排
上，与现有的各专业的工程测量教学要求相匹配，可作为国内各类高职院校建筑工程、水利水电建筑
工程、工程管理、道路与桥梁工程、给排水工程、市政工程和工程测量等各类专业的工程测量教材，
也可供城市建设、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线路工程建设等专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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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仪安置及初始设置7.5 全站仪的基本使用7.6 坐标测量（数据采集）7.7 坐标放样7.8 后方交会测量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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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图方法概述实训与习题第11章 地形图使用11.1 地形图应用的基本内容11.2 面积量算11.3 地形图在工
程建设中的应用11.4 地形图在平整土地中的应用及土石方估算11.5 电子地形图应用简介习题第12章 施
工测量12.1 施工测量概述12.2 施工测量的基本工作12.3 测设地面点平面位置的基本方法12.4 测设已知坡
度线12.5 测设圆曲线实训与习题第13章 道路工程设计测量13.1 概述13.2 道路平面控制测量及技术指
标13.3 道路工程高程控制测量及技术指标13.4 道路中线测量13.5 带状地形图测绘13.6 道路纵断面测
绘13.7 道路横断面测绘13.8 道路土方工程计算习题第14章 道路工程施工测量14.1 概述14.2 道路施工测
量14.3 道路管道施工测量14.4 道路竣工测量习题第15章 桥梁工程测量15.1 桥梁控制测量15.2 桥梁施工
测量15.3 桥梁竣工测量习题第16章 隧道施工测量16.1 概述16.2 隧道贯通测量精度要求16.3 隧道洞外控
制测量16.4 隧道控制测量设计16.5 隧道进洞关系数据计算16.6 竖井联系测量16.7 地下控制测量16.8 隧道
开挖中的基本放样测量16.9 隧道贯通误差的测定与调整16.1 0隧道竣工测量16.1 1隧道测量应整理汇编
的成果资料习题第17章 水工建筑物施工及水库测量17.1 土坝的施工测量17.2 混凝土坝的施工测量17.3 
拱坝的施工测量17.4 水闸的施工测量17.5 水库测量习题第18章 渠道工程测量18.1 概述18.2 渠道选线测
量18.3 中线测量18.4 纵断面测量18.5 横断面测量18.6 土方计算18.7 渠道施工测量实训与习题第19章 工业
与民用建筑施工测量19.1 建筑场地的施工控制测量⋯⋯第20章 管道工程施工测量第21章 工程建筑物变
形观测第22章 CASIO fx-5800P编程计算机器的使用与案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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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水准仪及水准测量　　2.3 水准仪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2.3.1 水准仪的使用方法　　在
安置水准仪之前，要打开三脚架，调整好仪器的高度，将仪器安置在三角架上，旋紧中心螺旋。
仪器安置高度要适中，三角架头大致水平，并将三角架的脚尖踩人土中。
微倾式水准仪使用的基本方法可归纳为八个字：粗平、照准、精平、读数。
　　1.粗平　　粗平是使仪器圆水准器气泡居中，水准仪视线达到概略水平，简称粗平。
要使圆气泡居中，首先要了解气泡移动方向的规律，即气泡总是往高处移动。
气泡移动的方向与左手大拇指转动脚螺旋的方向一致。
顺时针转动螺旋，该螺旋端升高，逆时针转动螺旋，该螺旋端降低。
使仪器圆气泡居中有两种方法：　　（1）将仪器安置在架头上，转动脚螺旋使气泡居中，如图2.3.1所
示，当气泡偏离如图2.3.1（a）所示的位置时，可转动1、2两个脚螺旋或其中一个螺旋，转动螺旋方向
按图2.3.1（a）中箭头所示方向进行，使气泡从图2.3.1（a）所示位置转至图2.3.1（b）所示位置。
然后按箭头方向转动另一个脚螺旋3，使气泡向中心移动使气泡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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