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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测量》

内容概要

《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水利类专业规划教材:水利工程测量》是根据水利水电工程和建筑工程各个阶段测
量工作的需要和要求编写的。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知识，第一章讲述测量学基础知识
；第二章至第四章介绍水准、角度、距离三项基本测量工作；第五章论述测量误差的基础知识；第六
章介绍小区域控制测量(包括平面和高程控制)；第七章、第八章讲述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识读与应
用；第九章至第十三章介绍施工测量的基本方法，渠道测量、河道测量、变形观测、工业与民用建筑
测量。第二部分为技能训练，介绍工程测量技能训练的要求和方法。
《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水利类专业规划教材:水利工程测量》可供水利水电、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教学使
用，也可供从事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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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图上面积的量算  思考题与习题  第九章  施工测量的基本方法  第一节  施工测量的概述  第二节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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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观测  思考题与习题  第十三章  工业与民用建筑测量  第一节  建筑场地施工控制测量    第二节  民用建
筑施工测量  第三节  工业厂房施工测量  第四节  烟囱施工测量  思考题与习题第二部分  技能训练  一、
普通水准测量  二、四等水准测量  三、S3水准仪i角检验  四、测回法水平角观测  五、竖直角观测    六
、全站仪角度、边长测量  七、地形图应用：确定图上一点的平面位置  八、经纬仪测设水平角  九、测
设已知高程点  十、建筑物平面位置点放样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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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研究工程建设在规划设计、建筑施工、运营管理各个阶段如何进行测量的理论、技术
与方法的学科称为工程测量学。工程测量的任务是提供工程规划设计所必需的地形图、断面图和其他
观测数据，进行建筑物的施工放样，并进行长期的安全监测工作。根据工程性质的不同，工程测量又
分为水利水电工程测量、矿山工程测量、道路工程测量、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测量、军事工程测量等
。以上各门学科，既自成体系，又是密切联系、互相配合的。本课程以应用为目的，主要讲述地形测
量学和工程测量学的部分内容。着重介绍水利、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中常用测量仪器的构造与使用、
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以及施工测量等方面的内容。各种工程建设以及工程建设的各个阶段都是离不
开测量工作的。例如在河道上修建水电站，首先应测绘坝址以上流域的地形图，作为水文计算、地质
勘探、经济调查等规划设计的依据；初步设计后，要为大坝、涵闸、厂房等水工建筑物的设计测绘较
详细的大比例尺地形图；在施工过程中，又要通过施工放样指导开挖、砌筑和设备安装；工程竣工时
，检查工程质量是否符合设计要求，还要进行竣工测量；在工程的使用管理过程中，为了监视运行情
况，确保工程安全，应定期对大坝进行变形观测。由此可见，测量工作伴随着工程建设的全过程，贯
穿于工程建设的始终。作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必须掌握必要的测量知识和技能，才能担负起工程勘
测、规划设计、施工及管理等各项任务。从以上讨论中可以看出，对于工程建设而言，测量工作大体
上可以分为“测定”和“测设”两大方面。所谓测定，就是把地表的存在状态，通过一定的测量仪器
和测量方法进行测量，并以数据或图纸的形式把它们表现出来，以满足工程规划设计的需要。所谓测
设（又称施工放样），就是把图纸上的设计好的建筑物、构筑物，通过一定的测量仪器和测量方法将
它们的位置在实地上标定出来，以作为施工的依据。二、测绘科学的发展概况测绘科学在我国具有悠
久的历史。远在4000多年前，夏禹治水时，就发明和应用了“准、绳、规、矩”等测量工具和方法。
春秋战国时期发明的指南针，至今还在广泛使用。东汉张衡创造的“天球仪”对天相作了形象和正确
的表述，在天文测量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724年唐代南宫说在现今河南丈量了300km的子午线弧长
，是世界上第一次的子午线弧长测量。宋代的沈括曾使用罗盘、水平尺进行地形测量。元代的郭守敬
拟定了全国纬度测量计划并测定了27个点的纬度。清代康熙年间进行了全国测绘工作，出现了我国第
一部实测的省级图集和国家图集。世界范围内，17世纪初望远镜的发明和应用，对测量技术的发展起
了很大的作用。1683年，法国进行了弧度测量，证明了地球是两极略扁的椭球体。1794年德国高斯创
立的最小二乘法理论，对测量理论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至今仍是处理测量成果的理论基础。20世纪初
飞机的发明和使用，使航空摄影测量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大大减轻了野外测图的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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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利工程测量》：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水利类专业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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