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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分类汇编”共35分册，自1996年出版以来，方便了广大工程建设专业读者的
使用，并以其“分类科学、内容全面、准确”的特点受到了社会好评。
这些标准、规范、规程是广大工程建设者必须遵循的准则和规定，对提高工程建设科学管理水平，保
证工程质量和工程安全，降低工程造价，缩短工期，节约建筑材料和能源，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起到
了显著的作用。
随着我国基本建设的蓬勃发展和工程技术的不断进步，近年来国务院有关部委组织全国各方面的专家
陆续制订、修订并颁发了一批新标准、新规范、新规程。
为了及时反映近几年国家新制定标准、修订标准和标准局部修订的情况，有必要对工程建设标准规范
分类汇编中内容变动较大者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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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93）主要符号第一章 总则第二章 平面控制测量第一节 一般规定第二节 设
计、选点、造标与埋石第三节 水平角观测第四节 距离测量第五节 内业计算第三章 高程控制测量第一
节 一般規定第二节 水准测量第三节 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第四章 地形测量第一节 一般规定第二节 图根
控制测量第三节 一般地区地形测图第四节 城镇居住区地形测图第五节 工矿区现状图测量第六节 水域
地形测量第七节 地形图的修测第五章 线路测量第一节 一般规定第二节 铁路、公路测量第三节 架空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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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绘图第三节 编绘第四节 晒蓝图、静电复印与复照第五节 翻版、硒印刷版与修版第六节 打样与胶印
第七章 施工测量第一节 一般规定第二节 施工控制测量第三节 工业与民用建筑施工放样第四节 灌注桩
、界桩与红线测量第五节 水工建筑物施工测量第八章 竣工总图的编绘与实测第一节 一般规定第二节 
竣工总图的编绘第三节 竣工总图的实测第九章 变形测量第一节 一般规定第二节 水平位移监测网第三
节 垂直位移监测网第四节 水平位移测量第五节 垂直位移测量第六节 内业计算及成果整理附录一 本规
范名词解释附录二 平面控制点标志及标石的埋设规格附录三 方向观测法度盘和测微器位置变换计算
公式附录四 高程控制点标志及标石的埋设规格附录五 建筑物、构筑物主体倾斜率和按差异沉降推算
主体倾斜值的计算公式附录六 基础相对倾斜值和基础挠度计算公式附录七 本规范用词说明附加说明2.
工程摄影测量规范（GB50167-92）主要符号第一章 总则第二章 控制测量第一节 一般规定第二节 平面
控制测量第三节 高程控制测量第三章 航空摄影测量第一节 一般规定第二节 地面标志的布设与航空摄
影的要求第三节 像控点的布设与施测（1）像控点的布设（2）像控点的选刺和控制片的整饰（3）像
控点的联测第四节 像片调绘第五节 综合法测图第六节 摄影处理（1）晒印（2）复照（3）植字第七节 
解析空中三角测量（1）加密点的精度（2）转点、选点与量测（3）加密点计算和成果分析（4）联机
解析空中三角测量第八节 像片平面图（1）一般规定（2）纠正像片图的制作（3）正射影像图的制作
第九节 立体测图（1）模拟测图仪测图（2）解析测图仪测图（3）数字化测图及数控绘图第十节 资料
提交与检查验收（1）资料提交（2）检查验收第四章 地面摄影测量第一节 一般规定第二节 摄影站及
像控点的布设第三节 地面摄影及摄影处理第四节 调绘第五节 测图第五章 数字地面模型第一节 一般规
定第二节 数据获取第三节 数据编辑第四节 数据处理第六章 非地形摄影测量第一节 一般规定第二节 物
方控制第三节 摄影机检校及其物镜前节点坐标的计算第四节 数据获取第五节 数据处理（1）模拟法
