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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套系列教材是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国家示范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系列成果之一。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
》（教高[2006]14号）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
）文件精神，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以专业建设大力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在重构以能力为本位的课程体系的基础上，配套建设了重点建设专业和专业群的系列教材。
本套系列教材主要包括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五个重点建设专业及专业群的核心课程教材，涵盖了煤
矿开采技术、工程测量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建筑工程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及专业群的最新
改革成果。
系列教材的主要特色是：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制定了突出专业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课程教材
反映了行业新规范、新方法和新工艺；教材的编写打破了传统的学科体系教材编写模式，以工作过程
为导向系统设计课程的内容，融“教、学、做”为一体，体现了高职教育“工学结合”的特色，对高
职院校专业课程改革进行了有益尝试。
我们希望这套系列教材的出版，能够推动高职院校的课程改革，为高职专业建设工作作出我们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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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国家示范性高等院校核心课程测绘学科规划教材，共分7个学习情境。
书中详细叙述了近井网测量、联系测量、井巷施工测量、贯通测量、矿图绘制与地质测量信息系统、
贯通测量课程设计及矿山测量生产实习等。

本书是高职高专院校工程测量技术专业矿山测量方向的必修课教材，也可作为中职学校有关专业及成
人教育的教学用书，还可供测绘工程和矿山测量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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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采用直径小、抗拉强度高的钢丝，适当增加垂球的质量，并将垂球浸入稳定液中。
（3）减小滴水的影响，在淋水大的井筒，必须采取挡水措施，并在水桶上加锥形挡水盖。
（4）摆动观测时，垂线摆动的方向应尽量与标尺平行：并适当增大摆幅（特别在风大、淋水’大的
井筒），但不宜超过100mm。
在一井定向中，为了减小投点误差引起的投向误差，除采用上述措施外，还应注意采取下列两项措施
：①尽量增大两垂线间的距离。
②合理布置垂线位置，使两垂线连线方向与风流一致。
这样，沿风流方向的垂线偏斜可能较大，但是在垂直于两垂线连线方向上的偏斜却较小，从而可减少
投向误差。
采用陀螺经纬仪定向且需要通过投点传递坐标时，可采用钢丝投点，也可采用激光投点。
激光投点必须保证投点误差不大于20mm。
（二）连接连接测量的方法很多，如连接三角形法、瞄直法、对称读数连接法及连接四边形法等，本
书主要介绍连接三角形法和瞄直法。
1.连接三角形法连接三角形是在井上和井下的井筒附近选定连接点C和C.（见图2-4（a）），形成以两
垂球连线A，O为公共边的两个三角形ABC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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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矿山测量》：国家示范性高等院校核心课程规划教材,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及专业群教材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矿山测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