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动态大地测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动态大地测量>>

13位ISBN编号：9787113015992

10位ISBN编号：7113015999

出版时间：1994-04

出版时间：中国铁道出版社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动态大地测量>>

内容概要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介绍了动态大地测量学形成和发展简史，讨论了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和方
法，以及它在地球科学中的贡献和作用。
结合我国动态测量的实践，详细论述了获
取可靠的地球变形的量化结果所涉及的监测网的布设、优化、数据筛选、变形分析
模型及数学方法。
讨论了地球物理解释的基本理论和实用方法。

本书可作为从事大地测量、精密工程变形测量、地球物理、地震、地质等学科
的科技工作者的参考书。
也可供相关专业学生、研究生和教师参考。

本书为地震科学出版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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