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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结构健康监测领域中的一门新兴技术——GPS监测技术。
书中总结了作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及散现在国内外文献中的资料。
全书共分九章，内容包括：GPS定位技术的发展概况及特点，GPS的组成与卫星信号的结构，GPS变形
监测的基本原理，GPS信号接收机的工作原理和分类，GPS监测的误差来源与消除方法，GPS监测数据
的基本处理方法，GPS结构监测系统的设计与软件开发，GPS结构监测的工程实施及应用。
    本书可作为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和工程测量等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习用书，也可供相关
专业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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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曾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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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1.1　工程变形监测总论　　变形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它是指变形体在各
种荷载作用下，其形状、大小及位置在时间域和空间域的变化。
变形监测是指周期性地对设置在建筑物上的监测点进行重复监测，求得监测点各周期相对于首期的点
位或高程变化量。
其目的是监视建筑物在施工中和竣工后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情况；验证地质勘察资料和设计数据的可靠
程度；研究变形的原因和规律，以改进设计理论和施工方法等。
变形监测是多种技术的综合，目前正向着边缘学科的方向发展，同时随着理论和设备的进步，变形监
测已从单一的、范围受限、工作量大的作业手段发展成为使用方法多样、范围广大、自动化程度高的
新技术。
　　1.1.1　变形监测的内容及分类　　变形监测的研究内容应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既要有重点，又要
做到全面考虑，才能正确地反映出变形体的变化情况，达到监视变形体的安全、了解其变形规律的目
的。
根据变形体的研究范围，变形监测的研究对象可划分为三类：　　（1）全球性变形研究，如监测全
球板块运动、地极移动、地球自转速率变化、地潮等；　　（2）区域性变形研究，如地壳变形监测
、城市地面沉降等；　　（3）工程和局部性变形研究，如工程建筑物的三维变形、坡体的滑动、地
下开采时引起的地表移动和下沉等。
　　通常土木工程中所说的变形监测主要是指针对建筑物及场地的变形监测，它可分为以竖向位移为
主的变形监测和以水平位移为主的变形监测。
　　对于以竖向位移为主的变形观测，其方法是首先根据建筑场地的地形、地质条件和对变形观测的
精度要求，合理布设变形控制网点。
在建筑物附近比较稳固的位置埋设工作基点，直接用以测定建筑物上观测点的位移，且应尽可能在变
形影响以外的稳固位置埋设基准点，用以检核工作基点本身的稳固性。
工作基点与基准点一般都组成网形，用精密水准测量的方法来施测和检验。
高程变化值的测定通常采用精密水准方法，也可用液体静力水准仪、气泡倾斜仪、电子水准器等进行
测量。
常见的竖向变形观测包括：　　（1）基坑回弹测量：在基坑开挖前、中、后期，测出事先埋设在基
底面上的观测点，由于基坑开挖而引起的高程变化。
开挖前和开挖后两次的高程差为基坑的总回弹量。
　　（2）地基分层沉降测量：测出埋设在不同土层上的观测点因荷载增加而引起的高程变化，以求
得各土层的沉降量和受压层的最大深度。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结构健康监测GPS监测技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