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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程测量实训指导手册》是《工程测量》（杨晓平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 O（）8年出版）的
配套教材。
本手册是编者在总结多年来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及相关建筑类专业工程测量课程实践教学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目前工程测量课程教学计划及配套教材对实训课程的要求编写而成的。
本手册所列各项实验是现今工程测量课程的基本实验项目，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基本的仪器操作方
法和施工测量方法。
实践性教学环节有利于学生加深对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有利于培养学生使用测量仪器的能力，提高
学生的操作水平。
工程测量教学综合实习可以培养和训练学生在工程实践中应用测量知识的能力。
通过各实验项目的学习及测量综合实习洲练环节，学生能够掌握测量的基本工作方法及相应的工程测
量方法，为最终提高学生在工程实践活动中应用测量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在工程实践中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工程测量实验与实习须知，对学生进行测量课程实习，提出了
最基本的要求，详细说明常规测量仪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和测量资料的记录方法。
第二部分为具体的课间实验项目，依据不同的测量仪器和测量方法，列出了20个实验项目，每项均有
明确的实验目的、任务要求、简明的实验步骤提示、实验中的注意事项及实习后的相关思考题，并附
有实验记录表格。
简明的实验步骤有利于更好的引导学生进行实习，更能培养学生独立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标
准化的实习记录表格，可以规范学生的测量习惯，实习后的实验报告有利于实训指导老师对学生的实
习活动进行掌握，并能较准确对学生的实验成绩进行评定。
第三部分为测量教学综合实习，包括测图阶段的图根控制测量和地形测绘、施工阶段的控制测量和施
工定位放样实习，通过此综合实习，可以将课堂上所学的测量知识、测量操作技能技巧及工程测量工
作方法串成一体，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所学测量理论知识的理解，巩固与提高学生的操作能力。
本测量综合实训极具针对性，将工程施工阶段所遇到的主要测量工作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模拟实训，
有助于学生熟悉施工组织程序，为后期学习施工技术、施工组织与工程管理等课程打下基础。
第四部分是附录，包括一些测量数据处理中的取位知识的介绍、数据有效数字的取舍，以及常用办公
软件和AutoCAD在工程测量中的一些应用方法，常用全站仪的使用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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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工程测量》（杨晓平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的配套用书。
全书共分为4个部分：第1部分为工程测量实验与实习须知。
第2部分为课间实验与实习项目。
第3部分为《工程测量》教学综合实习。
包括测图阶段的图根控制测量和地形测绘、施工阶段的控制测量和施工定位放样实习。
第4部分是附录。
包括一些测量数据处理中的取位知识的介绍、数据有效数字的取舍，以及常用办公软件和AutoCAD在
工程测量中的一些应用方法、常用全站仪的使用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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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1部分  工程测量实验与实习须知  1.1  测量实习的基本目的  1.2  实验与实习基本程序  1.3  实习的
基本要求  1.4  测量数据填写及计算的要求  1.5  测量仪器的借领及归还规定  1.6  仪器工具丢失损坏赔偿
规定  1.7  测量仪器操作规程  1.8  课间实验与实习成级评定办法第2部分  课间实验与实习项目  2.1  DS3
型水准仪的认识及使用  2.2  等外水准路线测量实习  2.3  水准仪的检验与校正  2.4  DJ6型经纬仪的认识
与使用  2.5  测回法测水平角  2.6  测回法测竖直角  2.7  DJ2光学经纬仪的认识与使用  2.8  经纬仪的检验
与校正  2.9  钢尺普通量距  2.10  钢尺精密量距  2.11  全站仪的认识及使用  2.12  经纬仪（或全站仪）图根
导线测量  2.13  经纬仪测绘法测绘地形图  2.14  已知水平角度测设及经纬仪轴线投测  2.15  已知水平距离
测设  2.16  施工场地±0.000标高及直线坡度的测设  2.17  全站仪（或经纬仪）极坐标法测设点的平面位
置  2.18  依据施工场地上布设的建筑基线测设建筑物的轴线  2.19  圆曲线主点测设  2.20  圆曲线详细测设
第3部分  《工程测量》教学综合实习  3.1  综合实习总则  3.2  小地区控制测量教学实习  3.3  大比例尺地
形图测绘  3.4  施工控制测量及建筑物轴线定位、放线测量第4部分  附录  4.1  测量工作中的常用计量单
位  4.2  测量计算中的有效数字  4.3  测绘软件CASS简介  4.4  Excel在工程测量工作中的应用  4.5  Word在
工程测量工作中的应用  4.6  Auto CAD在工程测量工作中的应用  4.7  常用电子全站仪使用简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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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4测量数据填写及计算的要求　　1．数据记录　　（1）记录的测量数据是重要的原始观测资
料，是内业数据处理的依据，要保证真实性，严禁伪造，谨防丢失。
　　（2）测量记录应用2H铅笔书写，字高应稍大于格子的一半，字脚靠近底线，字迹应工整、清晰
。
一旦记录中出现错误，便可在留出的空隙处对错误的数字进行更正。
　　（3）记录观测数据之前，应将表头栏目填写齐全，不得空白。
凡记录表格上规定填写的项目应填写齐全。
　　（4）观测过程中，坚持回报制度。
观测者读完读数，记录者复诵，防止读错、听错或记错。
得到观测者默许后，方可记人手簿。
若记录者复诵错误，观测者应及时纠正后，记录者方可记录于手簿中。
　　（5）读数和记录数据的位数应齐全，不得随意缺省。
如在普通水准测量中，水准尺读数0325，度盘读数4。
03’06”，其中的“0”均不能省略。
　　（6）观测记录必须直接填写在规定的表格内，不得用其他纸张记录再行转抄。
　　（7）测量记录严禁擦拭、涂改、挖补或就字改字。
发现错误应在错误处用细横线划去，将正确数字写在原数上方，不得使原字模糊不清。
淘汰某整个部分时可用斜线划去，保持被淘汰的数字仍然清晰。
所有记录的修改和观测成果的淘汰，均应在备注栏内注明原因（如测错、记错或超限等），但观测数
据的尾数出错不得更改，而必须重测重记。
　　（8）严禁连环修改。
若已修改了平均数，则不准再改动计算得此平均数的任何一个原始数据。
若已改正了一个原始读数，则不准再改其平均数。
假如两个读数均错误，则应重测重记，即相关的记录数字只能改正一个。
　　（9）凡废去的记录或页码，应从左下角至右上角以细实线划去，不得涂抹或撕页，并在备注栏
注明原因。
　　（10）应保持原始记录的整洁，严禁在记录表格内外和背面书写无关的内容。
　　（11）每测站观测结束，应在现场完成计算和检核，确认合格后方可迁站。
实验结束，应按规定每人或每组提交一份记录手簿或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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