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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学基础与矿山测量》

前言

本书共13章，第一章至第六章属于测量学的基础内容，主要介绍测量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如高
斯投影、水准测量、角度测量、距离测量、控制测量、地形图测绘等基础内容，第七章至第十三章属
于矿山工程测量内容，主要介绍全站仪测量、建筑工程控制测量与施工测量、地形图的应用和数字化
测图、矿井测量、MPAGIS与摄影测量在矿山测量中的应用等。本书编写人员为来自高校的教师和一
线企业的测绘高工，在编写上特别注重概念的准确性，尽量把每个概念给以确切的定义。本书收集了
许多精美的测绘相关图片，以增强学生对测绘知识的感性认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本书编写了
一定的课外阅读材料，以扩充学生的测绘知识层面，使学生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本书的内容。本书可作
为测绘、地质、采矿、规划建筑等专业的学生学习测绘知识的教材，也可作为企事业的测绘人员学习
测绘知识的参考书。本书参编人员及分工如下：蔡文惠（新疆工业高等专科学校）主编，编写第一、
第九章；高永甲（新疆航天经纬测绘技术有限公司）副主编，编写第二章；王治中（乌鲁木齐鑫疆域
测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副主编，编写第三章；聂卫东（新疆地矿局第六大队）副主编，编写第四章
；李志海（新疆国地测绘有限公司）副主编，编写第五章；谢峰震（新疆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副主编
，编写第六章；王小于（新疆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副主编，编写第七章；石磊（新疆工业高等专科学
校）参编，编写第八章；姜永涛（新疆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参编，编写第十章；张海燕（新疆工业高
等专科学校）参编，编写第十一章；王丽美（新疆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参编，编写第十二章；张成（
新疆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参编，编写第十三章。由于编写匆忙，水平有限，难免存在不足之处，谨请
使用本书的教师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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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学基础与矿山测量》

内容概要

《测量学基础与矿山测量》为高职高专院校测量专业的基础课“测量基础与工程测量”教材。全书共
分13章，内容包括测量学的基本知识、水准测量、角度测量、距离测量、控制测量、地形图测绘、全
站仪测量、地形图的应用和数字化测图、建筑工程控制测量与施工测量、矿山测量等。
《测量学基础与矿山测量》可作为规划、土木工程、农林、地质、矿产、采矿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
相关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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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学基础与矿山测量》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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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节  测量误差  第五节  直线定向与罗盘仪使用  第六节  计算凑整规则及常用的计量单位第二章  水准
测量  第一节  水准测量原理  第二节  水准仪和水准尺  第三节  水准仪的使用  第四节  水准测量  第五节  
微倾式水准仪的检验与校正  第六节  自动安平水准仪  第七节  三、四等水准测量  第八节  水准测量的
误差分析  第九节  数字水准测量第三章  角度测量  第一节  角度测量原理  第二节  光学经纬仪  第三节  
水平角测量  第四节  竖直角测量  第五节  经纬仪的检验与校正  第六节  水平角测量的误差  第七节  电子
经纬仪第四章  距离测量  第一节  距离测量概述  第二节  钢尺测量距离  第三节  视距法测量距离  第四节
 电磁波测距第五章  控制测量  第一节  控制测量概述  第二节  导线测量  第三节  导线测量的内业计算  
第四节  小三角测量  第五节  GPS测量  第六节  高程控制测量第六章  地形图测绘  第一节  地形图概述  
第二节  地形图的图式符号  第三节  测图前的准备工作  第四节  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  第五节  地形图的
拼接、检查、清绘、整饰和复制第七章  全站仪测量  第一节  全站仪结构  第二节  全站仪的基本操作  
第三节  南方NTS一350型全站仪测量第八章  地形图的应用和数字化测图  第一节  地形图的分幅与编号  
第二节  地形图应用的基本知识  第三节  面积量算  第四节  数字测图及应用第九章  建筑工程控制测量
与施工测量  第一节  建筑施工平面控制网的建立  第二节  平面矩形控制网布设  第三节  高程控制网的
建立  第四节  施工测量第十章  矿井测量  第一节  矿井平面控制测量  第二节  矿井高程测量  第三节  矿
井平面联系测量  第四节  矿井高程联系测量  第五节  矿井施工测量第十一章  MPAGlS在矿山测量中的
应用  第一节  矿山测绘技术概述  第二节  地理信息系统在矿山测量中的应用  第三节  MAPGIS结构及功
能第十二章  摄影测量在矿山测量中的应用  第一节  摄影测量概述  第二节  摄影测量基本知识与原理  
第三节  数字摄影测量的设计与实施  第四节  几种常见的航摄仪第十三章  变形测量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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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学基础与矿山测量》

