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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实践教学环节是培养、增强和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专业操作技能、实践动手能力、综合应用能力及探
索创新能力的主要途径，是高职高专人才培养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是贯彻“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合作发展道路”的不可或缺的举措；是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性，提高学生创造
能力、就业能力、创业能力的重要举措。
因此，为搞好实践教学，改善实训效果，充分体现高职教育特点，编写一本有特色的专业实训教材就
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我们策划了编写城市水利专业特色实训教材，成立了高水平的教材编写团队，通过努力，完成
了城市水利专业实训教程的编写任务。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
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及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方案》和《城市水利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城市水利专业课程教学大
纲》等文件精神以及城市水利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要求，按照水利水电工程的新规范、新标准和新技
术的要求编写的。
突破了传统的学科教育对学生的专业操作技能和知识运用能力培养的局限，结合高职教育新形势和城
市水利工程的实际情况，考虑专业教学改革的新实践和工程学科实践教学的新特点，力求内容的应用
性、系统性、新颖性，实施项目化实训课程，构建系统性的实践教学体系。
以项目驱动技能训练，着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的综合运用能力和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
本书的特点是：编排新颖、难易兼顾、实用可行、侧重技能。
在内容安排上考虑高职院校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适用于水利类及相关专业的实践教
学环节，共分为8个项目，主要包括工程CAD、工程施工、测量放样、工程质检、防洪抢险、水质监
测与水污染控制及毕业综合实践等内容。
在最后的附录部分，提供了资源与环境工程系毕业生顶岗（就业）实习手册，供毕业班学生阅读参考
。
本书由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李宗尧教授担任主编和统稿，并编写工程质量检测实训和城市防洪
抢险实训，奚立平老师编写概述和毕业综合实践的毕业论文内容，吴吟苏、王其恒老师编写工程识图
与CAD实训，程健老师编写工程测量及施工放样实训，陶家俊老师编写工程施工实训，高建峰老师编
写工程质量检测实训的建材试验内容，蒯圣龙老师编写水质监测与水污染控制实训，高光辉老师编写
毕业综合实践的顶岗实习内容，刘承训老师编写毕业综合实践的毕业设计内容，并协助统稿和内容校
核，安徽水利建筑安装公司陈方葵高级工程师任主审。
在本教程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和安徽水利建筑安装公司的领导与同事们的关
心与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水利类及相关专业的实训教材，还可供广大水利水电、建筑工程等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以便
今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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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方案——城市水利专业建设方案》的要求，结合高职高专
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以求实创新为特点，以能力培养为目的进行编写的。
全书共分8个项目，包括实训概述、工程识图与CAD实训、工程测量及施工放样实训、工程质量检测
实训、工程施工实训、水质监测与水污染控制实训、城市防洪抢险实训及毕业综合实践等，最后附有
毕业生顶岗（就业）实习手册。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城市水利及相关水利类专业的实训教材，也可供广大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市
政工程等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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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2误差的来源与分类1.误差的来源为了减小测量误差，提高测量的准确度，有必要对误差的
来源有所了解。
误差的来源是多方面、多因素的，主要有测量设备误差、测量方法误差、测量环境误差和测量人员误
差等。
（1）设备误差。
测量设备误差包含标准器件误差、装置误差和附件误差等。
标准器件误差指以固定形式复现标准量值的器具，如标准电阻、标准量块、标准砝码等，它们本身体
现的量值所存在的误差。
这些误差将反映到测量结果中，一般要求标准器件的误差占总误差的1／10～1／3。
装置误差包括了在设计时由于采用了近似原理所带来的工作原理误差；组成设备的主要零部件的制造
与装配误差；设备出厂时校准与检定所带来的误差；读数分辨力有限而造成的读数误差（即示值误差
）和数字仪器的量化误差；元器件的老化、磨损、疲劳所造成的误差；仪器响应滞后所带来的误差等
。
附件是指保证仪器、仪表正常工作所需的附属器件。
例如连接导线、测压信号管、切换开关、电源，等等。
这些附件的质量问题、使用不当等原因也会引起误差。
在实际工作中，它们的影响容易被忽视。
（2）方法误差。
测量方法误差又称为理论误差，是指由于采用的测量方法不完善，或采用近似的计算公式等原因所引
起的误差。
凡是测量结果的表达式中没有得到反映而在实际测量中又起作用的那些因素都可能产生方法（理论）
误差。
（3）环境误差。
测量环境误差是环境的各种因素与要求的条件不一致而造成的误差，主要来源于环境温度、电源电压
、电磁干扰以及振动气流等。
（4）人员误差。
测量是一种人的活动，测量人员即使在同一条件下使用同一台装置进行多次测量，也会得出不同的测
量结果，这是由于测量人员的工作态度、技术熟练程度、生理感官与心理因素、测量习惯等的不同所
引起的。
如记录某一信号时，测量者滞后和超前的趋向，在标准态读数时，始终偏左或偏右，偏上或偏下，常
表现为视差、观测误差、估读误差和读数误差等等。
为了减小测量人员误差，要求测量人员认真了解测量仪器的原理与特性，熟练掌握操作规程，精心操
作并正确处理测量结果。
2.误差的分类根据误差的性质和表现形式，可将误差分为系统误差、随机误差和粗大误差三大类。
（1）系统误差。
系统误差定义为在重复性条件下，对同一被测量进行无限多次测量所得结果的平均值与被测量真值之
差，由某些固定不变的因素引起。
系统误差的出现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其特征是在相同条件下，多次测量同一量时，该误差的绝对值和
符号保持不变，或者条件改变时按某一确定的规律变化。
一只零位调整不对的仪表，其各个刻度上将产生数值和正负号不变的示值误差；用钢卷尺测量一个固
定长度，由于钢卷尺长度随温度改变，测量误差也按温度变化规律变化。
这两个例子的误差均为系统误差，前者称为恒值系统误差，后者称为变值系统误差。
完全消除系统误差是不可能的，只能根据具体原因采取适当措施尽量予以校正或减少其对测量结果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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