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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国高等院校土建类专业实用型规划教材：工程测量》为《全国高等院校土建类专业实用型规
划教材》系列教材之一，编写定位为非研究型的，与新规范相结合的实用型教材。
全书在内容取舍上，力求知识体系完整，内容简练，在系统介绍测量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基础上，
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突出理论联系实际。
在结构安排上注重思维方式和实践操作技能的循序渐进。
在学生知识积累、素质提高、能力培养上，依据测绘科学的发展和相关专业对测量知识和技能把握的
需求，适量引入了测绘新仪器、新技术、新方法，精编了数量合适的习题、实验实习内容，突出工程
背景和案例教学，进一步加大了信息量。
　　全书共13章，第1～5章分别为绪论、水准测量、角度测量、距离测量与直线定向、测量误差的基
本知识；第6～9章介绍了控制测量、地形图的基本知识、地形图测绘、全站仪与数字化测图；第10
～13章为施工测量部分，着重介绍了施工测量的基本工作、建筑施工测量、线路测量、管道工程测量
；附录部分精编了相关专业的实验实习供师生教学时依据大纲要求选择。
为满足教学需要每章后均附有复习思考题。
　　本书由黑龙江科技学院赵喜江教授担任主编，山西大同大学徐广翔副教授、黑龙江科技学院杜继
亮副教授担任副主编，南京工程学院李映东老师、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尹锦明老师、黑龙江科
技学院马福义老师参加编写。
具体编写分工：第1章、第13章和附录由赵喜江编写，第2章、第3章、第5章由徐广翔编写，第4章、
第6章由杜继亮编写，第7章、第8章由马福义编写，第9章、第11章由李映东编写，第10章、第12章由
尹锦明编写。
全书由赵喜江统稿。
　　本书在组织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黑龙江科技学院邢世海教授的大力支持，对于内容的精炼和选择提
出了宝贵建议，在此深表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一些疏漏、不妥乃至错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
批评指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程测量>>

内容概要

全书共13章，第1～5章分别为绪论、水准测量、角度测量、距离测量与直线定向、测量误差的基本知
识；第6～9章介绍了控制测量、地形图的基本知识、地形图测绘、全站仪与数字化测图；第10～13章
为施工测量部分，着重介绍了施工测量的基本工作、建筑施工测量、线路测量、管道工程测量；附录
部分精编了相关专业的实验实习，供师生教学时依据大纲要求选择：为满足教学需要每章后均附有复
习思考题。
　　本书适合作为普通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交通土建专业、工程管理专业等专业的教材，还可作
为上述专业的函授、自学、成人教育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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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测量学在工程建设中的作用：勘测设计阶段需提供各种比例尺的地形图（或带状地形图），供城
镇建设或工程项目规划选址、管网及道路的选线以及总平面图设计和竖向设计使用。
在施工阶段要将规划设计的建筑物、构筑物的平面位置和高程测设到实地指导施工。
施工结束后要进行竣工测量，绘制竣工图，供日后扩建、维修和日常管理使用。
大型重要建筑物在施工期间或竣工后因自重和外力的作用而产生下沉变形，如大坝可能位移、高层建
筑物可能倾斜，为保证建设和使用安全，需要按照行业技术要求的规定监测建筑物的变形量和变形速
度，为此要使用自动化的监测和记录的仪器。
　　本门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学习中应该在弄清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课堂学习、
作业、实验、实习，使学生掌握工程测量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掌握常规测量仪器的操作技能和工
程测量基本方法，了解测绘新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测量中的应用，在测绘地形图、地形图应用和建筑
工程施工测量等方面得到系统的基础训练，具备正确使用常规测量仪器和工程测量的技术和方法进行
施工测量的基本能力。
　　1.2测量学发展简史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夏商时代，为了治水我国已开始了水利工程测量工作。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夏禹治水有这样的描述：&ldquo;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撬，山行乘撵，
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rdquo;。
这段话所记录的是当时的工程勘测情景，准绳和规矩就是当时所用的测量工具，准是可找平的水准器
，绳是丈量距离的工具，规是画圆的器具，矩则是一种可定平、测长度、高度、深度和画圆画矩形的
通用测量仪器。
早期的水利工程多为河道的疏导，以利防洪和灌溉，其主要的测量工作是确定水位和堤坝的高度。
秦代李冰父子领导修建的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曾用一个石头人来标定水位，当水位超过石头人的肩
时，下游将受到洪水的威胁；当水位低于石头人的脚背时，下游将出现干旱。
这种标定水位的办法与现代水位测量的原理完全一样。
北宋时沈括为了治理汴渠，测得&ldquo;京师之地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rdquo;，是水准测
量的结果。
1973年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图包括了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三种，不仅所表示的内容相当丰
富，绘制技术也非常熟练，在颜色使用、符号设计、内容分类和简化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水平，是目
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地图之一，这与当时测绘术的发达是分不开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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