章节摘录

插图：数字化：数字化并不单纯指数字显示，而是要求仪器应能输出可以由计算机进一步处理、传送
、通信的数字表示的地理数据，仪器应具备通信接口，这是测绘仪器实现内外一体化的基础。实时化
：现代测绘仪器具有实时处理的功能，一方面实时计算并判断测绘质量，另一方面可以在现场按设计
图图样实施施工放样和有关计算、显示及修改等功能。这就是说，仪器能在线处理测量数据，提高测
绘质量和效率，并能通过现代通信工具及时更新GIS数据库。集成化：随着测绘高技术的发展，传统
的测绘分工被打破，各种测量互相渗透，要求测绘仪器在硬件上集成多种功能，软件上则要更具有开
放性，使各种仪器采集的数据可以通信和共享。除了上述这些传统测绘仪器无法比拟的功能外，现在
测绘仪器还突显并具有如下特点：多学科成果的结晶：与当今仪器发展趋势一样，现代测绘仪器几乎
无一不是高科技的综合，我们通常说光、机、电、算一体化，其实还应该包括通信、空间技术、自动
控制等方面的最新成就。更新周期越来越短：光学经纬仪、水准仪、平板仪等传统测绘仪器曾经有30
年不衰的历史，但是近年来发展的电子经纬仪、全站仪、GPS接收机技术更新速度大大加快，几乎是
每两三年出现一个型号，特别是软件产品的升级更快。仪器操作更容易，使用更方便：仪器内置的专
业软件使得非专业人员也能操作仪器，他只要有基本的计算机操作技能就能使用仪器，或者说仪器越
来越智能化了。b.空间测量和地面测量仪器和测量系统出现互补共荣的新的发展格局。经过观察和研
究，我们认为测绘仪器正在形成一种由多种传感器互相集成和相互补充的新格局。问题不是谁代替谁
、谁淘汰谁，而是各自调整性能找到最佳位置以及合理集成的问题。事实上，数字地面一体化测量系
统与空间定位技术手段形成了极好的互补关系，从而形成了测绘仪器的新格局。具体表述如下：GPS
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给大地控制测量仪器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开创了新局面。GPS接收机单点定位技
术、相对定位技术以及差分RTK技术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各种类型的GPS接收机在市场上争芳
斗艳，此外还出现了既能接收GPS信号又能接收GLONASS信号的所谓多信号接收机，随着其他卫星定
位系统的出现，今后必将出现相应的新型卫星定位接收机。这就是说，GPS技术必将成为大地测量、
控制测量以及GIS数据获取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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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学基础与矿山测量》

编辑推荐

《测量学基础与矿山测量》：高等学校“十二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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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学基础与矿山测量》

精彩短评

1、总体上讲测量学基本知识，仅有少量甚至是个别部分讲矿上测量知识，但本书对测量基本技术部
分讲的蛮好，换个角度看，这也为矿山测量奠定良好基础，任何具体领域的测量都需灵活运用测量通
用基本技术，因此，整体上看，本书可以算是本好书，推荐非测绘专业学生阅读。
2、书还可以，就是送货速度太慢
3、和上课老师讲的基本一致，虽说看的不多
4、希望快点有这本书
5、看了之后，认为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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