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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形测量技术》是高职高专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及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是专业核心能
力模块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掌握基础测绘理论知识、基本测量仪器及其操作、基本测量工作及
其作业方法、地形图测绘的方法、地形图的初步应用等，为学习后续专业核心课程做好准备，并为通
过国家测绘行业组织的“工程测量工”职业资格证书考试，获得从事工程测量工作的职业资格奠定基
础。
　　本教材编写中充分体现以能力为主线、以任务为载体的职业课程培养模式，凸显“基于工作过程
”的职业教育教学理念。
以学生为中心、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岗位需求和职业标准为依据，满足学生职业生涯发
展的需求，适应测绘、国土资源、水利、交通、农业、林业、地质等企事业单位地形测量岗位要求。
在行业、企业专家对本专业所涵盖的岗位群进行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的基础上，以职业能力为依据，
设计整合课程内容，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基于生产过程采用递进与并列相结合的结构来展现教学内
容，边学边练、以练促学，学练相长。
通过地面点位的确定、角度测量、距离测量、地形平面控制测量、高程控制测量、大比例尺地形图测
绘、地形图的应用等活动项目来组织教学，采用集中实训方式强化能力培养，倡导学生在项目活动中
掌握地形测量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培养学生初步具备专业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基本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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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般来说误差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通过研究观测误差的来源及其规律，可采
取各种措施来减少误差。
测量误差产生的原因很多，但任何测量都是由人操作仪器工具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测量误差的
产生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原因： （1）观测者误差 观测者感官（视觉）的鉴别能力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对仪器的操作过程中，会给测量成果带来误差。
同时，观测者技术熟练程度、工作态度和习惯也不尽相同，使得在观测的每一个环节中也会产生误差
，如仪器的整平、对中误差、照准目标误差、估读误差等。
 （2）仪器误差 测量工作主要是利用测量仪器来进行的，而仪器的制造和校正不可能十分完善，导致
观测值不可避免存在误差。
例如：用只有厘米分划的水准尺进行水准测量时，就不能保证厘米以下的读数准确无误。
另外，仪器各种轴线之间的几何关系不完全满足要求，尽管经过了检验和校正，但仍然有残余误差，
因而使观测值的精度受到一定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误差。
 （3）外界条件的影响 观测过程中的外界条件，如温度、湿度、气压、风力和大气折光等因素是随时
间变化的，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测量的结果，给测量结果带来一定的误差。
 综上所述，任何测量工作都会受到以上三方面的影响，这三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称为观测条件。
观测成果的精确程度称为精度。
观测条件相同的各次观测称为等精度观测，观测条件不相同的各次观测称为不等精度观测。
 5.1.2测量误差的分类 根据测量误差的性质，可将测量误差分为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两类。
 （1）系统误差 在相同的观测条件下对某量进行一系列观测，如果观测误差的符号及值的大小固定不
变或按一定的规律变化，这种误差称为系统误差。
系统误差产生的原因较多，但主要是由于所使用的仪器不够完善引起的，另外，外界条件的影响也较
大。
 例如，用一根理论长度为30 m，其实际长度为29.99m的钢尺来量距，则每量30 m的距离，就会产生1
cm的误差，丈量60 m的距离，就会产生2 cm的误差。
这种误差的大小与所量的直线长度成正比，而正负号始终保持一致。
又如水准测量中的水准仪；角对读数产生的误差，只与仪器到标尺的距离成正比。
还有经纬仪测角时，视准轴与横轴不垂直而产生的2C误差。
这些都是系统误差，在测量成果中具有累积的性质，对测量成果的影响较为显著，但由于这些误差具
有一定的规律性，所以，我们在测量的过程中，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消除或尽量减少其对测量成果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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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部高职高专测绘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十二五"推荐教材:地形测量技术》编写中充分体现以能
力为主线、以任务为载体的职业课程培养模式，凸显“基于工作过程”的职业教育教学理念。
以学生为中心、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岗位需求和职业标准为依据，满足学生职业生涯发
展的需求，适应测绘、国土资源、水利、交通、农业、林业、地质等企事业单位地形测量岗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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