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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水利事业与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水利高等教育也得到很
大的发展与提高。
与1999年相比，水利学科专业的办学点增加了将近一倍，每年的招生人数增加了将近两倍。
通过专业目录调整与面向新世纪的教育教学改革，在水利学科专业的适应面有很大拓宽的同时，水利
学科专业的建设也面临着新形势与新任务。
在教育部高教司的领导与组织下，从2003年到2005年，各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开展了本学科专业发展
战略研究与制定专业规范的工作。
在水利部人教司的支持下，水利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也组织课题组于2005年底完成了相关的研究工作
，制定了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以及农业水利工程四个专业规范
。
这些专业规范较好地总结与体现了近些年来水利学科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成果，并能较好地适用不同
地区、不同类型高校举办水利学科专业的共性需求与个性特色。
为了便于各水利学科专业点参照专业规范组织教学，经高等学校水利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与中国水利
水电出版社共同策划，决定组织编写出版“高等学校水利学科专业规范核心课程教材”。
核心课程是指该课程所包括的专业教育知识单元和知识点，是本专业的每个学生都必须学习、掌握的
，或在一组课程中必须选择几门课程学习、掌握的，因而，核心课程教材质量对于保证水利学科各专
业的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利工程测量>>

内容概要

本教材在高等学校水利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由河海大学和武汉大学共同进行编写。
全书共分17章：第1章至第5章介绍测量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测量仪器的构造、使用、检验和校
正方法，以及测量误差的基本知识；第6章至第10章介绍小地区控制测量，全球定位系统，大比例尺地
形图的测绘，地形图的应用；第11章至第17章介绍施工测量的基本工作，大坝、隧洞施工测量，渠道
和线路工程测量；工业与民用建筑施工测量以及大坝变形观测的有关内容。
    《水利工程测量》主要供水工结构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水文水资源工程、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等
专业本科教学使用，也可作为土木建筑类等专业本科生的教学用书和供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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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绪论1.1　水利工程测量的任务测量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表面，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地球
形状、大小和地表面的几何形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测量学已发为多个学科。
研究在地球表面大区域内建立国家大地控制网，测定地球形状大小和地球重力场的理论、技术和方法
的学科，称为大地测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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