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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学》

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测量学(第2版)》共分12章，分别介绍了测量学的基本知识、水
准测量、角度测量、距离测量与直线定向、测量误差及数据处理的基本知识、小地区控制测量、GPS
定位技术及应用、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数字化测图、地形图的识读与应用、施工测量以及土地整治
测量等内容。在编写中尽可能反映常规测绘手段与现代测绘技术的新成果和新发展，体现了教材的成
熟性和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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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1.2.3 外界环境条件误差 测量工作都是在一定的外界环境条件下进行的，如地形、
温度、风力、大气折光等自然因素都会给观测结果带来种种影响，况且这些因素又在随时发生变化，
这必然会给测量成果带来测量误差。例如水准测量的大气折光差就属于这种由外界环境条件影响产生
的误差。 5.1.3 观测与观测值分类 5.1.3.1 等精度观测和不等精度观测 测量工作主要由观测者、测量仪
器和外界环境条件三大要素组成，通常将这些测量工作的要素统称为观测条件。根据测量时所处的观
测条件可分为等精度观测和不等精度观测。在相同的观测条件下，即用同一精度等级的仪器设备，用
相同观测方法和在相同的外界环境条件下，由具有大致相同技术水平的工作人员所进行的观测称为等
精度观测或同精度观测，所得观测值称为等精度观测值或同精度观测值。如果观测者、测量仪器和外
界环境条件三者不完全相同，则称为不等精度观测或不同精度观测，所得观测值称为不等精度观测值
或不同精度观测值。例如，两人用同一台光电测距仪各自测得的一测回水平距离值属于等精度观测值
；如果一人用DJ2经纬仪、一人用DJ6经纬仪测得的一测回水平角度值，或两人都用DJ6经纬仪但一人
测二测回，一人测四测回，各自所得到的均值则属于不等精度观测值。 5.1.3.2 直接观测和间接观测 根
据观测量与未知量之间的关系可分为直接观测和间接观测，相应的观测值称为直接观测值和间接观测
值。为测定某一观测量而直接进行的观测，即被观测量就是所求未知量本身，称为直接观测，其观测
值称为直接观测值。通过被观测量与未知量建立相应函数关系式来确定未知量的观测称为间接观测，
其观测值称为间接观测值。例如，为确定两点间的距离，用钢尺直接丈量属于直接观测；而用视距测
量则属于间接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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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学》

编辑推荐

《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测量学(第2版)》可作为高等农林院校的农业资源与环境、城乡
规划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水利工程、水土保持、林学、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建筑工程、园林工
程等专业测量学课程的基本教材及农林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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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的质量看起来还不错物流如果能再快一些就更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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