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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测量工作始终是把实践技能放在第一位的，而这个“实践技能”的内涵不仅仅指掌握几台测量仪
器的使用和操作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指能怎样对不同地区、不同地形采取最佳或最合理的测量工作
方法才能在测量时不跑费点、不走冤枉路、不浪费时间，在满足测量精度的前提下提高测量效率。
不仅如此，近几年来，随着电子水准仪、全站仪、GPS全球定位系统等现代测绘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以及建筑业由传统的承发包经营方式向国际上“交钥匙”经营方式的逐渐转变，加之各地区高层建筑
和高速公路的兴建，对测量员的“实践技能”的要求则有了更新的标准。
因此，鉴于以上情况，本书的编写则主要以“作为一个合格的测量员，其首先必须要搞清楚测量上
的5个问题”为原则进行的，即　　1.测量什么（What）？
其涉及的问题就是测量的对象是什么。
而测量的对象就是地面点的三维坐标，那么，弄清楚测量的坐标系和参照系是如何建立的问题显然是
至关重要的。
　　2.用什么进行测量（Which）？
其涉及的问题是如何使用测量的仪器、设备和工具。
这里除了要了解普通测量设备（如微倾式水准仪、普通光学经纬仪等）的测量原理与工作方法，尤其
要弄清楚现代电子测量设备（如全站仪）和当代先进的测量系统（如GPS）等的测量原理和工作方法
。
　　3.怎样测量（How）？
其涉及的问题主要是测量的基本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
这里主要是要弄清楚三大测量系统即现代电子测量设备（如全站仪）、GPS全球定位系统、RS遥感系
统等在控制测量、地形图测绘和施工放样中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
　　4.为什么要进行测量平差（Why）？
其涉及的问题主要是指测量的误差和精度的评定。
具体掌握测量误差产生的原因、误差的类型、误差大小的评定和处理误差的主要方法等。
　　5.在什么地方需要测量（Where）？
其涉及的问题实质上是指测量技术的应用问题。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类工程的应用即房屋工程测量和线路工程测量，必须重点掌握。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首先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建筑分社薛俊高先生的信任和支持，使我有机
会编写此书。
其次，也要感谢邵阳学院科技处的领导和同志，以及我的同事王泽楠同志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所给予的
鼓励和帮助。
最后，本书的编写参照了很多专家和同行所编写的有关测量方面的教材和参考书（其详细的要目列于
本书后的参考文献中），其中还包括参考并引用了一些如武汉大学的张祖勋和李德仁等专家的PPT教
材中的一些图片，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歉意。
　　当然，由于本人的精力、能力和水平有限，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专家和同行批评和
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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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工作的开始系列”之一。
全书共分10章，就测量人员必须掌握的“实践技能”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回答了测量工作的核心
问题，即“测量什么？
用什么进行测量？
如何测量？
为什么要进行测量平差及什么地方需要测量？
”，其中，第4～7章为现代三大测量系统的测量原理及其在控制测量、地形测量、施工放样等工作中
的测量方法的全面阐述，第9、10章为测量技术在房屋工程和线路工程中的应用。
全书图文并茂，文字简练。
    本书可供在生产实践第一线的土木工程技术人员尤其是刚毕业后走上测量工作岗位的大中专学生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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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多路径效应不仅与反射系数有关，也和反射物离测站的距离及卫星信号方向有关，无法建立准确
的误差改正模型，只能选择合适的站址，避开信号反射物。
例如，选择测站点时应远离大面积平静的水面。
地面有草丛、农作物等植被时能较好地吸收微波信号的能量，反射较弱，是较好的站址；测站不宜选
在山坡、山谷和盆地中；测站附近不应有高层建筑物，观测时也不要在测站附近停放汽车；对接收机
天线的要求是在天线中设置仰径板，并且，接收机天线对于极化特性不同的反射信号应该有较强的抑
制作用。
　　6.7.3 与接收设备有关的误差　　1.接收机时钟误差　　GPS接收机一般采用高精度的石英钟，其
稳定度约为10-9。
若接收机时钟与卫星时钟间的同步差为lus，则由此引起的等效距离误差约为300m。
　　减弱接收机钟差的方法包括：一是把每个观测时刻的接收机钟差当作一个独立的未知数，在数据
处理中与观测站的位置参数一并求解。
二是认为各观测时刻的接收机钟差间是相关的，像卫星时钟那样，将接收机钟差表示为时间多项式，
并在观测量的平差计算中求解多项式的系数。
这种方法可以大大减少未知数个数，该方法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时钟误差模型的有效程度。
三是通过在卫星间求一次差来消除接收机的钟差。
这种方法和第一种方法是等价的。
　　2.接收机的位置误差　　接收机天线相位中心相对观测标石中心位置的误差，叫做接收机位置误
差。
它包括天线的置平和对中误差、量取天线高程的误差等。
　　3.接收机天线的相位中心位置偏差　　在GPS测量中，观测值都是以接收机天线的相位中心位置
为准的，而天线的相位中心与其几何中心，在理论上应保持一致。
可是实际上天线的相位中心随着信号输入的强度和方向不同而有所变化，即观测时相位中心的瞬时位
置（一般称相位中心）与理论上的相位中心将有所不同，这种差别叫天线相位中心的位置偏移。
这种偏差的影响，可达数毫米至数厘米。
而如何减少相位中心的偏移是天线设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如果使用同一类型的天线，在相距不远的两个或多个观测站上同步观测了一组卫星，
那么，便可以通过观测值的求差来消弱相位中心偏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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