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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测量学基础（附实训指导书）》介绍了测量学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方法。
全书共12章，内容包括绪论、测量学的基本知识、水准测量、角度测量、距离测量与直线定向、测量
误差基本知识、平面控制测量、高程控制测量、地形图的基本知识、地形图测绘、地形图的应用、测
绘新技术简介，每章后面附有思考题与习题。
另外，《测量学基础（附实训指导书）》配有《测量学基础实训指导书》（另册），是学生实践动手
的依据和资料。
 　　《测量学基础（附实训指导书）》可作为高职高专测量技术及相关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
作为建筑类等相关专业的教材或参考用书，也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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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测量学概述及各分支学科简介　　一、测量学的概念　　测量学是研究
地球空间信息的学科。
具体地讲是一门研究如何确定地球的形状和大小，以及测定地面、地下和空间各种物体的空间位置和
几何形态等信息的科学与技术。
它为人类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和能动地改造自然服务。
　　测量学的主要技术表现为测量与绘图，故测量学又有“测绘学”之称。
　　二、测量学的分类　　测量学是测绘科学技术的总称，它所涉及的技术领域非常广泛，从地球的
形状、大小至地球以外的空间，到地面上局部的面积和点位等有关数据和信息。
按照研究范围与测量手段的不同，又分为许多分支学科。
　　（一）大地测量学　　大地测量学是以地球表面上一个较大的区域，甚至整个地球为研究对象，
研究地球的形状、大小和重力场，测定地面点几何位置和地球整体与局部运动的理论和技术的学科。
研究地球的形状是指研究大地水准面的形状（或地球椭球的扁率）；测定地球的大小就指测定地球椭
球的大小；研究地球重力场是指利用地球的重力作用研究地球形状等；测定地面点的几何位置是指测
定以地球椭球为参考面的地面点位置和以大地水准面为基准的地面点高程。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地测量学科的研究和应用范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现代大地测量学已经超越了过去传统的局限性，由区域性大地测量发展为全球性大地测量；由研究地
球表面发展为涉及地球内部；由静态大地测量发展为动态大地测量；由测地球发展为可以测月球和太
阳系各行星，并有能力对整个地学领域及航天等有关空问技术做出重要贡献。
　　（二）地形测量学　　地形测量学是研究如何将地球表面较小区域内的地物（自然地物和人工地
物）和地貌（地球表面起伏的形态）等测绘成地形图的基本理论、技术和方法的学科。
地形图作为规划设计和工程施工建设的基本图件，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地形图测绘工作是在地表面范围不大的测区内进行的，而地球曲率半径很大（地球半径为6371km
），可将小区域球面近似看作平面而不必顾及地球曲率及地球重力场的微小影响，从而使测量计算工
作得到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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