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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节水准测量误差来源及其影响 为了提高水准测量的精度，必须分析和研究误差的来源及其影
响规律，找出消除或减弱这些误差影响的措施。水准测量误差的来源主要有仪器本身的误差、观测误
差及外界条件影响产生的误差三个方面。一、仪器误差 仪器误差的主要来源是望远镜的视准轴与水准
管轴不平行而产生的i角误差。规范规定，S3水准仪的i角大于20”才需要校正，水准仪虽经检验校正，
但不可能彻底消除i角，要消除或减弱i角对高差的影响必须在观测时使仪器至前、后视水准尺的距离
相等。在水准测量的每一站观测中，前、后视水准尺的距离相等不容易做到，故规范规定，对于四等
水准测量，一站的前、后视距差应不大于5m，前后视距累积差应不大于10m。二、水准标尺的误差 由
于标尺本身的原因和使用不当所引起的读数误差称为标尺误差。水准标尺本身的误差包括：分划误差
、尺面弯曲误差、尺长误差等。规范规定，对于区格式木制水准标尺，米间隔平均真长与名义长之差
不应大于0.5mm，所以在使用前必须对水准标尺进行检验，符合要求方可使用。1.水准标尺零点差 由
于使用、磨损等原因，水准标尺的底面与其分划零点不完全一致，其差值称为标尺零点差。标尺零点
差的影响对于一个测段的测站数为偶数段的水准路线，可自行抵消；若为奇数站，所测高差中将含有
该误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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