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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全国高职高专工程测量技术专业规划教材。
全书共分11章，包括绪论、平面控制网布设、精密角度测量、精密测距仪器与距离测量、导线测量外
业观测、精密水准测量、三角高程测量、地面观测值归算至椭球面、椭球面元素归算至高斯平面、控
制网平差计算、GPS控制测量等。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及测绘类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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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坐标系统是测量工作中处理观测数据和表达测站位置的数学和物理基础。
点的位置可用坐标系统来表示。
同一个点的位置，在不同的坐标系统中可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数据，而不同的坐标系统则是由不同的
坐标原点位置、坐标轴的指向和尺度比例所决定的。
在宇宙中，地球有两种不同的运转方式，就是围绕地球旋转轴的自转和围绕太阳的公转。
同理就有两种不同的坐标系统，一类是与地球体相固连的坐标系统，称为地固坐标系；另一类是与地
球自转无关，在空间固定的坐标系统，称为空固坐标系。
地固坐标系描述地球表面上点的位置比较方便，空固坐标系用来描述卫星运行的位置和状态极其方便
。
控制测量中常用的坐标系是地固坐标系，也称为地球坐标系，它是固定在地球上与地球一起旋转的坐
标系。
如果忽略地球潮汐和板块运动，地面上点的坐标值在地固坐标系中是固定不变的。
根据坐标系原点位置的不同，地固坐标系分为参心坐标系（原点与参考椭球中心重合）和地心坐标系
（原点与地球质心重合）。
前者以参考椭球为基准，后者以总地球椭球为基准。
无论是参心坐标系还是地心坐标系，均可分为大地坐标系和空间直角坐标系两种形式。
1.3.1 参心坐标在经典大地测量中，为了处理观测成果和传算地面控制网的坐标，通常须选取一参考椭
球面作为基本参考面，选一参考点作为大地测量的起算点（大地原点），利用大地原点的天文观测量
来确定参考椭球在地球内部的位置和方向。
参心坐标系中的“参心”二字意指参考椭球的中心，所以参心坐标系和参考椭球密切相关。
由于参考椭球中心无法与地球质心重合，故又称其为非地心坐标系。
参心坐标系按其应用又分为参心大地坐标系和参心空间直角坐标系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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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控制测量》是全国高职高专工程测量技术专业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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