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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测量》

前言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面向生产和管理第一线的应用型人才。如何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
理论功底扎实、实践动手能力强、具有较强创新意识、适应岗位工作快的高素质实用型人才是职业教
育的重要任务。　　为了适应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特色，本教材以培养高职高专人才为目标，以学生为
中心，以就业为导向，在内容设计中突出职业教育的特色。注重学生创新意识、动手能力的培养，注
重工学结合，密切联系建筑工程建设实践活动。在编写时，理论结合实践，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内
容编写上力求做到先进性、实用性和侧重性，使学生能尽快掌握工程测量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另外，
全站仪以其操作方便，智能化程度高，精确度越来越好等优势，在工程测量中应用越来越广，因此在
本教材中增加了全站仪基本操作使用方法，让学生在掌握水准仪、经纬仪等基本测量仪器使用方法的
基础上，熟练掌握全站仪的使用方法和操作要领。为方便学生的课间实习，本书附录中介绍了课间实
习的要求和基本实习项目，可作为实习时的参考资料，真正达到理论服务于实践的职业教育特色。　
　本书由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王淑红、王愉龙任主编。参加编写的人员有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王
淑红（第1、4、9、13章），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王愉龙（第3、7、12章），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郭琴（第2、6、11章），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张本平（第5章），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何宜典（
第8章），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雷建海（第10、14章）。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陕西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关怀；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薛安顺、张鹏、翁光远、丰培洁、寸江峰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参考文献的作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漏和不妥之处，敬请使用本书的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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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测量》

