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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字测图原理与方法》自2004年出版以来，经各兄弟院校和武汉大学测绘工程专业几年的教学实践
，说明了测量学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是正确的。
随着近几年测绘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测量仪器已成为测量仪器的主体，电子水准仪、全站仪、GPS
已成为新的常规测量仪器，激光扫描仪在测绘生产中得到更多的应用。
因此，对原教材作了一定的修改，修改的主要内容有：1．第二章改为“测量坐标系和高程”；2．删
去原教材§6．6全球定位系统（GPS）在控制测量中的应用，增加新的第六章“卫星定位与全球定位
系统（GPS）”；3．将第二章§2．7地形图的基本知识、§2．8地形图的分幅编号以及第八章中地物
、地貌符号放到新的第八章“地形图基本知识”中；4．原第六章改为第七章，并删去§6．4三角网测
量；5．原第七章改为第九章，第八章改为第十章；6．删去原教材第九章“地形图的数字化”，将§9
．2放到新的第十章中，§9．3放到新的第十一章中；7．原第十章到第十四章，其新章号为第十一章
到第十五章；8．第四章“水准测量和水准仪”，第五章“角度、距离测量与全站仪”，第七章“控
制测量”，第十二章“数字地形图的应用”，第十五章“线路测量”等章内容上作了修改和补充。
参加本教材编写工作的有：武汉大学潘正风（第一章、第十章、第十一章），邹进贵（第二章、第八
章），同济大学程效军（第三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山东科技大学成枢（第四章、
第五章），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宋伟东（第六章、第十二章），长安大学王腾军（第七章、第九章）。
全书由潘正风负责统稿工作。
由于测绘技术发展很快，要编好测绘工程专业基础课教材难度较大，我们恳请使用本教材的广大教师
和读者对本教材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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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测绘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和组织编写，足测绘工程本科专业基础课通用教
材。
当前，数字测图技术迅速发展，广泛应用于测绘生产中，本书内容反映了现代测绘科学技术向一体化
、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全书共分十四章，内容以大比例尺地面数字测图为主线，在阐述测量基本原理和理论、常规测量方法
的基础上，不仪对数宁测图的原理与方法做了全面介绍，还介绍了地籍图、房产图、地下管线图测绘
及路线测量。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测绘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教材，并可供从事测绘工作的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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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由于任何一种测量工作都会产生误差，所以必须采取一定的程序和方法，即遵循一定的测量实
施原则，以防止误差的积累。
例如从一个碎部点开始逐点进行测量，最后虽然也能得到欲测点的坐标，但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对的。
因为前一点的测量误差，必然会传递到下一点，这样积累起来，最后有可能达到不可容许的程度。
因此，为了防止误差的积累，提高测量精度，在实际测量中必须遵循“从整体到局部，先控制后碎部
”的测量实施原则，即先在测区内建立控制网，以控制网为基础，分别从各个控制点开始施测控制点
附近的碎部点。
在测量工作中，首先在测区内选择一些具有控制意义的点，组成一定的几何图形，形成测区的骨架，
用相对精确的测量手段和计算方法，在统一坐标系中，确定这些点的平面坐标和高程，然后以它为基
础来测定其他地面点的点位或进行施工放样，或进行其他测量工作。
其中。
这些具有控制意义的点称为控制点；由控制点组成的几何图形称为控制网；对控制网进行布设、观测
、计算，确定控制点位置的工作称为控制测量。
通过控制测量可以确定地球的形状和大小。
在碎部测量中，专门为地形测图而布设的控制网称为图根控制网，相应的控制测量工作称为图根控制
测量；专门为工程施工而布设的控制网称之为施工控制网，施工控制网可以作为施工放样和变形监测
的依据。
由此可见，控制测量起到控制全局和限制误差积累的作用，为各项具体测量工作和科学研究提供依据
。
控制测量分为平面控制测量和高程控制测量。
平面控制测量确定控制点的平面坐标，高程控制测量确定控制点的高程。
在传统测量工作中，平面控制网与高程控制网通常分别单独布设。
目前，有时候也将两种控制网合起来布设成三维控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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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测图原理与方法(第2版)》编辑推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精品课程
教材，高等学校测绘工程专业核心教材，国家精品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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