（2）解析法（3）模拟解析法（4）纠正法第六节 特殊摄影测量第七章 工程遥感第一节 一般规定第二
节 航空遥感飞行与地物波谱测量第三节 工程遥感的图像处理（1）光学图像处理（2）计算机数字图像
处理第四节 遥感图像的解译第五节 遥感制图、工程信息系统和数据库附录一 地面标志的形状和尺寸
附录二 航线网布点航线段端点间的基线数附录三 控制片的整饰格式附录四 像片调绘附录五 数字地面
模型数据点格网管理模式附录六 非地形摄影测量人工标志的形状附录七 非地形摄影测量的精度估算
附录八 数据处理的解法附录九 样品发射率野外简易测定方法附录十 陆地卫星各传感器的波段性能简
表附录十一 本规范用词说明附加说明3.工程测量基本术语标准（GB／T50228-96）1 总则2 通用术语3 
控制测量3.1 一般术语3.2 选点、造标与埋石3.3 角度测量3.4 距离测量3.5 高程测量4 地形测量4.1 一般术
语4.2 图根控制测量4.3 地形测图4.4 水域测量5 线路测量5.1 一般术语5.2 铁路、公路测量5.3 其他线路测
量6 施工测量6.1 一般术语6.2 施工控制网6.3 建筑物施工放样6.4 竣工图编绘与实测7 变形测量7.1 一般术
语7.2 监测网7.3 位移测量8 航空摄影测量8.1 一般术语8.2 航空摄影与摄影处理8.3 像片控制测量与调
绘8.4 解析空中三角测量8.5 立体测图与像片平面图9 地面摄影测量10 非地形摄影测量11 工程遥感11.1 
一般术语11.2 图像处理12 数字地面模型13 观测数据分析与处理14 绘图与复制附录A英汉对照索引附加
说明附：条文说明4.建筑变形测量规程（JGJ／T8-97）1 总则2 一般规定3 高程控制3.1 网点布设3.2 主要
技术要求3.3 几何水准测量3.4 液体静力水准测量4 平面控制4.1 网点布设4.2 主要技术要求4.3 水平角测
量4.4 距离测量5 沉降观测5.1 建筑物沉降观测5.2 基坑回弹观测5.3 地基土分层沉降观测5.4 建筑场地沉
降观测6 位移观测6.1 建筑物主体倾斜观测6.2 建筑物水平位移观测6.3 裂缝观测6.4 挠度观测6.5 日照变
形观测6.6 风振观测6.7 建筑场地滑坡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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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视距常数范围应在100±0.1m以内；　　二、垂直度盘指标差，不应超过2；　　三、比例尺
尺长误差，不应超过0.2mm；　　四、量角器半径，不应小于10cm，其偏心差不应大于0.2mm；　　
五、坐标展点器的刻划误差，不应超过0.2mm。
　　第4.8.4条　当解析图根点不能满足测图需要时，可增补少量图解交会点或视距支点。
图解补点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图解交会点必须选多余方向作校核，交会误差三角形内切园直径
应小于0.5mm，相邻两线交角应在30°～150°之间。
　　二、视距支点边长不宜大于相应比例尺地形点最大视距长度的2／3，距离应采用往返视距测定，
其较差不应大于边长的1／150。
　　三、当确定图解交会点、视距支点的高程时，其垂直角应采用一测回测定，由两个方向或往返测
的高程较差，在平地不应大于等高距的1／5，在山地不应大于等高距的1／3。
　　第4.3.5条　测地形图时，仪器的设置及测站的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当采用平板仪测
绘时：　　1.仪器对中的偏差，不应大于图上0.05mm；　　2.以较远一点标定方向，另一点进行检核
，其检核方向线的偏差不应大于图上o.3mm，每站测图过程中和结束前应注意检查后视方向；　　3.
检查另一测站的高程，其较差不应大于等高距的1／5。
　　二、采用经纬仪和电子速测仪测绘时，其各项限差宜适当减小。
　　第4.3.6条　地形点间距和视距长度的要求，不应超过表4.3.6的规定。
　　第4.3.7条　地形图上高程点注记，当等高距为0.5m时，应精确至0.01m，当等高距大于0.5m时，应
精确至0.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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