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土木工程施工测量手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土木工程施工测量手册>>

13位ISBN编号：9787114090257

10位ISBN编号：7114090250

出版时间：2011-5

出版时间：人民交通出版社

作者：胡伍生，潘庆林，黄腾　主编

页数：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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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工程施工测量手册>>

内容概要

　　本书为土木工程施工测量工具书，分为四篇：施工测量基本知识、建筑工程施工测量、交通土建
施工测量、变形测量。
全书内容侧重于交通土建领域，结合大量工程实例，详细介绍了各类大型工程（如地铁、桥梁、高速
公路等）的施工测量技术。

　　本书是专为从事土木工程施工测量的工程师编写的一本实用工具书，对土木工程设计、施工、科
研、管理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亦有较高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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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由3个首级网点以3方向前方交会或由2个首级网点以2个方向进行边角交会的形式
加密；（2）在有高精度全站仪的条件下，可采用导线法，以首级网两端点为已知点，构成附合导线
的网形；（3）在技术力量许可的情况下，也可将加密点纳入首级网中，构成新的施工控制网，这对
于提高加密点的精度行之有效。
加密点是施工放样使用最频繁的控制点，且多设在施工场地范围内或附近，受施工干扰，临时建筑或
施工机械极易造成不通视或破坏而失去效用，在整个施工期间，常常要多次加密或补点，以满足施工
的需要。
5）平面控制网的复测桥梁施工工期一般都较长，限于桥址地区的条件，大多数控制点（包括首级网
点和加密点）位于江河堤岸附近，其地基基础并不十分稳定，随着时间的变化，点位有可能发生变化
；此外，桥墩钻孔桩施工，降水等也会引起控制点下沉和位移。
因此，在施工期间，无论是首级网点还是加密点，都必须进行定期复测，以确定控制点的变化情况和
稳定状态，这也是确保工程质量的重要工作。
控制网的复测周期可以采取定期进行的办法，如每半年进行一次；也可根据工程施工进度、工期，并
结合桥墩中心检测要求情况确定。
一般在下部结构施工期间，应对首级控制网及加密点进行至少两次复测。
第一次复测宜在桥墩基础施工前期进行，以便据以精密放样或测定其墩台的承台中心位置。
第二次复测宜在墩、台身施工期间进行，并宜在主要墩、台顶帽竣工前完成，以便为墩、台顶帽位置
的精密测定提供依据。
而这个顶帽竣工中心即作为上部建筑放样的依据。
复测应采用不低于原测精度的要求进行。
由于加密点是施工控制的常用点，在复测时通常将加密点纳入首级控制网中观测，整体平差，以提高
加密点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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