内容概要

《建筑工程测量》主要以高等专科学校学生为对象，以介绍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测量为目的，在详尽介
绍了测量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原理及工程测量常用几种仪器的操作方法和测量原理后，结合建筑工程
专业施工分别介绍了施工现场控制测量、施工测量、建筑物变形观测及竣工总平面图的编绘，在《建
筑工程测量》最后简单介绍了GPS测量新技术以增加学生的新视野。
全书共分为14章，内容包括绪论、水准测量、角度测量、距离测量与直线定向、全站仪及其操作、测
量误差基本知识、小区域控制测量、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及应用、建筑施工测量的基本知识、建筑施
工场地的控制测量及民用、工业建筑施工测量、建筑物变形观测和竣工总平面图编绘及GPS全球卫星
定位系统简介等。各章后附有本章小结、思考题与习题，可综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外，还新增了附录专题，与《建筑工程测量》前面的理论知识结合紧凑。同时也突显了职业教育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特色。
《建筑工程测量》可作为高等专科学校建筑工程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其他相关层次的技术人员及相关
函授人员参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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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1.1 测量学的任务及其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1.1.1 测量学的任务1.1.2 测量学的分类1.1.3 测量学
在建筑工程建设中的应用1.2 地球的形状和大小1.2.1 大地水准面1.2.2 旋转椭球体1.3 地面点位的表示方
法1.3.1 地面点的坐标1.3.2 地面点的高程1.4 用水平面代替大地水准面的限度1.4.1 距离测量时用水平面
代替水准面的限度1.4.2 高程测量时用水平面代替水准面的限度1.5 测量工作的程序原则及基本工作1.5.1
测量工作的程序与原则1.5.2 测量的基本工作本章小结思考题与习题第2章 水准测量2.1 水准测量原
理2.1.1 水准测量的原理及基本方法2.1.2 未知点高程的推算2.2 水准测量的仪器、工具及其使用2.2.1 水
准仪的种类2.2.2 DS3型微倾式水准仪的构造及其使用2.2.3 水准尺和尺垫2.3 微倾式水准仪的基本操作方
法2.4 普通水准测量2.4.1 高程测量等级及水准点2.4.2 水准测量路线的布设形式2.4.3 施测方法2.4.4 水准
测量的检核2.4.5 水准测量的成果计算2.5 微倾式水准仪的检验和校正2.5.1 水准仪的轴线及其关系2.5.2 
水准仪的检验项目及校正2.6 水准测量的误差及注意事项2.6.1 水准测量的误差来源2.6.2 注意事项2.7 其
他水准仪简介2.7.1 精密水准仪简介2.7.2 自动安平水准仪简介2.7.3 电子水准仪简介本章小结思考题与习
题第3章 角度测量3.1 角度测量原理3.1.1 水平角测量原理3.1.2 竖直角测量原理3.2 光学经纬仪3.2.1 DJ6级
光学经纬仪的构造3.2.2 DJ2级光学经纬仪的构造3.3 经纬仪的基本操作3.3.1 对中与整平3.3.2 瞄准3.3.3 读
数3.4 水平角测量3.4.1 测回法3.4.2 方向观测法3.5 竖直角测量3.5.1 竖直度盘的构造3.5.2 竖直度盘自动归
零装置3.5.3 竖直角的计算公式3.5.4 竖直角观测方法3.6 光学经纬仪的检验与校正3.6.1 照准部水准管的
检验与校正3.6.2 十字丝竖丝的检验与校正3.6.3 视准轴的检验与校正3.6.4 横轴的检验与校正3.6.5 竖盘指
标水准管的检验与校正3.6.6 光学对中器的检验与校正3.7 角度测量误差及注意事项3.7.1 影响角度测量
成果的主要因素3.7.2 注意事项3.8 电子经纬仪简介◇本章小结◇思考题与习题第4章 距离测量与直线定
向4.1 卷尺量距4.1.1 量距工具4.1.2 直线定线4.1.3 距离丈量的一般方法4.1.4 钢尺量距的误差及应注意的
事项4.2 视距测量4.2.1 视距测量的原理和公式4.2.2 视距测量的观测与计算4.2.3 视距测量的误差来源及
消减方法4.3 直线定向4.3.1 标准方向线与方位角的概念4.3.2 正反坐标方位角4.3.3 坐标方位角的传递公
式4.3.4 象限角4.3.5 坐标正、反算4.3.6 罗盘仪的构造与使用方法◇本章小结◇思考题与习题第5章 全站
仪及其操作5.1 全站仪概述5.1.1 全站仪的概念5.1.2 全站仪的分类5.1.3 全站仪的组成5.2 全站仪及其辅助
设备5.2.1 全站仪的外部结构5.2.2 全站仪键盘上各键的基本功能5.2.3 全站仪的辅助设备5.3 全站仪的测
距原理5.3.1 电磁波测距的基本方法5.3.2 电磁波测距仪的分类5.3.3 电磁波测距原理5.4 全站仪的基本功
能及其操作5.4.1 测量前的准备工作5.4.2 全站仪的基本操作与使用方法5.5 红外测距误差分析5.5.1 固定
误差5.5.2 比例误差◇本章小结◇思考题与习题第6章 测量误差基本知识6.1 测量误差概述6.1.1 测量误差
的概念6.1.2 误差的来源6.1.3 测量误差的分类6.2 偶然误差的特性6.2.1 表格统计分析法6.2.2 图形分析
法6.3 观测值的算术平均值及改正值6.3.1 算术平均值6.3.2 观测值的改正数6.4 评定观测值精度的标
准6.4.1 中误差6.4.2 容许误差6.4.3 相对中误差6.5 误差传播定律及应用⋯⋯第7章 小区域控制测量第8章 
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及应用第9章 建筑施工测量的基本知识第10章 建筑施工场地的控制测量第11章 民
用建筑施工测量第12章 工业建筑施工测量第13章 建筑物变形观测和竣工总平面图编绘第14章 GPS全球
卫星定位系统简介附录A 测量实习须知附录B 实习指导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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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准测量　　测量地面上各点高程的工作称为高程测量。高程测量按使用仪器和施测的方法不同
可分为：水准测量、三角高程测量、气压高程测量和GPS定位测量等形式。水准测量是利用水平视线
直接测定两点之间的高差，其施测方法简便，且精度较高，被广泛应用于工程测量的各个阶段。三角
高程测量是间接测定两点之间的水平距离或倾斜距离和倾斜角，利用三角公式计算出两点问的高差。
此法一般在丘陵地区或山区，地面高低起伏较大时采用。气压高程测量是利用大气压力与高程的关系
，用气压计间接测定点位高程，此种方法精度较低，采用较少。GPS定位测量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使
用的卫星无线电导航系统，可测定点位的三维位置，具有精度高、速度快的显著优点，该项技术也逐
步应用于工程测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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