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土木工程测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土木工程测量>>

13位ISBN编号：9787308025102

10位ISBN编号：7308025101

出版时间：2002-2

出版时间：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丽华  主编

页数：331

字数：5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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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土木工程测量>>

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十五章，第一章为工程测量基本知识；第二至四章为测量的基本工作，即高程测量、角度测
量、距离测量；第五章为测量误差基本知识；第六至七章为定向测量及小地区控制测量；第八至十章
为地形图的基本知识、地形图的测绘、地形图的应用；第十一章为施工放样的基本工作；第十二章为
工业与民用建筑施工测量；第十三章为道路与桥梁施工测量；第十四章为地产测量；第十五章为测绘
新技术，主要介绍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RS）、数字地球等。
    本书可作高等学校土木、交通、规划、水利、农林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
岩土工程师基础考试的学习用书，还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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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基座：　　基座位于仪器的下部，由轴座、脚螺旋和底板等部件组成。
基座的中间为基座轴座，仪器　　的竖轴轴套可以插入基座轴座内旋转，基座上还设有轴座固定螺旋
，拧紧轴座固定螺旋可以将照准部固定在基座上。
基座上的三个脚螺旋，用于整平仪器。
基座底板的中央有螺孔，将三脚架头上的连接螺旋旋进螺孔内，可以将仪器连接到三脚架上。
　　2．水平度盘：　　水平度盘是一个光学玻璃圆盘，其边缘按顺时针方向刻有0°～360°的刻划。
水平度盘的　　轴套套在竖轴轴套的外面，可以绕竖轴轴套旋转。
照准部旋转时，水平度盘并不随之转动。
如　　要改变某方向的水平度盘读数，可以转动换盘手轮，使水平度盘上的某刻度对准读数指标。
某些型号的仪器则装置复测器扳手，用来使水平度盘与照准部连接或脱开。
将复测器扳手扳下时，水平度盘与照准部一起转动，此时水平度盘读数不变，将复测器扳手扳上时，
水平度盘与照准部分离，此时水平度盘读数会随着照准部转动而改变。
　　3．照准部：　　照准部是基座之上能绕竖轴旋转的整体的总称，它由望远镜、垂直度盘、水准
器、光学读　　数设备、横轴、支架、水平制动与微动螺旋、望远镜制动与微动螺旋等部件组成。
照准部的旋　　转轴即为仪器的竖轴，竖轴可以在竖轴轴套内旋转。
　　照准部上的望远镜通过横轴安置在照准部两侧的支架上，其构造与水准仪上的望远镜基本相同，
也是由物镜、目镜、十字丝分划板和调焦透镜组成。
但为了便于照准目标，经纬仪望远镜十字丝的横丝和竖丝一般设计为一半为单丝，一半为双丝的形式
。
垂直度盘安装在横轴的一侧，望远镜旋转时，垂直度盘随之一起转动。
与垂直度盘配套的还有垂直度盘指标水准管及其调节螺旋。
　　照准部上安装有水准管，它的作用是精确整平仪器，使仪器的竖轴处于铅垂位置，并根据仪器内
部应具备的几何关系使水平度盘和横轴处于水平位置。
照准部上还设有光学对中器，用于光学对中。
　　照准部上反光镜的作用是将外部光线反射进入仪器，通过一系列透镜和棱镜，将度盘和分微尺的
影像反映到读数显微镜内，以便读出水平度盘或竖直度盘的读数。
　　照准部在水平方向的转动由水平制动螺旋和水平微动螺旋控制，望远望在竖直面内的转动由望远
镜制动螺旋和望远镜微动螺旋控制。
观测时，用粗瞄准器瞄准远方的目标，拧紧照准部和望远镜制动螺旋。
然后转动望远镜的调焦手轮，将目标清晰成像在十字丝分划板平面上，通过照准部和望远镜微动螺旋
精确照准目标。
　　二、DJ6光学经纬仪的光学系统及读数方法：　　DJ6光学经纬仪型号不同，光学系统和读数方法
也不尽相同。
DJ6光学经纬仪常用的读数装置有分微尺和单平板玻璃测微器两种。
　　1．分微尺读数装置：　　我国生产的J6、TDJ6型经纬仪以及德国蔡司厂生产的030型经纬仪均采
用分微尺读数装置。
图3—5是采用分微尺装置的J6型光学经纬仪的光路图，外来光线经反光镜1进入毛玻璃2分为两路，一
路经棱镜3转折90。
通过聚光镜4及棱镜5，照亮了水平度盘6。
水平度盘分划线经复合物镜7、8和棱镜9成像于平凸透镜10的平面上。
另一路经棱镜14折射后照亮了垂直度盘15。
经棱镜16折射，垂直度盘分划线通过复合物镜组17、18和棱镜20、21，也成像于平凸镜的平面上。
在这个平面上有两条分微尺，每条有60格，放大后两个度盘分划线的10间隔，正好等于相应分微尺60
格的总长，因此分微尺上的一小格代表1’，图3—6为分微尺的原理。
两个度盘分划线的像连同分微尺上的分划一起经棱镜11折射后传到读数显微镜（12是读数显微镜的物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土木工程测量>>

