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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关于全国提高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E2006]16号）的文件精神，
为配合高职高专教育教学改革，探索、开发与“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相适应的高职高专教育测绘
类专业课程体系，组织全国20多所高职高专院校的骨干教师和生产单位的专家所编写的全国高职高专
测绘类专业通用教材之一。
本书是按照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理念来编写的，在章节内容划分上突破了传统的以平差理论来划分的
方式，全书可分为理论和项目两部分。
理论部分包括第1、2章。
第1章介绍了测量误差理论。
第2章则针对偶然误差处理的方法阐述了测量平差原理：首先从平差函数模型讲起，从必要观测到多
余观测，从一般条件到限制条件的列立，然后得到附有限制条件的条件平差的一般基础方程和随机模
型，最后根据最小二乘法VTPV=min，按照求条件极值的方法求解，从而得到观测值的平差值；并重
点介绍了条件平差和间接平差的内容。
项目部分以测量控制网的维数来组织，包括第3、4、5章，分别介绍了一维高程控制网测量平差、二维
平面控制网测量平差和三维控制网测量平差的方法。
结合测量平差工程项目的特点来安排章节内容的划分，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具体数据处理能力，
使其掌握高程控制网、平面控制网及GPS基线控制网的平差计算方法。
误差椭圆部分本应放到第2章，但考虑到内容较多，单独编写成第6章。
附录1是一个为期一周的课程设计，通过给出一个边角网的观测数据，让学生按照平差的数据处理流
程自己编程，并进行控制网平差，最后写出平差报告；附录2对在测量数据处理过程中常用的科傻软
件的使用进行了介绍。
本书由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聂俊兵担任主编，扬州环境职业技术学院雷晓霞、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职业
技术学院卜丽静任副主编。
参编人员及分工如下：第1章由辽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张慧慧编写；第2章由辽宁科技学院李泽和聂俊
兵编写；第3、4章由雷晓霞编写；第5章由聂俊兵编写；第6章由卜丽静编写、；附录由河北政法职业
学院史素霞和聂俊兵编写。
全书由聂俊兵负责统稿。
感谢各位参编老师的辛勤努力，感谢卢路娟、韩会娇的文字编辑工作，同时对本书所引用的有关资料
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别感谢武汉大学陶本藻教授和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薄志毅教授对本书大纲所提出的宝贵意见，以
及陶本藻教授对全书深入细致的审读和认真耐心的修改，在此也对其他所有人的关心和支持一并表示
感谢。
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恳切希望使用本教材的教师和广大读者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以便进一
步修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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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高职高专测绘类专业通用教材编写委员会制定的编写规划，针对高职高专的特点，突出工
学结合的特色而编写的。
全书共分六章，主要内容包括：测量误差理论、测量平差原理、一维高程控制网测量平差、二维平面
控制网测量平差、三维控制网测量平差和误差椭圆。
附录包括测量平差课程设计和科傻平差软件简介。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测绘类专业及相关专业测量平差课程的教学用书，也可供有关专业的工程技术
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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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测量误差理论  1.1 误差公理  1.2 误差分类  1.3 偶然误差的统计特性  1.4 精度指标  1.5 误差传播律 
1.6 权与定权  1.7 协因数与协因数传播律  1.8 测量精度估算(由真误差计算观测值的中误差)  思考题与习
题第2章 测量平差原理  2.1 测量平差概述  2.2 测量平差函数模型  2.3 多元函数条件极值  2.4 最小二乘法
测量平差  2.5 条件平差  2.6 间接平差  2.7 最小二乘法平差的统计特性  思考题与习题第3章 一维高程控
制网测量平差  3.1 水准路线测量平差  3.2 水准网测量平差  思考题与习题第4章 二维平面控制网测量平
差  4.1 三角形网条件平差  4.2 三角形网间接平差  思考题与习题第5章 三维控制网测量平差  5.1 三维工
程控制网平差  5.2 GPS基线向量网  5.3 GPS基线向量网平差  思考题与习题第6章 误差椭圆  6.1 点位中误
差  6.2 点位中误差和方向位差的计算  6.3 误差曲线  6.4 误差椭圆  6.5 相对误差椭圆  思考题与习题参考
文献附录1 《测量平差》课程设计附录2 测量平差软件简介——科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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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粗差粗差就是测量中出现的错误，如读错、记错、照错等。
这主要是由于工作中的粗心大意而引起的。
一般粗差值很大，不仅大大影响测量成果的可靠性，甚至造成返工，给工作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因
此必须采取适当的方法和措施，杜绝粗差的发生。
2.系统误差在相同的观测条件下，对某量进行一系列的观测，若观测误差的符号及大小保持不变，或
按一定的规律变化，这种误差称为系统误差。
这种误差往往随着观测次数的增加而逐渐积累，对测量成果质量的影响也特别显著。
在实际工作中，应该采用各种方法来消除或减弱系统误差对观测成果的影响，以达到实际可以忽略不
计的程度。
3.偶然误差在相同的观测条件下进行一系列观测，若误差的大小及符号都表现出偶然性，即从单个误
差来看，该误差的大小及符号没有规律，但从大量误差的总体来看，具有一定的统计规律，这类误差
称为偶然误差或随机误差。
例如，经纬仪测角误差是由照准误差、读数误差、外界条件变化所引起的误差和仪器本身不完善而引
起的误差等的综合结果。
而其中每一项误差又是由许多偶然因素所引起的小误差。
例如，照准误差可能是由于照准部旋转不正确、脚架或觇标的晃动与扭转、风力或风向的变化、目标
的背影、大气折光等偶然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小误差。
因此，测角误差实际上是由许许多多这样微小的误差项构成，而每项微小误差又随着偶然因素的影响
不断变化，其数值的大小和符号的正负具有随机性。
这样，由它们所构成的误差，就其个体而言，无论是数值的大小或符号的正负都是不能事先预知的，
这种性质的误差即为偶然误差。
当观测值中剔除了粗差，排除了系统误差的影响，或者与偶然误差相比系统误差处于次要地位时，占
主导地位的偶然误差就成为了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
如何处理这些随机变量的偶然误差，是测量平差这一学科所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1.3中将详细介绍偶然误差的统计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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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测量平差》：全国高职高专测绘类专业通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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