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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在传统测量学和地形测量的基础上，力求采用新思路、增加新内容、体现新结构、应用新技术
，对全书结构和内容方面进行优化处理。
     全书共分4篇11章，包括：现代测量学的基本知识、测量的基本方法及测量仪器的使用、现代测量
学的基本理论、数字地形图的测绘及应用，每篇前面增加了导读内容，旨在提示读者本篇要讲述的主
要内容、学习目标、学习方法和学习要求；每章后面都有相应的习题与思考题，通过练习，达到对本
章内容学习的巩固与深化。
     为更好地掌握现代测量学的理论知识，编写了与之配套的《现代测量学实习、实训指导书》(另册)
，通过完整的实践训练，达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本书为高等学校测绘工程、地理信息、工程测量技术、地籍测量等专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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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的各种活动都与空间位置有关，因而产生了确定点位及相互关系
的需要。
远在上古时代，就有了夏禹在黄河两岸治理水患和埃及尼罗河泛滥后农田边界整理的传说，这些都需
要有一定的测量知识。
公元前7世纪前后，管仲在所著《管子》一书中已收集了早期的地图27幅，西汉初期的《地形图》及《
驻军图》已于1973年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
到了西晋，裴秀就提出了绘制地图的6条原则，即《制图六体》，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制图理论。
早期的地图不论是精度和内容，还是制图的手段都是很低的，随着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深入，生
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测绘科学也不断发展和进步。
17世纪，望远镜的使用，是测绘科学发展史上一次较大的变革。
1903年飞机的发明，又促进了航空摄影测量学的发展。
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电子学、信息论、相干光理论、电子计算机、空间科学技术等学科的发展，
又极大地推动了测绘科学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由于全球定位系统卫星的发射和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更是推动测绘科学的进步。
从低精度到高精度、从低速度到高速度、从静态观测到动态观测、从局部到全球、从图纸化到数字化
、从手工到自动化、从二维到多维，这就是测绘科学发展的总趋势。
地图是一种古老而有效并一直沿用至今的精确表达地表现象的方式，是记录和传达关于自然世界、社
会和人文的位置与空间特性信息最卓越的工具，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如同语言和文字一样，具有
十分重要性。
从本质上讲，地图是对客观存在的特征和变化规则的一种科学的概括和抽象。
与早期用半符号、半写景的方法来表示和描述地形的地图相比，现代地图按照一定数学法则，运用符
号系统概括地将地面上各种自然现象表示在平面上，因此现代地图具有早期地图无法比拟的优点，即
现代地图具有可量测性。
传统的图解法测图是利用常规的测量仪器对地球表面局部区域内的各种地物、地貌特征点的空间位置
进行测定，并以一定的比例尺按图式符号将其绘制在图纸上。
通常称这种在图纸上直接绘图的工作方式为白纸测图。
在测图过程中，观测数据的精度由于刺点、绘图及图纸伸缩变形等因素的影响会有较大的降低，而且
工序多、劳动强度大、质量管理难，特别在当今的信息时代，纸质地形图已难以承载更多的图形信息
，图纸更新也极为不便，难以适应信息时代经济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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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测量学》：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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