镜，13是目镜）。
经过这样的光学系统，度盘的像被放大，以便于精确读数。
图中22～26为光学对中器的光路。
　　度盘分划线及其分微尺的像，标有“V”字样的读数窗内的是垂直度盘的分划线及其分微尺的像
。
某些型号的仪器也可能用“水平”表示承平度盘读数窗，用“竖直”表示垂直度盘读数窗。
读数方法如下：先读取位于分微尺0～60条分划之间的度盘分划线的“度”数，再从分微尺上读取该度
盘分划线对应的“分”数，估读至0．1’。
如图3—7的水平度盘读数为129°02’42”（129°2．7’），垂直度盘读数为85°57’30”（85°57
．5’）。
　　2．单平板玻璃测微器读数装置：　　DJ6经纬仪除了采用分微尺读数装置外，还有一种采用单平
板玻璃光学测微器的读数系统。
我国生产的DJ6—1型经纬仪和瑞士生产的威特T1型经纬仪就采用这种读数方式。
图3—8为采用单平板玻璃测微器的DJ6—1型经纬仪的光路图。
　　该类仪器成像的过程是将垂直度盘4的分划成像于水平度盘7的分划面上；然后把水平度盘上的分
划线连同垂直度盘分划线的像，一起成像于读数窗14的指标面上（面上刻有单指标线和双指标线），
再经棱镜15折射传到读数显微镜，在读数目镜17中进行读数。
　　平行玻璃11和测微分划尺13用金属结构连结在一起，构成平行玻璃测微器。
转动测微轮，平行玻璃和测微分划尺就绕同一轴转动。
图3—9为这种读数设备的原理图。
当测微分划尺的读数为零，平行玻璃的底面水平，光线垂直通过平行玻璃，度盘分划线的像不改变原
来位置，如图3—9（a）所示，按读数窗上读数，应为152+a。
转动测微轮，平行玻璃转动一个角度后，度盘分划线的像也就平移一微小距离，如果双指标线正好夹
住152分划线的像，如图3—10（b）所示，这时平移量口可以由测微分划尺读出。
　　这种读数方式采用旋转测微器手轮使度盘分划线位于双指标线中央后读数，度盘的分划值不是1
度，而是30分。
图3—10的数视场是读数显微镜中看到的度盘和测微尺放大后的影像视场，视场中共三个小窗，下面的
小窗为水平度盘的像，中间的小窗为垂直度盘的像，两窗中间的长双线为指标线，上面的小窗为测微
分划尺的像，中间的长单线为指标线。
测微分划尺刻划从0’至30’，共刻划90格，每格为20”，理论上能估读至2”，实际上由于该测微尺
的视场很小，一般估读至1／4格（5”）。
读数时，首先转动测微手轮，使度盘上某一分射线精确地夹在双指标线中间。
从该分划线上读出度数或度数和30’的整分数，小于30’的数从测微器读数窗内读出，两读数之和即
为所需读数。
如图3—10（a）水平度盘读数为152°22’55”。
图3—10（b）垂直度盘读数为87°43’05”。
注意读水平度盘读数时，应使下面小窗中的度盘分划线夹在指标线中间，读垂直度盘读数时，使中间
小窗中的度盘分划线夹在指标线中间。
　　三、经纬仪的使用：　　经纬仪的使用包括对中、整平、瞄准和读数四项操作步骤。
　　1．对中：　　对中就是使水平度盘的中心与地面测站点的标志中心位于同一铅垂线上。
对中的方法有两种：　　（1）垂球对中：首先根据观测者身高调整好三脚架腿的长度，张开后安置
在测站上，使架头大致水平，高度适合于人体观测，架头中心初步对准地面点位。
