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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工程测量》（2004年1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王金玲主编）基础修订而成的。
《工程测量》自出版发行以来已重印多次，全国有20余所高职高专院校使用该教材。
　　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高职高专教育的需求，突出高职高专教育的特点，编写组成员进行了多
次的探讨和交流，并广泛征求了一些测绘单位和施工单位测量专家的意见，结合国家最新测量规范，
对《工程测量》进行了细致的修订。
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将书名改为《土木工程测量》。
　　2．在每章前面增加《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在每章后增加“本章小结”，使学生的学习
更有目的性、针对性和系统性。
　　3．对“电子全站仪”、“GPS卫星定位基本原理和应用”以及“数字化测图”等内容进行了详尽
的介绍，并增加了“电子地图应用”的知识内容。
　　修订后的教材突出先进性、通用性、实用性和技能性等特点，各院校可根据本专业的性质和特点
在教学中合理进行选择。
　　本书由王金玲任主编，张庆宽、鲁有柱任副主编。
编写分工如下：王金玲编写第一、二、五、七章，李行洋编写第八章，田福娟编写第四章，张庆宽编
写第十、十二章，董志跃编写第十一章，鲁有柱编写第三、十三章，张养安编写第十五章，王稳江编
写第九章，杨旭江编写第十四章，牛志宏编写第六章。
　　全书由王金玲统稿，武汉大学龚云珍教授主审，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相关
领导和同行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给予了宝贵的支持，特此一并致谢！
　　尽管我们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修订工作，但书中仍会存在一些疏漏甚至错误之处，恳请各兄弟院
校的同行及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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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按照高等职业院校土建大类专业“土木工程测量”课程的教学大纲要求和国家最新测量规范编
写的教材全书共15章，内容包括水准测量，角度测量．距离测量，GPS原理与应用，测量误差，定向
测量，小区域控制测量、地形图测绘及其应用，施工测量，水工建筑物放样，工业与民用建筑施工测
量和线路测量等。
为加强实践环节，本书还配有《土木工程测量实训》一书（另册出版）。
    本书理论阐述简明扼要，方法介绍体出实用性和应用性的特点，同时突出新技术的运用，适合于土
建大类各专业的高职高专教学使用，亦可供有关技术人员参考。
有关技术人员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土木工程测量>>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测量学的基本内容、任务与作用  第二节 地球的形状和大小  第三节 地面点位的
确定  第四节 用水平面代替水准面的限度  第五节 测量工作概述第二章 水准测量  第一节 水准测量原理 
第二节 水准仪和水准尺  第三节 普通水准测量的方法  第四节 水准测量成果的计算  第五节 三、四等水
准测量  第六节 微倾式水准仪的检验与校正  第七节 水准测量的误差分析  第八节 精密水准仪和电子水
准仪简介第三章 角度测量  第一节 角度测量原理  第二节 光学经纬仪及其使用  第三节 水平角观测  第
四节 竖直角观测  第五节 经纬仪的检验与校正  第六节 角度测量的误差分析  第七节 电子经纬仪简介第
四章 距离测量  第一节 钢尺量距  第二节 视距测量  第三节 电磁波测距简介  第四节 电子全站仪第五章
GPS卫星定位基本原理和应用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组成  第三节 全球卫星定位系
统的基本原理  第四节 GPS接收机的组成和原理  第五节 GPS测量实施第六章 测量误差的基本知识  第一
节 测量误差概述  第二节 衡量精度的指标  第三节 误差传播定律第七章 定向测量  第一节 直线定向  第
二节 坐标方位角的推算  第三节 坐标正、反算  第四节 罗盘仪及其使用第八章 小区域控制测量  第一节 
控制测量概述  第二节 导线测量  第三节 交会定点  第四节 高程控制测量第九章 地形图的基本知识  第
一节 地形图的比例尺  第二节 地形图的图式  第三节 地形图的图外注记  第四节 地形图的分幅与编号第
十章 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  第一节 测图前的准备工作  第二节 测量碎部点平面位置的基本方法  第三
节 地形测图方法  第四节 地形图的绘制  第五节 数字化测图第十一章 地形图的应用第十二章 施工测量
的基本知识第十三章 水工建筑物的方法第十四章 工业与民用建筑测量第十五章 线路测量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土木工程测量>>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测量学的基本内容、任务与作用　　一、测量学的基本内容　　测量学
是研究地球的形状、大小以及确定地面点位的科学，它的内容包括测定和测设两个方面。
测定是指使用测量仪器，通过一定的测量程序和方法，把地球表面的形状和大小缩绘成地形图或建立
有关的数字信息，为国民经济建设的规划、设计和管理阶段提供资料；测设是指把图纸上设计好的建
筑物的平面位置和高程位置在地面上标定出来，作为施工的依据。
　　测量学按照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不同，划分为以下几个学科：　　（一）大地测量学　　该学
科主要是研究整个地球的形状、大小和外部重力场及其变化、地面点的精确定位，解决大范围控制测
量工作。
大地测量学是整个测绘科学的基础理论学科，它的主要任务是为测制地形图和工程建设提供基本的平
面控制和高程控制。
　　（二）普通测量学　　该学科主要是研究地球表面局部区域的形状和大小，不考虑地球曲率的影
响，把地球表面较小范围当做平面看待所进行的测量工作。
其主要内容有图根控制网的建立、地形图的测绘及工程的施工测量。
　　（三）摄影测量学　　该学科主要是利用摄影或遥感技术获取地面物体的影像，进行分析处理后
建立相应的数字模型或直接绘制成地形图。
根据像片获取方式的不同，摄影测量又分为地面摄影测量和航空摄影测量等。
　　（四）工程测量学　　该学科主要是研究工程建设在规划、勘测设计、施工和运营管理各阶段所
进行的测量工作。
按工程建设的对象不同，工程测量又分为：水利、建筑、公路、铁路、矿山、隧道、桥梁、城市和国
防等工程测量。
工程测量贯穿于工程建设的全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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