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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测量学》(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李玉宝主编)编写的配套教材。
全书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测量实验与实习须知”，介绍测量实验、实习的一般注意事项与规定
；第二部分是“测量实验”，其中分列了18个测量学基础实验内容；第三部分是“测量实习指导”，
内容为大比例尺地形测量、道路工程测量实习指导书；第四部分是与《测量学》章节一一对应编排的
测量学习题及部分习题参考答案。

　　本书由兰济昀、宋怀庆编写，具体分工如下：其中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实验一到实验三、实验六
到实验十三，第三部分，第四部分习题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八章、第十章，由宋怀庆编写；
第二部分实验四、实验五，实验十四至实验十八，第四部分习题第一章、第二章、第六章、第七章、
第九章由兰济昀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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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全站仪作业模式 ①全站仪一套；②对讲机3部；③对中杆及反射棱镜2套；④30 m
皮尺一把；记录板2块；草图绘制用纸若干张。
 实习二道路工程测量 一、实习性质及目的 本实习是在学习《测量学》相关教学内容后，为了巩固所
学理论知识，培养实践操作能力而安排的一次综合教学实习，实习时间为1周。
通过这次实习应达到如下目的： （1）熟练掌握光学J6经纬仪（全站仪）、s3水准仪的操作与使用方法
。
 （2）掌握道路工程测量中的中线测量（包含圆曲线测设）和纵横断面测量的方法。
 二、实习任务及要求 （1）4～6人一组，每个小组完成长度为300m（包含一条圆曲线）左右的道路中
线测量和纵横断面测量工作。
 （2）以班为单位，在实习老师的带领下，在实习场地地形图上设计两条150 m左右的直线，相交于一
点JD，以这两条直线作为道路直线段，在其间设计一条圆曲线，并用图解法或解析法求得道路起终点
（A、B）、直圆点（ZY）、交点（JD）、曲中点（QZ）、圆直点（YZ）坐标及其他线路要素，道路
起点里程设为K0+000。
 （3）各组根据采用的放样方法（极坐标法、切线支距法或偏角法等）计算放样数据并进行道路主点
测设及整桩、加桩测设，具体做法参见实验十七。
 （4）各组利用水准仪进行纵断面测量并绘制纵断面图。
 （5）各组利用水准仪皮尺法或全站仪法进行横断面测量并绘制横断面图，横断面间距取20 m，距离
与高差准确至0.1 m。
 （6）实习单位根据自身条件选择不同仪器与方法进行实习。
 三、实习进程安排 实习动员及领取仪器备品： 1天 实地踏勘、分配任务：0.5天 测设数据计算：0.5天 
中线测量： 1天 纵断面测量： 1天 横断面测量： 1天 纵横断面绘制： 1天 检查与考核： 1天 四、实习步
骤及要求 1.中线测量 （1）根据采用的测设方法，计算所需要的测设数据，其中包含整桩、加桩及曲
线特征点数据，坐标计算方法参考《测量学》教材第十章。
 （2）交点测设：根据中线附近的控制点，采用极坐标法或交会法测设出起点A、终点B、交点JD，并
打下木桩。
 （3）转点测设：如果A、B与JD不通视，要在这两直线段上测设转点，如果通视，则无需设置转点。
 （4）中桩测设：假设起点A里程为K0+000，由起点A起，每隔10 m或者20 m的距离设置一个整桩，并
可在需要的地方设置加桩。
 （5）圆曲线主点与整桩点测设：根据主点测设数据，在JD安置经纬仪（全站仪），可测设出圆曲线
的主点。
主点测设后，以中桩间距20 m来测设圆曲线整桩。
圆曲线测设可采用极坐标法、偏角法、支距法（直角坐标法）等。
 （6）在测设过程中，每完成一测站后，应重新瞄准零方向，检查经纬仪（全站仪）定向有无错误，
检查测设点之间的相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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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测量学实验与习题》由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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