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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测图技术》在内容上突出了高职高专职业技术教育的特色，重点突出了实践应用能力和操
作技能的培养；弱化了“数字测图技术”课程原有的数字测图的基本原理、计算机绘图基础理论、全
站仪和GPS-RTK的工作原理等内容；强化了具有可操作性强、生产中常用的测量技术，如全站仪
和GPS-RTK操作应用、CASS成图系统、MapGIS系统应用等方面的内容；删除了在生产中已经淘汰的
技术方法，重点强调目前在生产中主要使用的方法；同时将测绘行业规范标准相关内容纳入到教材建
设中，更加增强了教材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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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广泛收集相关资料，认真分析和充分利用已有的测绘成果和资料。
 （4）积极采用新的测绘技术、方法和工艺，采用合适的数字测图软件。
 6.1.2.3技术设计书的编写 数字测图的技术设计书，就是根据测图比例尺、测图面积和测图方法以及用
图单位的具体要求，结合测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本单位的仪器设备、技术力量及资金等情况，运用测
绘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制定在技术上可行、在经济上合理的技术方案，并编写成技术设计书。
技术设计书需呈报上级主管部门或测绘任务的委托单位审批，批准后的技术设计书是该测绘工程的技
术依据和成果文件之一。
在测图工作实施过程中如要求对设计书的内容做原则性修改时，可由生产单位提出修改意见，报原审
批单位批准后实施。
 编写人员必须明确任务来源、工作量、任务特点、技术要求和设计原则，认真做好测区踏勘工作和调
查分析工作。
在此基础上做出切实可行的技术设计。
技术设计书是数字测图全过程的技术依据，要求内容明确、文字简练；对作业中容易混淆和忽视的问
题，应重点叙述；使用的名词、术语、公式、符号、代号和计量单位等应与有关规范和标准一致。
技术设计书一般应包括以下具体内容： （1）任务来源 说明任务名称、来源、地理位置、作业区范围
、行政区划、测图比例尺、要求达到的主要精度指标和质量要求、计划开工期及完成期等。
 （2）工程概况 主要介绍测区的社会、自然、地理、交通、经济、人文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
： ①地理特征测区相对高差、平均高程、地势大致趋势、地形类别等。
 ②交通情况包含公路、铁路、乡村道路的分布及通行情况等。
 ③居民点分布情况包含测区内城镇、乡村居民点的分布，通信及供电情况等。
 ④水系、植被等要素的分布与主要特征。
 ⑤气候特点、天气状况及降水分布、冻土情况、生活条件等。
 （3）旧有资料分析及利用 需对搜集的既有成果情况加以分析，包括其等级、精度、现有图的比例尺
、等高距、施测单位和采用的图式规范、平面和高程系统等；并说明对拟利用资料的检测方法与要求
，对其主要质量进行分析与评价，提出对旧有资料可利用程度和利用方案的建议。
 （4）作业技术依据 说明测图作业所依据的规范、图式及有关的技术资料。
主要包括： ①测量任务书及数字测图委托书（或合同书）。
 ②本工程执行的规范及图式，其中要说明执行各类定额及工程所在地的地方测绘部门制定的适合本地
区的一些技术规定等。
 （5）控制测量方案 控制测量方案包括平面控制测量方案和高程控制测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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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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测图技术》：为了配合高职高专
教育教学改革，探索开发出与“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相适应的高职高专教育测绘类专业课程体系
，根据全国高职高专测绘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对测绘类专业基础教材的要求，全国多所高职高专院校
的骨干教师和生产单位的专家共同编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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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测图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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