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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二五”高等教育规划教材：工程测量》共分为十四章，第一章至第六章系统讲述工程测量
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各种常用测量仪器、工具的操作使用方法及其检验校正方法。
第七章对测量误差的知识进行基础性的介绍。
第八章至第十一章分别讲述工程测量中的控制测量、地形测量、道路中线测量以及道路的纵、横断面
测量等工作的原理与常用方法。
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分别介绍道路、桥涵及隧道施工测量的基本技术。
　　《“十二五”高等教育规划教材：工程测量》可作为高等院校道路桥梁工程技术及相关专业教材
，也可供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和测绘工作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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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地形图的拼接 当测区面积较大时，必须采用分幅测图。
于是，在相邻图幅的连接处，由于测量和绘图的误差，地物轮廓线和等高线都不会完全吻合，出现拼
接边误差。
两幅图的接边限差，不应大于表9—7规定的碎部点平面、高程中误差的2√2倍。
如果超过此限差，必须用仪器检查、纠正图上的错误后再拼接。
 1.白纸测图的拼接方法 为了图幅的拼接，规定每幅图的东、南图边应测出图廓外1 cm。
需用一条宽4～5 cm、长55～60 cm的透明纸条作为接边纸。
把接边纸先蒙在图幅I的东（或南）拼接边上，用铅笔把坐标格网线、地物、等高线等描在透明纸上，
然后把接边纸条按格网线对准蒙在图幅Ⅱ的西（或北）拼接边上，并将其地物和等高线也描绘上去。
如此在该接边的透明纸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相应地物和等高线的偏差情况，如图9—24所示。
 因此，对于主要地物的接边容许偏差为0.6×2√2=1.7（mm）；而在微丘地区接边时，等高线的容许
偏差为Hd／2×2√2=1.4Hd，即为该两幅图基本等高距的1.4倍。
若满足接边限差的要求，应对两幅图的地物及等高线进行必要的改正。
一般是在两图幅图上各改一半，但应保持地物、地貌相互位置和走向的正确性。
具体方法是：在透明纸上用彩色笔平均分配，纠正接边差，并将接图边上纠正的地物、地貌位置，用
针刺于相邻的接边图上，以此修正图内的地物和地貌。
 2.聚酯薄膜测图的拼接方法 对于使用聚酯薄膜所测的图纸，由于其半透明性，只需把相邻两张图纸的
图幅按相应坐标格网上下重叠，就可检查接边处地物及等高线的偏差情况。
如接边误差在限差范围内，则可在其中一幅图上按平均位置改正图上的地物、地貌，另一幅图则根据
改正后的图边进行改正。
 三、地形图的整饰 经拼接、检查和修正后，即可进行原图的整饰，包括图内、图外整饰，擦掉不必
要的点、线、高程、注记等，使图面整洁、规范。
例如坐标格网线，只保留交点处纵横1.0 cm的“+”字，靠近内图廓保留0.5 cm的短线；擦去用实线和
虚线表示的地性线；擦去多余的碎部点，只保留制高点、河岸重要的转折点、道路交叉点等重要的碎
部点。
 加深地物轮廓线和等高线，加粗计曲线并在计曲线上注记高程，注记高程的数字应成列，字头朝向高
处。
按照图示规范要求填注各种地物符号和注记，各种文字注记标在合适的位置，一般要求字头朝北，字
体端正。
等高线通过注记和符号时必须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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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十二五"高等教育规划教材:工程测量》按照专业培养目标，进一步加强教材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合理精简和完善内容，贴近模块式教学要求。
全书共十四章节，内容包括绪论、水准测量、角度测量、距离测量与直线定向、全站仪测量技术
、GPS测量简介、测量误差基本知识、小区域控制测量、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及应用等。
《"十二五"高等教育规划教材:工程测量》可供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和测绘工作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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