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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测量》

前言

　　近年来，随着空间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测绘学科领域的融合与应用，以“3S”（全球定
位系统GPS、遥感技术R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测绘技术正在逐步取代常规测量方法
，推动传统（模拟）测绘向数字化测绘的过渡与转化，并向信息化方向发展与升华。　　本教材正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据高等院校非测绘类专业测量课程教学大纲要求，结合宽口径、创新型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适应高素质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而编写的。《工程测量》在着重介绍常规测量方法和
技术的同时，详细介绍了全站仪、GPS和数字化测图等新仪器、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应用，突出反映测
绘科学与技术的新进展。　　全书共11章，第一章主要介绍测量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第二、第
四章介绍测量的三项基本工作和方法，第五章介绍全站仪的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第六章介绍测量误
差的基本理论和处理方法，第七章介绍小区域常规控制测量方法和GPS控制测量法，第八、第九章介
绍大比例尺地形图的基本原理、绘制方法和应用，第十章介绍施工放样的基本工作与放样方法，第十
一章介绍水利工程、土木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等测量工作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供相关专业选用
。　　《工程测量》各章编写人员及分工如下：南昌工程学院何习平编写第一章和第十章，云南农业
大学王建雄编写第二章和第四章，云南农业大学龚振文和王建雄编写第三章，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鑫
编写第五章和第六章，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耿宏锁编写第七章，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王维新编写第八章，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雅素编写第九章，南昌工程学院万程辉编写第十一章。全书由何习平统一修改定
稿，由河海大学华锡生教授主审。　　《工程测量》的编写和出版得到了全国高等院校水利水电类精
品规划教材编委会的大力支持，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　　《工程测量》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
文献资料，在此谨向文献作者和相关人员致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可能存在不少缺点和错
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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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测量》

内容概要

《工程测量》是在全国高等院校水利水电类精品规划教材编委会指导下，为适应高等工程应用型人才
培养需要编写而成的。全书共11章，第一章主要介绍测量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第二一第四章介
绍测量的三项基本工作和方法，第五章介绍全站仪的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第六章介绍测量误差的基
本理论和处理方法，第七章介绍小区域常规控制测量和GPS控制测量方法，第八章介绍大比例尺地形
图的基本原理和数字化测图方法，第九章介绍大比例尺地形图在工程建设中的应用，第十章介绍施工
放样的基本工作与放样方法，第十一章介绍水利工程、土木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等测量工作的基本
原理和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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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测量》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概述　　一、测量学的定义　　测量学是伴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利用
和改造的不断深入而发展起来的对地球进行．描述的学科之一。具体地说，测量学是研究地球的形状
和大小、确定地球表面点的位置以及如何将地球表面的地形及其他地理信息测绘成图的科学。　　由
于地面物体的几何形状和大小都是由组成该物体的一些特定点的位置所决定的，因此测量学的实质是
如何确定地球表面点的位置。确定地球表面点的位置包括测定和测设两个方面。测定是指使用测量仪
器通过对地球表面上的点进行测量，从而得出点的坐标等一系列测量数据，或根据获得的测量数据将
地球表面的地形按一定的比例缩小绘成地形图，供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学研究使用；测设是指将
图纸上规划设计好的建筑物、构筑物的位置通过测量在地面上标定出来，作为工程施工的依据。　　
随着空间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传统测量学的定义得到了全新的发展，形成一门新
兴的边缘学科——“地球空间信息学（Geomatics）”。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各国大学的测量学专业
、测量学机构和测量学杂志纷纷改名为Geomatics。Geomatics是一个新创造出的名词，1993年Webster
词典（第3版）给出的定义是：Geomatics是地球的数学，是所有现代地理科学的技术支撑。1996年国
际标准化组织对Geomatics的定义是：Geomatics是研究采集、量测、分析、存储、管理、显示和应用空
间数据的现代空间信息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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