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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借鉴德国先进的“基于工作过程教学设计”职业教育理念，对原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的学
科体系进行较大改革而设置的一个学习领域，是以土方工程的主要施工过程（识读施工图－图纸交底
－施工测量放线－土方开挖及边坡支护－地基处理－土方回填－质量评定等）为主线，将原学科体系
下的《建筑工程测量》、《地基与基础》、《建筑识图》、《建筑构造》、《建筑施工技术》、《建
筑机械》等课程相关知识按照土方工程的施工过程进行重构而成，重点突出土方工程施工中实际问题
的探讨，通过大量的现场参观，实训项目的操作，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通过本“学习领域”的学习，学生应具备土方工程施工所需的专业知识，具备相应的专业操作技能。
　　本学习领域基本学时195学时，其中：理论105学时、校内实训75学时、企业实训15学时。
本书在编写时，取材上力图能反映不同地区、不同种类土方工程施工的先进技术水平，内容上尽量符
合土方工程的实际施工过程，文字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但由于施工现场经验的限制，书中难免有
不少缺点、错误和不足之处，真诚地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给予批评指正。
　　本学习领域由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张小林任主编，申永康与陕西玉祥房地产开发公司总工程师宋勖
任副主编，由黄河职业技术学院王付全主审。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的王稳江（学习情境1），鲁有柱（学习情境2、学习情境3），张小林（学习情境4
），申永康（学习情境5），陕西方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宋勖（学习情境6）负责各学习情境
的编写任务。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专业建设团队的领导和学院老师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学院及教务处领导
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时得到陕西省第六建筑工程公司及陕西恒业建设集团的积极参与和大力帮助，
在此一并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教材在编写中引用了大量的规范、专业文献和资料，恕末在书中一一注明。
在此，对有关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教材内容体系的设计在国内首次尝试，加上作者水平有限，书中不足之处恳请广大师生和读者
提出批评指正，编者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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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土石方工程施工与组织》是示范院校国家级重点建设专业——建筑工程技术专业课程改革系列教材
之一。
本教材是借鉴德国先进的“基于工作过程教学设计”职业教育理念，对原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的学科体
系进行较大改革而设置的一个学习领域，是以土方工程的主要施工过程为主线，将原学科体系下的《
建筑工程测量》、《地基与基础》、《建筑识图》、《建筑构造》、《建筑施工技术》、《建筑机械
》等课程相关知识按照土方工程的施工过程进行重构而成，重点突出土方工程施工中实际问题的探讨
，通过大量的现场参观，实训项目的操作，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土石方工程施工与组织》可作为高职高专建筑工程、道路与桥梁、水利工程等土木工程类专业
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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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仪器下沉的影响　　水准仪的下沉由于安置仪器处的地面土壤松软，或三脚架未与地面踩实，
使仪器在测站上随安置时间的增加而下沉。
水准仪下沉使在水准尺上的读数偏小。
消除这种误差的方法是：将水准仪安置在较坚实的地面上，并将脚架踩实；加快一测站的观测速度，
尽量缩短前、后视读尺的时间；在每一测站上两次测定高差时，瞄准和读数的次序采用“后前一前一
后”的观测次序。
　　4.水准尺倾斜和下沉的影响　　在水准仪瞄准水准尺进行读数时，水准尺必须竖直。
如果水准尺在仪器视线方向倾斜，则观测者不容易发觉。
水准尺的倾斜总是使读数增大，视线越高，水准尺倾斜对读数的影响越大。
在水准尺上安装圆水准器，立尺时，保持气泡居中，可以保证水准尺的竖直，如果尺上没有安装圆水
准器，可以采用“摇尺法”：在对水准尺读数时，将尺子缓缓向前后作少许摇动，尺上读数也回缓缓
改变，观测者读取最小读数，即为尺子竖直时的读数。
　　水准尺的下沉使读数增大。
下沉发生在临时性的转点上，一般由于地面松软而不用尺垫或虽用尺垫而未将地面踩实。
注意到这些情况，可以避免水准尺的下沉。
　　5.外界环境的影响　　（1）日光和风力影响。
当日光照射到水准仪时，由于仪器各部件受热不均匀，引起不规则的膨胀，影响到仪器轴线的正确关
系，使产生仪器误差。
因此，要求较高的水准测量，对水准仪应撑伞防哂。
在风力大至影响水准仪的安置稳定时，例如，水准管气泡不能精平或水准尺成像晃动时，应停止观测
。
　　（2）大气折光影响。
在日光照射下，地面温度较高，靠近地面的空气温度也相应较高。
其密度较上层为稀，空气上下对流加剧，光线通过时产生折射，在望远镜中影响对水准尺的读数。
越靠近地面，其影响也越大。
普通水准测量规定，瞄准水准尺的视线必须高出地面0.2m以上，就是为了减少大气折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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