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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测绘是测量和地图制图的简称。
测量就是为了获取地球形状、地球重力场、地球上自然和社会经济要素的位置、形状、空间关系、区
域空间结构的时空信息。
地图制图就是将这些数据信息经处理、分析或综合后加以表达和利用。
测量与地图学历史悠久，随着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其发展十分迅速。
依据1999年我国新的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南京大学对地理学院各专业（理学：地理学专业、地理信息
系统专业、资源环境城乡区域规划与管理专业、海洋科学专业及旅游管理专业；工学：城市规划专业
）的教学计划、课程内容作了相应的调整。
将原有的测量学、地图学课程合并成“测量与地图学”。
作为各专业的公共基础课教材，本书第一版于2004年出版，距今已有5年时间。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五年来，测绘科学的信息化技术步伐迅速加快，进入了数字化、自动化和智能
化的时代，促使我们对教材内容做较大的修订。
GPS全球定位技术实现了全天候、无障碍、实时、快速动态提供点位、时间、速度等时空信息，给测
绘科学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革命。
随着地面测量仪器的电子化和数字化，测量的精度、速度和自动化水平也不断提高；全站仪、测距仪
和电子经纬仪借助于电子手簿，与便携式计算机联结成野外数字测图一体化的测图系统，大大地提高
了地形测图的精度和速度。
数字制图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原来的手工地图制图的模式，制图技术、地图出版印刷业都有了
质的变化，地图制图工艺流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为了适应测绘事业的发展和21世纪对高科技人才培养的要求，新编《测量与地图学》教材在适度介绍
传统测绘手段、测绘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同时，力图突出近年来测绘科学的最新发展。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测量与地图学>>

内容概要

　　测量与地图学是综合性大学地学院的核心课程之一。
全书以地形图测绘、全球定位系统与数字测图技术、地图编制与应用为重点。
介绍测量学与地图学的基本理论、技术方法及主要应用领域。
本书可作为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土地资源管理、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城市规划、环境科学、地
质学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适合地学相关专业的生产、科研与教学人员使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测量与地图学>>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　测绘科学的研究对象与分类　第二节　地图的产品　第三节　测绘科学发展概况　　
第四节　测绘科学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中的作用第一章　测量与地图学基础知识　第一节　地球的
形状和大小　第二节　地面点位置的表示方法　第三节　用水平面代替水准面的限度　第四节　测量
工作概述　第五节　地图的特性与构成要素　第六节　地图的分类与功能　第七节　地图成图方法简
介　第八节　误差与精度的基本知识第二章　地图数学基础　第一节　地图投影基本概念　第二节　
常用地图投影　第三节　高斯－克吕格投影及其应用　第四节　地图投影判别与选择　第五节　地图
方位　第六节　地图比例尺　第七节　地图分幅编号第三章　地图语言　第一节　地图符号与注记　
第二节　地图色彩第四章　制图综合　第一节　制图综合基本概念　第二节　影响制图综合的因素　
第三节　制图综合的主要方法　第四节　制图综合与地图精度的关系第五章　水准仪与水准测量　第
一节　水准测量原理　第二节　水准测量仪器及其使用　第三节　水准路线的拟订　第四节　水准测
量基本方法　第五节　水准仪的检验与校正　第六节　水准测量的误差来源及注意事项　第七节　数
字水准仪测量系统及其应用第六章　经纬仪与角度测量　第一节　水平角和竖直角测量原理　第二节
　光学经纬仪的构造及读数原理　第三节　水平角测量　第四节　竖直角测量　第五节　经纬仪检查
和校正　第六节　角度测量误差来源及注意事项　第七节　电子经纬仪测角原理第七章　距离测量与
直线定向　第一节　卷尺丈量　第二节　视距测量　第三节　光电测距　　第四节　光电测距的成果
整理　第五节　光电测距的误差来源与分析　第六节　地面点标定与直线定向第八章　小区域控制测
量方法　第一节　控制测量概述　第二节　导线测量　第三节　交会法测量　第四节　三、四等水准
测量　第五节　三角高程测量第九章　全球定位系统数据采集与处理　⋯⋯第十章　地形图的测绘与
测设第十一章　数字地形测图第十二章　普通地图第十三章　专题地图与地图集第十四章　地图编制
第十五章　地图分析应用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测量与地图学>>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测量与地图学基础知识第一节 地球的形状和大小测绘工作是在地球表面上进行的，要
确定地面点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地球表面测绘成图，需了解地球的形状和大小，这是测量学研究的重
要内容之一。
一、地球的形状（一）地球自然表面 地球的自然表面高低起伏，是一个复杂的不规则的表面。
世界上最高的珠穆朗玛峰高出海平面8 843.44 m，最低的马里亚纳海沟低于海平面11022m。
因地球的半径约为6 371 km，故地表起伏相对于庞大的地球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地球表面的不规则使得它可能用一个数学公式概括和表达，用来处理测量工作数据和成果。
因此，人们需要寻求一个与地球形状相近，又能用数学模型表达的曲面来概括地球的自然表面，作为
测量数据处理与地图制图的基准面。
（二）地球的物理面地球表面的总面积达510 083 024 km2，其中大部分为海洋，海洋面积约占地球表
面积的71％，而陆地约占表面积的29％。
所以海水所包围的形体基本表示了地球的形状。
假想有一个海水面，向陆地延伸形成一个封闭的曲面，这个曲面称为水准面。
水准面上每一个点的铅垂线均与该点的重力方向重合。
由于海水面受潮汐影响而有涨有落，所以水准面有无数个。
其中有一个与假想的静止海水面相吻合，称为大地水准面。
大地水准面所包围的形体称为大地体，大地体即代表地球的一般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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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测量与地图学(第2版)》是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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