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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14章，第1章～第5章阐述测量学的基本知识，基本测量工作以及误差理论的基本知识；第6章
主要阐述建立小地区控制网的原理和方法；第7章～第9章阐述地形图的基本知识、地形图测绘、数字
地形测量以及地形图应用地籍测量等；第10章～第11章为施工测量，包括施工测量的基本工作、民用
与工业建筑施工测量；第12章阐述公路中线测量以及桥梁隧道测量的方法；第13章是建筑物的变形观
测以及竣工平面图的编绘；第14章介绍3S系统和数字地球。
    本书可供普通高等学校土木工程类专业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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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地球表面的物体和高低起伏的形态极其复杂多样，但归结起来分为地物和地貌两大类
。
地面上天然或人造的固定物体，称为地物，如房屋、道路、河流、湖泊等。
地球表面高低起伏的形态，称为地貌，如高山、平原、丘陵等。
地物和地貌统称地形。
地物的轮廓或地貌的形态都是由一系列点连成的折线或曲线所组成，所谓地形测量就是贝定地物、地
貌的一些特征点（轮廓线的转折点，曲线的拐弯点）的平面位置和高程，然后按规定的符号和比例缩
小绘在图上，获得相应的地形图。
施工放样也就是把设计好的地物特征点位放样到实地上。
建（构）筑物的变形观测，也就是观测地物一些点位的变化，以确定建筑物的位移（沉降、倾斜等）
情况。
由此不难看出，测量工作的实质就是确定地面点位。
地面点位的测定方法有多种，在土木工程测量中常用的有几何测量定位和GPS全球定位等方法。
在通常的测量工作中，不是直接测定点的坐标和高程，而是通过测定点问的距离、角度和高差的几何
关系，求得待定点的坐标和高程。
因此，高程测量、角度测量和距离测量是测量的基本内容。
1.4.2测量工作的原则和程序地面点的位置是根据距离、角度和高差测量结果经推算而确定的。
在测量工作中，不论采用何种方法，使用何种仪器进行测量，都会给测量成果带来误差。
在测量方法上，假如从一个碎部点开始，逐点进行施测，最后虽可得到欲测各点的位置，但是这些点
的位置可能是很不准确的。
因为前一点的测量误差，将会传递到下一点，这样逐点的误差累积起来，最后可能达到不能容许的程
度，因此，这种方法不可取，必须采取另一种工作程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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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测量学(第2版)》是全国大学版协优秀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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