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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测量学是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中一门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在专业课程设置和工程实践中
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本书根据全国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测量学”教学大纲的要求，联合全国多家高校力量，结合多年
教学和实践经验，本着“满足大纲，精选内容，推陈出新”的原则，在参阅大量中外文献并广泛征求
同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精心编写而成。
本书可作为土木工程、交通工程、建筑工程、环境工程、市政工程及农林等专业本科教材使用，也可
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和教师参考。
　　全书共分十一章，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测量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以及土木工程测量技术的要求
和应用。
主要内容包括：测量学基本知识；常规光学仪器的构造、使用、检验、校正方法；测量误差的基本理
论及其在土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控制测量、地形测量的理论和方法；测量学在建筑工程、道路工程
、桥梁工程中应用的技术与方法；针对我国目前地铁工程广泛建设的情况，对其地面、地下控制测量
、竖井联系测量、隧道施工测量等技术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本书还对测量的新仪器、新技术、新方法作了介绍，并增加了数字地形图的应用、坐标投影换带、地
方坐标系的建立方法等新内容，使读者在掌握基本测量理论的基础上，利用最新的理论知识解决工程
实践问题。
　　本书第一、十一章由何东坡执笔，第二、五章由王安怡执笔，第三章由刘伟执笔，第四、六章由
刘旭春执笔，第七章由牛芩涛执笔，第八、九章由马中军执笔，第十章由武百超执笔。
全书由合肥工业大学的王侬教授审阅。
　　感谢全国高等院校土木工程类应用型系列规划教材委员会和科学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给予的技术指
导和大力支持。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缺点和不足，谨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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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至四章为测量学的基本知识，包括测量的基础理论、测量仪器的构造和使用方法等内容；第
五章为测量误差的基础知识及其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第六章为控制测量的基本知识，介绍了坐标投
影换带和地方坐标系的建立方法等内容；第七、八章为地形测量的相关知识，包括地形图测绘、分幅
编号及数字地形图的应用等内容；第九至十一章为测量学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技术，主要包括建筑施
工测量、道路中线测量、桥梁隧道测量．以及变形监测等工程测量技术与方法。
　　坐标投影换带、地方坐标系的建立方法及数字地形图的应用等内容为《测量学》亮点。
《测量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交通、土建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土木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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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大气折射率误差。
　　在测距时广播的传播速度c需要根据已知的真空中光速值C。
和当时的大气折射率来计算，而大气折射率又是温、压、湿的函数。
实验表明：温度对大气折射率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压力，湿度对大气折射率的影响最小。
通过大量的实验统计数据显示：若要使测距仪达到mm级的精度，则温度的测定误差应不超过±1度，
压力测定误差应小于±283.3Pa，湿度测定误差不大于±266.6Pa。
　　3）测尺频率误差。
　　仪器的调制频率决定了测尺的长度，也就是说频率误差直接影响测尺长度。
误差的大小与距离长度成正比，在使用过程中，电子元件的老化会使设计的标准频率发生变化，因此
只有对仪器进行检测，以求得对距离的改正才能获取更为准确的距离测量值。
　　4）仪器对中误差。
　　电磁波测距是指观测测距仪主机中心与反光镜中心距离，因此，对中误差包括了测距仪和反光镜
的对中误差，其大小与测距长度无关，在短距离测量中必须注意对中，一般应控制在2mm范围内。
　　（2）比例误差　　比例误差是指在测距过程中，随着距离的增加数值也随之变化的误差。
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仪器加常数的测定误差。
　　一般仪器出厂前厂家要精确测定仪器加常数，并利用逻辑电路进行预置，以便对测距成果进行改
正。
但是随着仪器的长时间使用、震动及电子元器件的老化等原因，会引起仪器加常数的变化，因此需要
定期对仪器加常数进行鉴定，以便对最终测距成果进行改正。
　　2）测相误差。
　　测相误差包括自动数字测相系统误差和测距信号的大气传输中的信噪比误差（信噪比是指接收到
的测距信号强度与大气杂散光的强度之比），前者由测距仪的性能和精度确定，而后者与测距时的自
然环境如空气透明度、视线离障碍物及地面距离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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