然后从仪器箱中取出经纬仪放在三脚架架头上，旋紧连接螺旋，挂上垂球，使垂球尖接近地面点位，
挂钩上的垂线应打活结，便于随时调整长度。
如果垂球中心离测站点较远，可平行移动三脚架使垂球大致对准点位，并用力将脚架踩人士中。
如果还有较小的偏离，可将仪器大致整平，稍松连接螺旋，用双手扶住仪器基座，在架头上移动仪器
，使垂球尖精确对准测站点后，再将连接螺旋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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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垂球对中的误差一般应小于3毫米。
　　（2）光学对中器对中：光学对中器是装在经纬仪内轴中心的小望远镜，中间有一个反光棱镜，
可以使铅垂的光折射成水平方向，以便观察。
光学对中的方法为：1）将仪器安置在三脚架架头上，调节光学对中器目镜，使视场中的分划圆清晰
，再拉动整个对中器镜筒进行调焦，使地面标志点的影像清晰。
此时，如果测站点偏离光学对中器中心圆较远，可根据地形安置好三脚架一支腿，两手分别持其他两
条腿，眼对光学对中器目镜观察，移动这两支腿使对中器的分划板小圆圈对准标志为止，用脚把三支
腿踩稳。
2）伸缩脚架支腿使圆气泡居中。
3）观察对中器分划板小圆圈中心是否与测站点对准，如果尚未对准，稍松仪器连接螺旋，在架头上
移动仪器，使对中器分划板小圆中心精确对准测站点，旋紧连接螺旋。
4）转动脚螺旋精确整平仪器。
5）再检查一下是否精确对中，如有偏离可重复3）、4）步骤，直到对中器分划板小圆圈中心对准测站
点并整平为止。
　　2．整平：　　整平的目的是使仪器的竖轴处于铅垂方向。
整平的方法为：　　（1）转动仪器照准部，使照准部水准管平行于任意两个脚螺旋的连线，如图3
—13（a）所示，用双手同时向内或向外等量转动两个与照准部水准管平行的脚螺旋使气泡居中，气泡
移动的方向与左手大拇指移动的方向一致。
　　（2）将照准部转动90°，如图3—13（b）所示，使照准部水准管垂直于原来两个脚螺旋连线　　
的位置，调整第三只脚螺旋使水准管气泡居中。
　　整平一般需要反复进行几次，直至照准部转到任何位置水准管气泡都居中。
在观测水平角过程中，可允许气泡偏离中心位置不超过1格。
　　3．瞄准：　　瞄准就是用望远镜十字丝交点与被测目标精确对准，其操作步骤为：　　（1）松
开仪器水平制动螺旋和望远镜制动螺旋，将望远镜对向明亮背景，转动目镜调焦螺旋，使十字丝最为
清晰。
　　（2）用望远镜上方的粗瞄准器对准目标，然后拧紧水平制动螺旋和望远镜制动螺旋。
　　（3）转动物镜调焦螺旋，使目标成像清晰，并注意消除视差。
　　（4）转动水平微动螺旋和望远镜微动螺旋，使十字丝交点对准目标点。
观测水平角时，将目标影像夹在双纵丝内且与双纵丝对称，或用单纵丝平分目标，如图3—14（a）所
示}观测垂直角时，则应使用十字丝中丝与目标顶部相切，如图3—14（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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