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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工程测量》教材的配套实践教学用书。
全书共分16章，内容包括：工程测量实践环节基本要求、高程测量、角度测量、距离测量、全站仪的
使用、直线定向、导线测量、GPS测量、民用建筑测设、线路工程测量、变形监测、综合性、设计性
实验、工程测量实习总则、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数字化地形图应用、路桥勘测设计实习以及附录实
践环节。

　　本书根据土木工程类各专业测量实践教学的基本要求编写，突出实用性和实践性，以实践内容为
主；将传统测量技术与现代测绘科技相结合，增加了现代测绘技术如GPS技术、全站仪技术和数字化
测绘技术在工程建设实践中的应用。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土木工程类、水利工程类、交通工程类、农林类、建筑学、城市规划、
环境工程等专业的实践指导教材，也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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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直线定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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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民用建筑基线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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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建筑基线的测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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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5.7光学对中器的检验与校正 （1）检验方法安置仪器并整平。
在白纸上画一个十字叉，放在仪器正下方。
调节好光学对中器的焦距后，移动白纸使对中器的中心标志与白纸上的十字交叉点重合。
旋转照准部，每转90°，观察对中器的中心标志与十字叉的重合度。
如果旋转时光学对中器的中心标志与十字叉一直重合，则不必校正，否则应该校正。
 （2）校正方法不同厂家生产的仪器，可校正的部位也不同。
有的是校正对中器的望远镜分划板；有的则是校正直角棱镜。
校正时，调节有关的校正螺旋，使光学对中器的中心标志一直与十字交叉点重合即可。
 3.6 角度测量误差分析及注意事项 在角度测量中，由于多种原因会使测量的结果含有误差。
影响测角误差的因素有三类，即仪器误差、观测误差、外界条件的影响。
 3.6.1 仪器误差 仪器虽经过检验及校正，但总会有残余的误差存在，仪器误差的影响，一般都是系统
性的，可以在工作中通过一定的方法予以消除或减弱。
 （1）水准管轴不垂直竖轴误差 ①产生原因 水准管轴不垂直竖轴。
这项误差影响仪器的整平，即竖轴不能严格铅垂，横轴也不水平。
 ②消减方法 整平时在一个方向上使气泡居中后，再将照准部旋转180°，这时气泡会偏离中央位置。
然后用脚螺旋使气泡移回偏离值的一半，则竖轴即可铅垂。
这项操作要在两个互相垂直的方向上进行，直到照准部旋转到任何位置时，气泡虽不居中，但偏移量
不变为止。
 （2）视线不垂直横轴误差 ①产生原因 视线与横轴不垂直。
 ②消减方法 盘左盘右取平均即可抵消。
 （3）横轴不垂直于竖轴误差 ①产生原因 仪器整平后竖轴居于铅垂位置，横轴则发生倾斜，视线绕横
轴旋转所形成的不是铅垂面而是倾斜平面。
 ②消减方法盘左盘右取平均即可消减。
 （4）照准部偏心误差 ①产生原因 仪器照准部旋转中心与水平盘的刻划中心不重合所造成。
 ②消减方法 盘左盘右取平均即可消减。
 （5）光学对中器视线与竖轴旋转中心线不重合 ①产生原因 光学对中器视线与竖轴旋转中心线不重合
。
 ②消减方法 可将对中器附在基座上，在观测测回数的一半时。
可将基座平转180°在进行对中，以减少其影响。
 （6）水平读盘刻划不均匀 ①产生原因 水平度盘刻划不均匀。
 ②消减方法在各测回间变换度盘位置观测，取各测回的平均值以减弱误差的影响。
 （7）竖盘指标差 ①产生原因 竖盘指标偏离了正确的位置，使视线水平时的竖盘读数大了或者小了一
个数值。
 ②消减方法 取盘左盘右平均值即可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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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土建类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工程测量实践指导教程》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土本工程类、
水利工程类、交通工程类、农林类、建筑学、城市规划、环境工程等专业的实践指导教材，也可供相
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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